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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的张阿姨喜欢跳舞， 经常和老

姐妹们参加比赛。 但最近她老觉得眼前

有虫子飞， 用手去抓， 怎么也抓不到，
挥之不去。 张阿姨十分困惑， 到医院眼

科就诊， 获得的诊断是 “玻璃体混浊”
（俗称飞蚊症） 和 “玻璃体后脱离”。

我们的眼球里面充填着很大部分

物质是玻璃体，约占眼球内容积的 4/5。
正常状况下玻璃体紧贴着视网膜， 无色

透明，呈凝胶状态，犹如小孩吃的透明果

冻。玻璃体对眼内组织有支持、减震和代

谢作用。随着年龄增长，玻璃体的胶原纤

维支架结构会发生塌陷或收缩， 导致玻

璃体液化和后脱离（离开视网膜），此现

象在 50 岁以上的发生率 约 58%，65 岁

以上为 65%-75%，所以飞蚊症和玻璃体

后脱离多见于老年人。
多年中高度近视的患者 ， 玻璃体

的上述改变会提前， 因此发生飞蚊症的

年龄也相对较早。 当发生玻璃体后脱离

时， 患者会注意到眼前有漂浮物， 如点

状物、 飞蝇、 环状物等， 这是浓缩的凝

胶体漂浮到我们的视野内所造成的。
一般而言 ， 飞蚊症不会对视力造

成大的影响， 但是很让人讨厌。 有的会

随着时间推移， 玻璃体内浓缩的凝胶体

会解体、 消散或吸收， 飞蚊症得以减轻

或消失。 中医认为飞蚊症属于 “云雾移

睛 ” （《证治准绳 》） 范畴 。 对于飞蚊

症， 目前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都没有

明确有效的治疗方法。 民间验方和叶黄

素治疗飞蚊症 ， 都没有 太 多 的 科 学 依

据。 但补益肝肾、 益气健脾等中药， 可

能对改善飞蚊症患者的体质有所帮助。
发生飞蚊症时， 尤其是高度近视患

者， 一定要到医院检查， 排除飞蚊症的

其他原因， 如是否存在玻璃体后脱离、
玻璃体积血、 玻璃体炎等。 如果脱离的

玻璃体对视网膜构成牵引， 患者视觉还

会出现 “闪光” 感。 牵引可能导致视网

膜血管的破裂， 产生玻璃体积血， 患者

眼前会出现 “红色的烟雾”。 如果过强

的牵引导致视网膜裂孔形成和视网膜脱

离时， 视物有被遮挡的感觉。
总之可以归纳三点： 一是发生飞蚊

症不可怕。 飞蚊症一般不会对视力有较

大影响， 要注意情志调畅， 避免急躁，
并到医院查明原因。 二是不要迷信特效

药。 饮食适当清淡， 少食辛辣和刺激性

食物； 老年人和高度近视患者平时应避

免过度用眼、 屏气用力和头部震动， 如

长时间看电脑， 搬提重物和激烈运动。
三是飞蚊症不断加重 ， 明 显 影 响 到 视

力、 特别是有高度近视的患者， 一定要

及时就诊， 以免延误治疗。
像张阿姨这样的患者， 参加一些平

缓活动， 不再剧烈的蹦跳， 飞蚊症的情

况会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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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波

不少人认为骨质疏松不算病， 是

老年正常退化， 没必要治疗。 这种看

法并不正确。 其实， 认真对待骨质疏

松问题， 不仅能有效治疗 、 缓解病

痛， 还可能预防骨质疏松。 可惜， 骨

质疏松的危害被忽略了， 误区不少。

误区一：骨骼不痛就有说明没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在初期没有明显不适

感， 骨量却在缓慢流失。 证据显示，
城市居民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从 40
岁左右就开始了 。 当出现驼背 、 身

