
近视孩子不宜坐前排
小明（化名）近视后，妈妈担心他看

不清或者度数加深，特意关照班主任老
师，要把小明的座位调到前排，好让孩
子上课时看得清楚一些。

对此，郑州爱尔眼科医院视光科主
治医师白鹏称，一般来说，在看不同距
离、不同亮度的事物时，人的眼睛有一
定的调节能力，以使得照在视网膜上的
图像尽量清楚。眼睛看到的物体越近、
收缩的程度越高，眼睛也就越疲劳。所
以，近视学生不宜靠前坐，距离黑板5米
左右处才是最佳位置。

近视不戴镜度数增长快
白鹏称，孩子视力不好的原因有很

多，远视、近视、散光等均可对孩子造成
影响。所以初次配镜，建议应到专业眼

科医院进行医学验光配镜，医生或验光
师会给孩子开具合适的配镜处方。

生活中很多家长因为害怕孩子近
视度数增长而拒绝戴镜，其实这完全没
有根据，临床病例表明，不戴眼镜会比
戴眼镜度数增长得更快。

近视眼镜选择？
近视率越来越高，怎样才能让孩子

配的眼镜更舒适、更清晰，并能够达到
良好的视力矫正效果呢？白鹏说，目前
眼镜市场较常用的有框架眼镜、角膜塑
形镜等。框架眼镜矫正视力简单安全，
不过每年需做一次复查，及时调整眼镜
度数。儿童近视患者，至少每半年进行
一次复查。角膜塑形镜利用流体学动
力原理改变角膜屈光状态，逐步降低近
视和散光度数，夜间配戴，白天不戴。

60岁的陈女士两年前开始腰腿疼，走路
走不远，起初疼痛还能忍受，但是随着年纪
增长，腰腿疼痛越来越重，甚至寸步难行。

最近半年来，陈女士腰腿疼的老毛病
越来越严重，贴了不少膏药也没有得到改
善。到医院检查，CT结果显示：腰 3-4、腰
4-5椎间盘突出，合并腰4-5椎管狭窄。

竟然有两个病——退行性腰椎管狭
窄和腰椎间盘突出症？

“的确如此。腰痛不一定就是腰椎间
盘突出症，很可能是椎管狭窄症，甚至这
两种病都有。”周红刚主任说，腰椎管狭窄
症高发人群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典型
症状就是行走后（通常为数百米，严重时
可为数十米）出现一侧或双侧腰酸、腰痛、
臀部疼，下肢疼痛、酸涨、麻木、无力，如同

灌铅一样，以至于难以继续行走（有患者
常常会说一走路腿就困得不行），但蹲下
或坐下休息片刻，症状即可缓解或消失，
患者继续行走，上述症状又会出现，如此
症状反复出现。不过，间歇性跛行的表现
会逐渐加重，即能坚持行走的距离越来越
短，需要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常仅表现
在步行过程中，骑车一般不受影响。

“需要提醒的是，腰椎管狭窄症常与
椎间盘突出症合并发生，患者往往认为自
己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而忽视了腰椎管
狭窄症的存在。”周红刚主任说，在腰椎管
狭窄症的患者中，多数还伴有腰椎侧凸、
后凸和腰椎不稳、椎间盘突出、腰椎的旋
转畸形或侧方移位，因此治疗上更加复
杂，应该全面考虑。

新学期，近视的孩子坐哪儿好？
专家称：不宜靠前坐，距离黑板5米左右为最佳

腰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同时来袭

造成腰腿疼、麻木、无力、走不远，咋办？

俗话说“祸不单行”，
其实，有些疾病也会合并
发生，比如常见脊柱疾
病——腰椎间盘突出症
和腰椎管狭窄症，而郑州
的陈女士就“中招”了。
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和椎
管狭窄同时来袭，该怎么
办？听听脊柱专家、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
盘中心主任周红刚的建
议吧。

这两种脊柱病常合并发生

“像这种状况，保守治疗半年多没有
效果，是不是就应该做手术了？”

“既有椎管狭窄症，还合并有腰椎间
盘突出症，能做微创吗？”

“一次微创可以既解决腰椎管狭窄
症，又解决椎间盘突出症吗？”

听说病情后，陈女士及家人一连串问
了很多问题。

周红刚主任有条不紊地解答道：“首先，
CT显示腰4-5的椎管狭窄，出现了臀部和两
腿外侧麻木的症状，而且休息之后反而症状
加重，说明病情比较严重了；其次，已经做了
大半年的保守治疗，仍然没有效果，这就表

