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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堂主：王婷

养生堂

王婷，眼科学博士，副主
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
东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主要从
事白内障、角膜屈光、角膜病、
青光眼的临床及科研工作。先
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多项课题，作为主要成员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山
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近
几年，在国内外SCI及核心期
刊收录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
被评为全省卫生系统贫困白
内障患者复明项目“示范标
兵”。

别让白内障

“偷”走我们的视力

白内障是我国的首要致盲原
因，每年以40万-50万人递增，是
眼科的多发病、常见病。人的眼睛
犹如一部照相机，晶状体就像照
相机的镜头，如果相机的镜头变
混浊了，也就不能得到良好的图
像，从而影响了视力。

1 .形成原因及症状
引起白内障的因素很多，最

常见的是老年性白内障，其它全
身疾病如糖尿病也常并发白内
障。其次眼外伤、眼内炎症、眼内
疾病、遗传因素等等。

视力逐渐减退，看东西模糊，
为白内障最明显的重要症状，另
外可以出现对比敏感度下降、多
视、单眼复视、近视度增加、眩光、
色觉改变等表现。

2 .预防
注意健康用眼，用眼过度劳

累后应适当放松，保持睡眠充足；
积极防治全身患有的慢性病，如
糖尿病；宜多食含维生素A、维生
素C和胡萝卜素的食物；避免紫外
线过度照射；及早戒烟对预防白
内障也大有益处。

3 .治疗
至今药物治疗尚不能有效逆

转晶状体混浊，因此手术治疗仍
然是各种白内障的主要治疗手
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白内障
手术方法有了质的飞跃。

目前白内障手术损伤最小，
恢复最快手术方式是小切口超声
乳化技术，切口在1 . 8-2 . 8mm，使
用超声波将晶状体核粉碎使其呈
乳糜状，然后连同皮质一起吸出，
同时植入可折叠人工晶状体。

常见的皮质型老年性白内障
在临床上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初
发期、膨胀期、成熟期、过熟期。通
过仪器能够准确地判断病变程
度，膨胀期和成熟期为超声乳化
手术的最佳时机。目前很多白内
障患者因为传统观念的束缚，都
在等待白内障“熟透了”、“完全看
不见了”再做手术，不但延误了手
术时机，也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

如果等到白内障“熟透了”后
再手术，则需要通过大切口白内
障囊外摘除术治疗。这种手术方
式切口明显较白内障超声乳化术
大，约在5mm-8mm,由于手术切口
大，需要缝合，术后容易出现散光
影响术后视力。

所以从白内障的治疗上来
说，手术治疗并非越晚越好，不应
等到白内障“熟透了”再进行手
术，应根据专业医生检查来选择
恰当的手术时机。

●人体两小时才能处理完一杯啤酒

●酒精影响人的色彩感知能力

“人喝酒后，受到影响
的首先是人的大脑，影响人
的神经系统。”省千佛山医
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唐吉
友介绍，人对外部世界的感
知判断以及由此决定的一
切行动都要受到大脑的支
配，但是过量的酒精会抑制
人的神经系统，从而对人的
判断能力、记忆力、反应速
度等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驾
驶。

首先，酒精会影响人的色
彩感知能力。驾驶员要认识车
内外情况的变化，绝大部分的
信息是靠视觉获得的，而这些
信息中，绝大部分都是有颜色

的，当色彩感觉能力降低后，
就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环境
中的动态信息，使得感觉输入
阶段的失误增加，影响行车安
全。

“除了色彩判断，距离判
断等能力也会受到影响。”研
究表明，血液中酒精浓度增加
到一定程度，驾驶人对距离、
速度等的判断力会大大降低。
有实验表明，当血液中酒精浓
度达到0 . 09%时，判断力就会
降低25%。

“人的触觉也会受到酒
精的影响而降低。”虽然没
有视觉来的信息多，但触觉
对驾驶也非常重要，如踩制

动踏板中的力、方向操纵中
的定或飘、车子的振动情况
等 ，都 是 从 触 觉 获 得 的 信
息，反映到大脑，以判断制
动、转向装置的工作情况。
当感觉能力降低后，对其发
生的有关故障要达到一定
的 水 平 以 上 时 ，才 会 被 发
现 ，使 得 不 能 及 时 发 现 故
障，增加了危险性。

唐吉友还介绍，酒精还
会影响人的记忆力。人只有
有了记忆，前后的经验才能
联系起来，以便人提前做出
预判和处理。而酒精使人出
现记忆障碍，记忆能力会降
低，从而影响驾驶安全。