高变矮时， 说明病情很严重了 。 因

此中年后就该引起关注 ， 特别是老

年人、 绝经后女性以及烟酒史多年、
糖尿病和肥胖 、 有骨代谢疾病 、 常

年使用激素药物等高危人群 ， 无论

有无症状， 应及时就医 ， 以便尽早

了解是否有骨质疏松情况。
现在体检较流行 ， 但体检项目

通常没有 “骨密度测定 ” 等骨质疏

松检测项目， 所以中老年即便体检

合格， 不等于可忽略骨质疏松问题。

误区二： 骨质疏松是小病， 不碍事
骨质疏松最初的症状常常是隐

隐疼痛， 它的主要风险是随后可能

发生的骨折。 骨质疏松会导致骨强

度下降、 脆性增加 ， 因此这种骨折

也叫脆性骨折 ， 可能反复发生 。 这

也解释了为何老年人因跌倒致骨折

的事例屡屡发生。
一旦骨折就需要长期卧床休息，

但卧床太久会带来继续脱钙 、 肌肉

萎缩、 免疫力下降 、 感染 、 下肢血

栓等问题， 经久不愈甚至会导致残

疾和死亡。 因此 ， 骨质疏松 “以后

再说” 的麻痹思想可能延误病情。

误区三： 老了以后再看医生吧
早发现早治疗就能控制、 扭转、

改善或防止骨质疏松 。 人一生中都

在不停地进行着骨组织的新陈代谢，
成骨和破骨过程同时存在 ， 骨量在

30-35 岁时达到高峰， 到中老年后，
破骨速度慢慢超过成骨速度而出现

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的发展因人而

异， 有的人不到 10 年就会进展到重

度骨质疏松 。 因此 ， 千万别以为年

岁尚早就与己无关 ， 若出现腰腿乏

力、 持物承重和耐力下降 、 肌肉肌

腱韧带损伤恢复缓慢 、 莫名其妙骨

痛抽筋等， 可能已发生了骨质疏松。

误区四： 年纪太大， 治疗来不及了
只要发现骨质疏松 ， 随时开始

治疗都有重要价值 ， 这能有效阻止

或延缓病情 ， 即便很严重了 ， 也有

不少办法缓解病痛， 提高生活质量，
有些办法甚至没有副作用 ， 也不需

要常年服药 ， 只要坚持阶段性的治

疗即可。 况且骨质疏松患者常常伴

有其他慢性病 ， 如糖尿病 、 心脑血

管疾病、 肥胖等 ， 骨质疏松的综合

治疗对其也有积极意义。

误区五： 自己吃药就行
自行用药对药物品种和剂量掌

握， 以及药物反应的处理不一定准

确， 而且骨质疏松治疗常常需要运

用综合手段 ， 需要配合饮食和生活

习惯改变， 还需要疗效跟踪和治疗

方案的调整 ， 自行购药服用有诸多

局限性， 还是接受正规诊疗为好。

误区六： 喝牛奶和骨头汤就能补钙
并不是这么简单 。 钙的吸收和

利用以及脱失是一个综合复杂的过

程， 单纯补钙并不能有效治疗骨质

疏松， 甚至不能缓解疼痛 ， 这就是

不少患者的苦恼———越喝牛奶补钙，
腿脚越抽筋。

另外， 骨头汤中钙含量并不多，
能吸收多少不确定 ， 反倒是骨髓中

的油脂含量很高 ， 不利健康 。 还有

一些人的饮食中并不缺钙 ， 但因为

晒太阳少， 导致维生素 D 缺乏， 这

反倒是影响钙吸收的重要因素 。 因

此不能盲从这样的观点。

误区七： 老人防骨折就该多静少动
已经骨折暂时减少活动促进愈

合完全恰当 ， 但长期少动并不能防

止骨质疏松， 反而会加重骨量丢失，
严 重 时 咳 嗽 或 翻 身 就 会 发 生 骨 折 。
另 外 ， 少 动 还 会 弱 化 关 节 柔 韧 度 ，
更容易引发骨折。