明应该进一步治疗不必再保守了。”
周红刚主任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

椎管狭窄症的患者大多数是中老年人，而
高龄患者往往合并有心脑血管等疾病，全
麻下常规减压融合手术创伤大、时间长、出
血多，不能承受或易导致严重并发症发生。

近年来，微创脊柱外科技术得到迅速
发展，脊柱内镜技术的发展，使外科医生
通过 6mm小切口可视下就可以一次解决
腰椎管狭窄症和椎间盘突出症。不但治
疗时间很短，而且治疗后患者卧床时间也
短，一天之后就可以离床活动，第二天就
可以出院。

在周红刚主任的带领下，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团队一直紧盯国
际脊柱微创外科的前沿，熟练掌握多种脊
柱微创技术，根据患者病情制订个体化的
微创治疗方案，竭力以更小的创伤化解脊
柱疾病患者的病痛。在国内更早开展了
内窥镜下颈椎、胸椎、腰椎的微创治疗技
术，多项技术弥补了微创脊柱技术领域的
空缺。目前已完成院内及院外会诊近两

万例椎间孔镜病例，成为国内骨科界的一
张金质名片。

为更好地服务患者，在该院郑东院区
H座14楼椎间盘中心B病区脊柱疑难病会
诊中心，每周四 14时 30分都会汇聚来自
全国数十家医院的几十名脊柱专家，专门
针对颈椎、腰椎、胸椎等脊柱复杂疑难病
例进行会诊，由数十位专家讨论为患者制
订更佳的治疗方案。

微创治疗弥补大手术不足

每周四下午郑东院区有会诊

眯眼——加深眼周皱纹
很多近视的人看东西不自觉地眯

眼，这个动作很容易加深眼周皱纹。
患有散光的孩子，常常有看东西眯

眼的习惯。由于视力下降，无论是看远
处还是看近处，均感到模糊不清。如果
孩子喜欢眯着眼、侧着或歪头看东西，
低垂着眼脸，眼睛往上看时，家长就要
提高警惕了。

此外，眯眼笑或太阳光太强的时候
也容易眯眼，可以试着笑的时候睁开眼
睛，遇到阳光时戴上太阳镜。

我们每次眯眼睛的时候，眼周的皮
肤就会被挤出一道道细纹，眯眼的次数
越多，皮肤就越容易“记住”它们的位
置，时间长了，就形成了细纹。

咬指甲——导致甲沟炎
咬指甲会伤到手指表皮，会使指甲

缘出血、指甲畸形，还易招致咬指甲癖
和甲沟炎等，并与口腔感染相互传染，
影响口腔健康，如引起牙龈的吸收、门
牙缘出现裂痕等。

发表在《美国正畸和颌面整形外
科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咬

指甲可能是情绪不平衡的迹象。它
还会刺激与口腔相关的应激行为，如
嚼笔头等。

很多家长为制止孩子咬指甲，就在
指甲上涂苦、辛、辣的东西，这些只能暂
时有用，过不了几天又犯了。处罚、嘲
笑、责骂和恐吓无助于行为的矫正。

咬指甲癖的防治关键应是心理治
疗。要弄清孩子咬指甲的原因，对症下
药，比如消除让他紧张、忧虑的因素。另
外，还可通过玩游戏来分散其注意力。

抖腿——加重焦虑
很多人在焦虑、紧张的状态下，会

做出各种各样的小动作来缓解自己的
情绪，比如抖腿、转笔、打响指等。

有种抖腿其实是病，医学上叫“不
宁腿综合征”，抖腿同时伴有强烈的疼
痛、灼烧等不适感，还常有腿部痉挛现
象，而且这种状况常在夜间发生。

不过，抖腿在多数情况下并非疾
病，也没有特别大的不良影响。但在社
会文化中，抖腿是一种很不雅的行为，
会引起旁边人的不满。可以用运动、娱
乐等积极健康的方式替代。

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如何让孩子坐在前排“C”位学霸区（中间前
三排），是令很多家长伤透脑筋的问题。看过春晚小品《占位子》，家长
们都深有感触：小品中一位父亲表示自家孩子眼睛近视，应该坐前排C
位；而另一位父亲称自家孩子近视400度，也应该坐前排C位……近视
的孩子坐前排C位真的好吗？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记者 蒋晓蕾

眯眼、抖腿、咬指甲……
这些“小动作”都伤身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些习惯性的小动作，比如
咬指甲、皱眉头、眯眼睛、抖腿……在专家看来，这些小动作有些无关痛
痒，有些则有损健康，最好及早修正。 记者 雷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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