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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健康·关注

保健平台

求医问药，对百姓来说，是绕不开的
事情、说不完的话题。因此，为了更好地
给大家服务，我们将开设《为了健康》栏
目，如果您在医疗健康上遇到什么问题，
有什么看法，都可以与我们联系，我们也
会邀请相关专家加盟，提供权威信息，我
们的记者也将对各类信息进行整理、反
馈。为了健康，让我们一起努力。

电话：0371-67655036
67655039

下期报道什么
由您电话决定

海尔制氧机，急救保健两不误
海尔生产的海氧之家制氧机，无需制剂，插

电即出氧，鞋盒大小，20 年寿命，最轻仅 2.2 公
斤，30%富氧，全家享用。为迎中秋，凡“你好”
氧健康俱乐部会员现在购机均赠送2升氧气瓶
一个（数量有限），让你急救更有效，保健更省
钱！用知识呵护健康，如果你或你的家人经常头
晕、头痛、发烧、失眠、记忆力下降、免疫力差、胸
闷等；或者你家中有老人、孕妇、应考学生、脑力
工作者、亚健康、肺心病、糖尿病、高血压患者，赶
快参加我们每月27日下午的氧疗知识讲座吧！

氧疗热线 ：0371- 60206334、
67971598，13017657965

地址：文化宫路郑州中医院北路西“你好”
健康超市

让帕金森停止抖动
人老后，多巴胺神经不断受损，下降至正常

水平 1/5便出现帕金森症状：手抖拿不稳碗筷，
抬腿困难，小碎步，易摔跤，流口水等，发展到后
期瘫痪在床。服用西药，则产生副作用失眠、便
秘、抑郁等更是让人身心痛苦！

专家强调：攻克帕金森必须修复受损神经，
3期前是关键。

目前，国际公认修复受损神经根本物质是
神经生长因子NGF。加拿大脑科技研究成果：
神经节苷脂GM介导NGF数十倍增强其活性，
修复受损神经，二者联合较单一使用有质的飞
跃，明显改善帕金森抖动僵直。

据悉，河南健脑堂采用加拿大脑科技成果，
配合功能理疗，一般3~6个月后，患者手抖身僵
现象减轻并消失，穿衣吃饭无需协助，走路稳
当，还能去晨练。

近期特邀脑病专家方主任亲诊，并赠送康
复资料指导家庭心理疏导及锻炼技巧等。

详询：0371-67715057

多事之秋，当心你的眼睛
“真难受，太难受了，我的眼睛到底怎么了……”

秋天来了，天气干燥，风沙很大，眼睛素质下
降，一些眼睛疾病来了！当心，一定要当心您
的眼睛。

产生眼疾的根本原因是眼部血液循环在新
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氧自由基，日久天长不断
在毛细血管中沉积，使眼部血液循环受阻，眼部
各组织得不到充足的营养，从而出现眼睛干涩、
发痒、酸胀、疼痛、流泪、视物模糊等症状；如果
不及时加以控制，还会引起近视、老花眼、白内
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等更为严重的眼病。
清除“氧自由基”是眼睛健康的关键所在。

中国国家射击队专用护眼产品——好视力
眼贴是一个上市 8年的老品牌，其生产基地通
过了 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该
产品通过眼外贴敷，集中渗透的方式，在短时间
内溶解并排出氧自由基，从而缓解眼睛干涩、酸
胀、疼痛、流泪、视物模糊等，全面呵护眼睛健
康，许多眼部不适者贴后感觉到眼睛明亮、滋
润、舒服，八年以来好视力眼贴给很多眼部不适
者带去光明和健康。

市内仟禧堂、本草国药馆、张仲景大药房、
省医药超市、国药大药房、杏林、惠发等各大连
锁药店及紫荆山百货大楼、正道花园商厦、家世
界、金博大、丹尼斯、易初莲花、世纪联华医药部
均有销售。8月25日~31日购买可享受“买1大
盒送 1小盒”、“买 4大盒送 1大盒”的特大优惠
活动。

爱眼热线：0371-65387979

目前，大多数的学校已经开学，许多学生已经“动作”起来，忙着采购学习用品、制作新的学习时间表……
然而有些学生还“意犹未尽”，沉浸在慵懒的状态中。专家提醒这些孩子们：尽快将心态调整到学习上来。

上周，我们就新入幼儿园及初上小学的孩子身心问题做了相关报道，这周，我们将对中学生的一些健康情
况聊一聊。 晚报记者 董亚飞

“上学最早的人是我，放学最晚的人是我，
作业最多的，睡觉最迟的，最困最累的，是我是
我还是我……”广大学生睡眠严重不足早已是
个普遍性问题。我的孩子今年上高一，从她上
初中的那一天起，我就跟她一起被绑在了没完
没了的作业、习题、模拟题的战车上。孩子的
眼镜度数是一路飙升，据这位妈妈说，女儿班
上80%的同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近视。

“在中学生中配戴眼镜似乎是一种‘前卫’
的表现，我也赶上了这种‘潮流’，近视后才知道
近视给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许多不便。”
这是一位文静的女中学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的话。

据郑州人民医院（原郑州市第五人民医
院）卓美眼科夏建生副主任医师介绍，中学生
近视发病率高，除了遗传因素外，大多是看书

写字时间过久，不能劳逸结合，学习时姿势不
正确，不注意用眼卫生，另外，上网、看电视等
用眼过度导致近视。

专家还说，较多的中学生了解近视的原
因，但大多数人对预防近视的措施一知半解，
其实只要正确作好预防近视的措施，患上近视
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同时，定期去医院检查
视力，也是很必要的一个举措。