已有定论显示 ， 适量锻炼有利

于保持正常骨密度和骨强度 ， 对预

防骨质疏松有积极作用 。 家务劳动

不能完全代替锻炼 。 根据具体情况

兼顾动与静才是正确态度， 让锻炼、
适当日光浴 、 不吸烟 、 少开车等成

为健康的生活方式。

误区八： 骨折后靠手术可恢复正常
手术只能解决已发生的骨折， 不

能防范再次骨折， 况且骨质疏松严重

时骨折愈合更困难， 有时甚至无法手

术固定， 因为脆性太大了， 因此手术

前后治疗骨质疏松才是根本。

误区九： 中年人与骨质疏松无关
老年的骨松问题多是从中年甚

至青年开始的 。 原因很简单 ， “宅

男、 宅女” 长期沉溺于网络而缺乏

锻炼、 久坐办公室和开车 、 烟酒和

嗜 好 咖 啡 、 户 外 活 动 少 、 睡 眠 少 、
高油糖肉蛋奶饮食等 ， 都是促进或

加速骨量丢失的不良影响因素 。 而

这些许多人兼有的生活特征 ， 使他

们从中年人就开始骨密度下降 ， 甚

至把骨松年龄提前了 ， 这成为富裕

社会的新问题 。 所以骨质疏松不仅

仅与老年人有关 ， 与众多中年人特

别是城市中年居民也有关。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副主任医
师， 专家门诊时间为周二下午）

■崔灿 王振宜

《西游记》 中有这样一说 ， 唐僧

师徒来到朱紫国时， 朱紫国王久病难

以治愈， 不能上朝理政， 只好贴出皇

榜 ， 招 纳 天 下 贤 士 为 自 己 治 病 。 结

果， 悟空让八戒刮了半盏锅底灰， 又

接了少半盏马尿， 搅和一处， 搓了三

个 核 桃 大 的 药 丸 ， 将 国 王 的 病 治 好

了。 这虽是吴承恩天马行空的想法，
但艺术来源于生活， 祖国医学的诸多

医案、 医话中不乏类似案例， 病例记

载中疗效也是很明显。
东 晋 时 期 医 家 葛 洪 《肘 后 备 急

方 》 中 对 此 描 述 的 甚 为 详 细 。 如 ：
《卷七·治卒毒及狐溺棘所毒方第五十

五》 “取剥马腹中粪及马尿洗， 以粪

敷 之 ， 大 验 ， 绞 粪 汁 饮 之 ， 效 。 ”
《卷 五·治 痈 疽 妒 乳 诸 毒 肿 方 第 三 十

六》 “又方， 水煮马粪汁， 以渍之。”
“牛子屎” “马粪” “烧鼠屎 ”