“更为重要的是，酒精
过多会抑制神经，降低人的
反应速度，影响操纵能力。”
驾驶员饮酒之后，随着大脑
及其他神经组织内酒精浓
度的增高，中枢神经系统的
活动逐渐迟钝，并波及脑干
和脊髓，人手足的活动会变
得非常迟缓，这就会出现驾
驶操作忽左忽右，车速忽加
忽减的情况。

曾有人做实验，驾驶员
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0 . 8‰
时，操作方向盘的正确性降
低。当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
浓度超过0 . 09%时，其判断
力比正常人下降25%。

●酒后可能高估自己的车技

“喝酒在影响人神经系
统的同时，继而会影响到人
的心理。”山大二院心理科
专家郭公社说，“像我们常
说的‘酒壮怂人胆’，就是喝
酒后对人心理上的一种影
响。”

郭公社分析说，大量饮
酒 后 ，抑 制 了 人 的 神 经 系
统，使得人对外界的判断力

降低，“没喝酒前可能判断
这样做有危险，喝了酒可能
觉得没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酒后驾
车就更容易发生。“喝了酒
后 ，人 的 侥 幸 心 理 可 能 更
强。”郭公社说，像有的司机
喝了酒后可能会对自己的
车技高估，“我是老司机了，
这点酒没事。”

殊不知老司机出事的
也不少。有统计显示，1年以
下驾龄的很少酒后驾车，大
量的酒驾行为出现在驾龄5
到20年的司机身上。

还有些司机酒驾，总以
为“ 不 会 那 么 巧 被 交 警 撞
上”，或者在节日之前，觉得

“交警也要过节”，认为过节
相关检查就会少，于是借着

酒劲儿开车上路。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

同样也是神经内科专家的
郭公社提醒说，喝酒后人的
生理和心理都会受到很大
影响，此时驾车不仅是对别
人生命的不负责，同样也是
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喝
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要成
为习惯才行。”

喝酒看球，不亦快哉。
每逢节假日，“酒驾”总会被
频繁提及。应该说，自从“醉
驾入刑”以来，人们对酒驾
的重视不可谓不够，但仍有
不少市民对喝酒会怎么影
响驾车不甚了解。“我喝点
酒更精神呢？”不少市民甚
至会有这样的疑问。喝酒究
竟如何影响开车？

要想搞明白喝酒会怎
么影响驾车，首先要弄清楚
酒在人体内是怎么代谢的。

“人喝了酒之后，酒精

首 先 会 被 胃 壁 和 肠 壁 吸
收。”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消
化内科专家刘斌介绍，酒精
入口后，大约两成酒精在胃
中被吸收，而绝大多数会在
小肠中被吸收，之后，酒精
会进入人体的血液系统，血
液带着酒精在体内循环，进
入并溶解于身体各个组织。

这时，酒精的作用就开
始表现出来了。

通常来说，喝酒后5分钟，
乙醇就可进入血液，而在30至
120分钟时，人体内的血液酒

精浓度会达到最大值。当然，
饮酒的速度会影响血中乙醇
浓度的升高速度，喝得快血中
乙醇浓度升高得也快，若慢慢
饮入，体内可有充分的时间把
乙醇分解掉，乙醇产生的量就
会少。

对于酒精是如何被分解
掉的，刘斌介绍，酒精被吸收
入血液后，当血液流经肝脏时
被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
代谢，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
乙醛脱氢酶在每个人体内含
量并不一样，这是决定“酒量

大小”的主要因素。
此外，肾脏会通过尿液

排出5%的酒精，肺呼出5%
的酒精，通过皮肤毛孔等蒸
发出部分酒精。

酒精的代谢是需要一
定过程的。有实验表明，酒
精的平均代谢率为每小时
每公斤体重 1 0 0毫克，以此
计算，人体大概需要 2个小
时才能加工处理完一杯啤
酒 。而 在 没 有 代 谢 完 的 时
候，酒精会在人体内持续发
挥作用。

春节来临，人们在
探亲访友的同时，喝酒
难以避免。适量喝酒，有
益于健康，酗酒将伤身。
酒精，医学名“乙醇”。作
为最早发明酿酒技术的
国度，两千年前，中国人
就发现酒可以让人产生
麻痹、兴奋、冲动等感
觉。不过，在古代的酒文
化里，酒是好东西，可以
雅兴、抒怀、挥洒豪迈。
高兴的时候，酒能助兴；
悲伤的时候，酒可解忧。
轮子上的汽车文明到来
后，酒成为控制人的意
志、制造事故的危险品。
酒，究竟是怎样控制人
的意识，进而控制手中
方向盘的呢？

过过年年了了，，
别别被被酒酒驾驾拉下马
酒精会影响色彩和距离判断

本报记者 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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