“早餐被遗忘、中餐在流浪、晚餐肚皮
胀”——这是许多中学生一天饮食的真实写
照。加上爱吃零食、偏食、挑食以及常吃“洋快
餐”、乱吃保健品等，这些都是造成中学生营养
不均衡的关键因素。

李伟 13 岁，身高 160 厘米，体重 75 公斤。
他妈妈闵女士说：“只要洋快餐推出什么新品，
他肯定会去尝尝。尽管觉得儿子经常吃炸鸡
腿不是件好事，但因为工作太忙，无法分身中
午为儿子做饭，只能任由他选择自己喜欢吃
的。”然而长期在这样的饮食下，儿子身上的肉

疯长。闵女士着急了，四处找医生为儿子减
肥，效果却不理想。

医生说，如今，不少妈妈都有和闵女士一
样的烦恼。所以，孩子和家长的健康观念都应
改变。孩子的餐盘里，蛋、奶、肉等食物越来越
多，而维生素、高纤维相对丰富的谷物、薯类等
却越来越少。饮食上的忽视和运动减少等因
素叠加在一起，导致“小胖墩”增多,也因此让不
少学生患上成人病。

同时提醒中学生减肥应注意：不仅需要考
虑减肥方法的有效性，更要考虑减肥中营养均

衡。学生减肥要尽量在饮食和运动上控制体
重。在食物控制上，建议要保证蛋白质摄入，
可以多吃鱼、多喝低脂牛奶或豆制品。运动方
面，建议每天20分钟以上慢跑，每周跑5天；也
可做跳绳和仰卧起坐。

专家特别强调，学生减肥不建议采用
节食的方法，更不建议用减肥药或者其他
一些偏方来减肥，这样会对身体发育造成
较大的伤害。另外，一些女学生以瘦为美、
盲目减肥，甚至吃大量减肥药品的行为更
是不可为。

有数据显示，我国颈椎病发病率有越来越
年轻化的倾向，甚至中小学生也有部分颈椎病
患者，发病年龄多集中在 12~13 岁和 16~18 岁
两个年龄段，这正是学生由小学升初中和初中
升高中的时候。

“由于中小学生负担过重，以前一些在
40 岁以上的人身上较易发作的颈椎病，如今
在不少中小学生身上都有所反应了。今年
暑期，到我院看颈椎病的青少年有所增加。”
据河南亚太骨病医院骨科专家王瑞介绍，近
几年，中学生出现颈背痛症状的比例呈上升

趋势，长期不正确的学习姿势是导致青少年
患病的重要原因，造成软组织的僵硬、张力
增高而致。具体表现为学习时头部过低、歪
头、端肩、颈部过分前伸和前屈。学生们长
期在这种姿势下学习，不但容易疲劳，患近
视、驼背，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后果，那就是
这些学生成年后将是颈椎病的高发人群。
专家提醒家长，孩子如有不适症状最好到医
院就诊，以及时得到医生的诊断和指导，以
免错过最好的治疗时机。

同时，他建议，脊柱保健不分季节，关键

是持之以恒。所以一定要让中学生养成良
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保持正确的坐姿；连续
学习 1 小时，要做一些伸展肢体和转动头部
的运动，避免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睡觉的
枕头不宜过软，最好准备一个小枕专门垫在
后颈部。

据了解，颈椎病是一个退行性病变，发病
后，出现头痛、眩晕、呕吐、颈肩疼痛和上肢麻
木等，由于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给患者的学
习、工作和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因此，预防颈
椎病应从学生做起。

中学生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正处在生理
发育与心理发展欠协调的“心理断乳”期，因此
在心理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以下是中学生常见的一些心理问题：

急躁。孩子上了中学，逐渐步入青春期。
此时，孩子在性格情感上表现为争强好胜、感情
丰富、兴奋性较强。但由于孩子的心理还不成
熟，情绪波动较大，自制力比较差，遇事不能理
智冷静对待，易产生急躁冲动的毛病。

敏感。这类孩子对外界事物反应灵敏，比
较在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办事谨小慎微，优柔

寡断，喜欢胡思乱想，对问题的分析推断不从实
际出发，而是靠主观臆想。

孤独。所谓孤独是指孩子的人际关系
不能满足个人、社会期望时所产生的孤立的
情感状态。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不合群，
喜欢独处，这与心理闭锁、性格冷漠或突遭
挫折等有关。

迷惘。迷惘是指对事物或某种现实因分辨
不清是非而感到无所适从、失去判断力的心理
状态。迷惘会导致孩子对社会事物理解增加困
难，反应迟钝，处事犹豫不决。

针对以上常见的心理问题，郑州市第八人
民医院心理科主任孔德荣主任医师认为，家长
和教师要正确对待。一、要合理、科学地安排
孩子每天的生活，注意劳逸结合，才能有效保
护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二、帮助孩子调
适情绪。三、培养孩子开朗、随和、热情、自
信、勇敢的性格。四、鼓励孩子多参加有益的
活动，以调节精神生活，陶冶情操，锻炼意
志。五、鼓励孩子间多交往，互通信息，互相
学习和帮助，取长补短，对培养健康的人格大
有益处。

颈椎病是一个退行性病变，预防从学生做起

中学生组成近视“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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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逼近中学生

中学生出现急躁、敏感、孤独等心理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