“驴屎” “鸡屎” 等， 可谓物尽其用。
“人中黄” 也更是很早就作为药材纳

入到中医药典中。 对现代人来说这看

似荒诞的东西， 或许不久后又会重新

回到人们视野。
“吃粪” 并不是真的让人去吃粪

便， 而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衍生的

一 种 治 疗 炎 症 性 肠 病 的 新 治 疗 方

法———“转粪疗法” 或称 “粪菌移植”。
随着现代生活饮食习惯的改变 ，

以及环境、 遗传等多因素的影响， 患

肠炎的人越来越多， 患了肠炎又很难

治 愈 ， 尤 其 是 炎 症 性 肠 病 ， 病 情 反

复，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现代药物治

疗炎症性肠病临床疗效不一， 更有不

少病人症状控制欠佳， 最终选择手术

治疗。 为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只能

改变思路， 谋求另一种新疗法。
不要小看肠道内的微生物， 其虽

小， 但对人体机能的健康运作起着重

要作用。 人体胃肠道内生存着数量庞

大 、 种 类 繁 多 的 细 菌 、 真 菌 、 病 毒

等， 数量惊人， 甚至比人体细胞的总

量还多， 其中包括有益菌和有害菌，
它们与包括肠道在内构成了内环境，
并通过自有的联系方式构成了自己的

生态链。 肠炎的发生与这种平衡的破

坏存在一定联系。
肠道菌群在人类的疾病尤其是代

谢综合征的进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例如肥胖、 糖尿病和高血压等。 大量

证据显示， 肠道菌群在宿主的能量代

谢和免疫系统中充当了相当活跃的角

色， 且对肥胖、 糖尿病、 非酒精性脂

肪肝、 炎症性肠病甚至肿瘤的发展都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 随着该

研究方向的火热， 对肠道菌群影响机

体生理功能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 肠道

菌群已被认为是机体不可或缺的一个

重要虚拟器官 , 在机体的能量代谢 、
免疫系统的发生和功能调控等多个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所谓 “转粪疗法” 就是通过肠道

菌群移植的方法纠正宿主异常的肠道

菌群, 从而影响免疫功能及肠炎的发

生和发展。
要说明的是， 首先并不是任何人

的粪便都可作为粪便的提供者。 目前

有关粪便供体的选择和筛检仍无统一

标准， 相关研究中的捐赠者包括家庭

成员、 志愿者、 儿童等。 粪便转移的

首要前提是安全， 粪便转移前供体都

要进行血液、 粪便及其他传染病的筛

查。 粪菌供体的选择仍是一个亟待讨

论的问题。
其次， “转粪疗法” 不是直接转

移粪便。 正常人的粪便中， 超过一半

的量是由细菌组成， 剩下的部分则为

消化后的食物残渣。 “粪菌转移” 转

移的是菌， 而非食物残渣。 现有临床

研究多是以粪便稀释后提纯的菌液作

为转移物质或制作成胶囊等形式， 这

样病人的接受度较高。 该研究尚处初

期阶段， 转移菌的种类、 比例未有固

定的标准， 仍需进一步临床研究。
第三， “转粪疗法” 中粪便转移

途径不一。 国外已有学者将粪便定义

为药物， 但现代人并不一定能如古人

一样接受这样的 “药材”， 更不要说

通过口服给药了。 现有技术已可通过

将菌液制成胶囊的形式， 或通过鼻胃

管、 消化道内镜、 肠镜、 灌肠等方式

定植到患者的胃肠道内。
第四， “转粪疗法” 的效果有差

异。 该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临

床 研 究 病 例 已 有 开 展 ， 疗 效 各 有 差

异， 但该方法为肠炎的诊治打开了新

思路， 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疗法。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肠炎都可以用

“粪菌移植” 的治疗方法， 也并不是

疾病的不同阶段均可用 “粪菌移植”，
当视病人具体情况而定。 对炎症性肠

病的病人， 长期的腹泻、 便血等症状

导致后期身体抵抗力下降， 粪菌移植

具有造成潜在感染的可能性。
总之， 对该类疾病， 患者应综合

评估自己的饮食、 生活习惯， 在自己

可控的外部条件下， 趋利避害， 为自

己的后期恢复提供良好的外环境， 并

配合积极的治疗， 才能为自己战胜疾

病增加信心。
（作者王振宜为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肛肠科主
任、 主任医师， 擅长使用中西医结合
药物治疗各种肛肠病， 专家门诊时间
为周四下午-岳阳医院甘河路总院 ，
周一下午-青海路名医特诊部）

■骆艳丽

很 多 人 的 印 象 中 ， 心 理 学 神

秘、 有趣， 心理咨询师都会 “读心

术”， 而那些去看心理咨询师的人 ，
心理肯定有问题， 甚至可能是变态。

事实果真如此吗 ？ 今天我们就

来说说心理咨询到底做些什么 ， 也

让一些内心有挣扎 、 却徘徊在心理

咨询门外的人放下负担， 获得帮助。

心理咨询
也涉及家教与亲子关系

心 理 咨 询 是 指 用 心 理 学 的 方

法， 为心理适应方面出现问题并主

动要求解决问题的求助者提供心理

援 助 。 凡 工 作 、 生 活 、 学 习 、 家

庭、 疾病、 康复 、 婚姻 、 育儿等方

面所出现的心理问题 ， 一旦求助者

体验到不适或痛苦体验 ， 都可求助

心理咨询师。
去寻找心理咨询师的人 ， 未必

有心理疾病。 心理咨询分三类 ： 障

碍型 （如抑郁症）、 适应型 （如情绪

管理） 和发展型 （如职业咨询）。 心

理咨询可涉及的面非常广 ， 除了抑

郁、 焦虑等症状 ， 也可涉及家庭关

系、 亲子教育 、 工作压力 、 人际交

往、 职业选择等 。 但对有严重心理

障碍的人， 建议寻找有医学背景和

心理学背景的心理咨询师进行诊断

和治疗。
为什么大众这么介意去看心理

咨询师？
一方面， 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

关， 中国人比较内敛， 有心理困扰倾

向于自己调节， 如果放在台面上， 会

担心被认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另一方面 ， 一些媒体为满足大

众的猎奇心理 ， 在心理学有关的选

题 上 多 倾 向 于 变 态 心 理 学 。 其 实 ，
心理学的研究大多是针对正常人的。

心理咨询和催眠
不是一回事

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 ， 可以是

语言性的谈话聊天 ， 也可以是非语

言性的， 比如绘画 、 音乐和舞蹈治

疗等。 但心理咨询的谈话有别于一

般社交性聊天 ， 它可以通过访谈呈

现来访者的问题和心理状态 ， 可探

索现象背后的原因， 然后对症解决。
很多人好奇心理咨询师是不是

都会 “读心术”， 其实心理咨询师是

帮助来访者呈现问题 ， 探究问题原

因， 并解决问题。 一个问题的呈现，
和来访者环境 、 性格 、 应对方式等

多因素有关 ， 咨询师不会通过一个

眼神或一个动作确切地读懂来访者。
而且在真正的咨询过程中 ， 咨询师

也 是 在 经 历 不 断 假 设 、 不 断 验 证 ，
然后重新假设、 重新验证的过程。

还有人会问 ， 心理咨询和催眠

是一回事吗 ？ 不是 。 催眠疗法是心

理咨询方法的一种。 通过催眠方法，
将人诱导进入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
将医生的言语或动作整合入患者的

思 维 和 情 感 ， 从 而 产 生 治 疗 效 果 。
除此之外还有认知行为治疗 、 艺术

治疗等多种形式。
心理咨询分为长程咨询和短程

咨询。 长程咨询倾向于对人性的理

解和人格的成长 ， 短程咨询倾向于

快速提出解决方案。 具体需要多久，
和很多因素有关 。 一般来说 ， 问题

出现时间越久 ， 咨询时长越长 ； 来

访者改变的动机越强烈， 效果越好，
时长越短。 此外 ， 和咨询师的契合

度、 来访者的投入程度等都相关。
还有一个绕不开的疑问是： 和心

理咨询师说隐私， 安全吗？ 要知道，
心理咨询师基本的职业道德就是保护

来访者隐私。 但当来访者威胁到自己

和他人生命安全时， 心理咨询师可采

取一定措施， 防止悲剧发生。

心理咨询师
不可以和病人交朋友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 ， 有人找到

心理咨询师 ， 就觉得是抓到了救命

稻草。 其实 ， 心理咨询师关注的是

“助人自助”， 来访者的问题需要来

访者自己去解决 ， 咨询师做的更多

是陪伴、 支持 ， 但不能代替来访者

自己行动。
还有一些人通过咨询希望跟心

理咨询师成为朋友 。 我们的明确答

复是： 不可以。 在心理咨询过程中，
除咨询师和来访者的关系外 ， 禁止

其他双重关系 。 若是在现实生活中

存在其他关系 ， 建议终止咨询或转

介其他咨询师。
怎 么 找 到 合 适 的 心 理 咨 询 师 ？

心理咨询师没有 “最好”， 只有 “最

合适”。 可注意这些要点：
1.双 方 是 否 可 以 无 障 碍 交 流 ，

即咨询师明白你想说的 ， 你了解咨

询师想表达的；
2.是否愿意和咨询师建立联系，

是否信任该咨询师；
3.咨询中或咨询后， 有无收获。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心理咨

询， 有严重精神病性障碍 、 记忆障

碍、 意识障碍、 痴呆、 反社会人格、
诈病等都不适合做心理咨询。 另外，
心理咨询强调自愿合作 ， 不能建立

咨询关系者也不适合。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

子宫肌瘤是育龄期妇女很常见的

一种疾病， 根据部位子宫肌瘤分为粘膜

下子宫肌瘤， 肌壁间子宫肌瘤， 浆膜下

子宫肌瘤。
长在子宫腔内的粘膜下肌瘤， 可能

妨碍未来的胚胎着床 ， 导 致 不 孕 或 流

产， 因此无论有无症状 （通常伴有月经

量过多或者月经淋漓不尽的症状）， 一

经发现， 都建议在怀孕前或胚胎移植前

手术处理。 目前认为， 粘膜下肌瘤最好

通过宫腔镜进行手术剥除， 但禁用电切

器械处理内膜， 否则会导致子宫内膜受

损， 影响怀孕！
长在子宫表明的浆膜下子宫肌瘤，

如果没有产生压迫症状， 如尿频 （压迫

膀胱）、 便秘 （压迫直肠）、 腹胀等症状，
一般不用积极处理， 可以准备怀孕。

对于 长 在 子 宫 肌 层 中 的 肌 壁 间 肌

瘤， 是否处理要结合症状、 是否影响子

宫内膜形态、 肌瘤大小等综合评估：
一般来说， 大于 5 厘米的肌壁间肌

瘤， 建议怀孕前手术处理， 对于做试管

婴儿助孕的患者 ， 先取卵攒够 4-6 枚

胚胎冷冻后再行肌瘤手术， 根据手术中

情况术后避孕一年至两年不等， 等子宫

创面恢复好以后再行胚胎移植， 避免孕

期子宫破裂。 对于小于 5 厘米的肌壁间

肌瘤， 如果伴有月经量增多甚至贫血、

或者 B 超发现子宫内膜形态发生改变、
或者既往有多次不明原 因 的 自 然 流 产

史， 一般建议怀孕前积极处理， 同样做

试管婴儿助孕的患者， 先攒够胚胎再处

理肌瘤， 然后行胚胎移植。 如果患子宫

肌瘤患者不存在以上这些情况， 考虑到

手术本身的创伤， 不建议行肌瘤手术，
可以积极备孕或助孕， 不用过分担心肌

瘤对怀孕的影响， 怀孕后定期产检， 密

切随访。
如果怀孕之后才发现得了子宫肌瘤，

怎么办？
不用过分担心， 既然你已经怀孕，

如果胎儿发育正常， 当然要和肌瘤 “和
平共处”， 一般来说， 怀孕后由于本身

激素的变化， 子宫肌瘤可能会变大， 只

要没有症状就不用处理， 等孕晚期近分

娩时根据肌瘤大小、 部位以及结合产科

因素， 由产科医生综合评估分娩方式。
一般来说， 如果肌瘤的大小和部位不影

响产道、 无头盆不称等其他产科因素，
可以顺产， 产后子宫肌瘤会逐渐缩小，
免于手术。 如果产科医生评估需要剖宫

产， 一般除了浆膜下子宫肌瘤可以术中

同时手术处理， 其余部位的肌瘤并不建

议手术剥除， 因为孕期子宫血供丰富，
术中同时剥除肌瘤容易发生大出血， 得

不偿失， 术后随访即可。

葡萄膜炎是什么病？问问

答答 王一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骨质疏松防治， 谨防九种误区

神奇！
转粪疗法治肠炎

找心理咨询师，
代表心里有病?

小 唐 今 年 25 岁 ， 健 康 阳 光 爱 运

动， 可最近他左眼有点发红， 他以为是

常见的红眼病， 就拿了一瓶前不久得结

膜炎时在医院开的眼药水滴用。 过了几

天， 小唐眼睛的充血没有好转， 还有点

疼痛、 怕光， 视力也有所下降。 小唐不

敢马虎了， 请假到医院的眼科就诊。 医

生得出的诊断是： 左眼急性虹膜睫状体

炎。 由于耽搁几天了， 已对视力造成了

影响。
虹膜睫状体炎究竟是何种眼病？ 得

从什么是葡萄膜说起。
我们的 眼 球 壁 有 三 层 ， 中 间 层 就

是葡萄膜 。 从前到后 ， 它 由 虹 膜 、 睫

状体 、 脉络膜三部分组成 。 为 什 么 称

葡萄膜 ？ 因为这一层富含 黑 色 素 和 血

管 ， 好似黑色的葡萄 。 为 保 证 眼 睛 看

清外面的世界 ， 葡萄膜功 劳 不 小 。 前

面的虹膜构成瞳孔 ， 好像 照 相 机 的 光

圈 ， 调节进入眼内的光线 ， 保 证 视 网

膜成像清晰； 中间的睫状体分泌房水，
维持眼压和营养眼睛 ， 还 通 过 悬 韧 带

对晶状体的牵拉 ， 起着调 节 屈 光 的 作

用 ； 后面的脉络膜血管丰 富 ， 供 应 着

眼组织和视网膜的营养 ， 其 中 丰 富 的

色素起到眼球遮光和暗房 的 作 用 ， 这

样外界光线才能在视网膜上清晰成像。
正因为葡萄膜富含血管和 色 素 ， 携 带

的抗原也较多 ， 这些特点 都 使 葡 萄 膜

容易受到自身免疫 、 感染 、 代 谢 、 血

源性、 肿瘤等因素的影响。
葡萄膜病以炎症最为常见， 且多发

于青壮年， 且常常合并全身性自身免疫

性疾病， 如强直性脊椎炎、 银屑病性关

节炎、 赖特综合征 （Reiters' Syndrome）
综合征等。 葡萄膜炎常反复发作， 治疗

棘手， 可引起一些严重并发症， 因此是

一类常见而又重要的致盲性眼病。
葡萄膜炎有哪些临床表现？
急性前 葡 萄 膜 炎 通 常 有 突 发 的 眼

痛、 眼红、 畏光、 流泪、 视力下降等症

状， 小唐患的是虹膜睫状体炎， 简称虹

睫炎， 属于前葡萄膜炎的一种类型。
中间葡萄膜炎和后葡萄膜炎发病较

隐匿， 多不能明确发病时间， 轻者可无

任何症状或仅出现飞蚊症， 只有少数出

现眼红、 眼痛等表现。 重者可出现视物

模糊、 眼前黑影或暗点、 闪光。 对于确

诊为葡萄膜炎的患者 ， 要 详 细 询 问 病

史， 特别要询问有无骶髂关节疼痛、 关

节红肿、 尿道炎、 消化道异常、 呼吸系

统异常、 牛皮癣、 皮肤病变等， 以确定

是否伴有强直性脊柱炎、 赖特综合征、
炎症性肠道疾病、 牛皮癣性关节炎、 结

核、 梅毒等疾病。
对于急性前葡萄膜炎， 治疗的原则

是立即扩瞳以防止虹膜的粘连， 迅速抗

炎以防止眼组织破坏和并发症的发生。
前葡萄膜炎绝大多数不 是 感 染 因 素 所

致， 因此一般不需要使用抗生素。 值得

注意的是， 葡萄膜炎多需使用糖皮质激

素类药物治疗， 有的还要使用免疫抑制

剂， 这些药物的不合理使用和长期使用

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因此一定要在医生

的指导下规范使用。
好在经过眼科医生的正确诊断和及

时治疗， 小唐的眼睛没有出现明显的并

发症和后遗症， 很快可以康复。

备孕患上子宫肌瘤怎么办？问问

答答 肖义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妇科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