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过完完暑暑假假，，琴琴童童近近视视增增了了110000度度
这几天各医院眼科日门诊量超过400例，其中多半是儿童

本报记者 宋佳
通讯员 王善浩 肖宏

8岁女童练了
一暑假的琴，近视
增加了100度。开学
在 即 学 生 扎 堆 看
眼，烟台山医院、毓
璜顶医院眼科日门
诊量超过400例，其
中多半是儿童。烟
台市卫生监督所调
查显示，暑期过后
孩子视力普遍有下
降趋势。医生提醒，
注意孩子的用眼卫
生，视力有问题应
该尽早引起重视。

“妈妈，我不想练钢琴。”27

日，记者在烟台山医院眼科门
诊看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
查视力，其中8岁女孩文文小声
告诉妈妈，而她的妈妈站在一
边像是没听见。

烟台山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孙金凤为文文检查完视力后发

现，孩子近视度数飙升到600度。孙
金凤不禁有些惊讶，暑期前，文文
戴的还是500度的近视眼镜，一个
暑假时间，这个眼镜已经无法满
足这位8岁女孩的需要。

“每天需要练2个小时钢
琴，从5岁就开始练，7岁时带上
400度的近视镜，8岁时到了500

度。”文文的妈妈说。
孙金凤告诉记者，练钢琴

识琴谱都需要精细眼力，而且
中间不让休息，孩子视力自然
容易受损。

尽管孙金凤一再劝说，文
文的妈妈仍然认为，每天2小时
练钢琴的时间必须保障。

练了3年钢琴，8岁女孩600度近视

“感觉同学戴眼镜很漂
亮，我也想戴。”7岁的妞妞害
羞地说，以前她经常戴同学
的眼镜，现在终于有了自己
的眼镜了。像妞妞这样的小
朋友也不在少数，多集中在
小学一二年级。

记者了解到，毓璜顶医院、

烟台山医院近几天平均每天的
眼科门诊量超过400例，其中多
半是儿童。据毓璜顶医院眼科
医生介绍，孩子们的视力平均
下降约有100度。

烟台市卫生监督所五科曾
经对芝罘区一所小学做过调
查，结果显示暑期过后，孩子视

力普遍有下降趋势，极个别小
朋友的视力下降了200度。

“视力急剧下降的孩子
多没有注意用眼卫生，在暑
期内存在过度用眼的问题。”
孙金凤介绍，暑期不少孩子
沉迷于电脑、手机、i P a d等电
子产品，导致视力急剧下降。

眼科日门诊量400例，多半是小孩

孙金凤说，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
或缺的信息80%以上是靠眼睛获取
的，所以保护儿童视力健康是一个不
可忽视的工作。家长应该做到早预
防、早发现、早治疗。

“曾有位4岁男孩，左眼视力1 . 0，
右眼视力0 . 2，是典型的弱视，但是家
长拒绝给孩子做手术，偏信土方，孩
子6岁时右眼视力仅为0 . 06。”孙金凤
说，孩子现在已经11岁了，现在家长
想治疗，但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有位5岁女孩间歇性外斜视，家
长已经准备为孩子做手术了，闻讯赶
来的爷爷奶奶却将孩子抱走，认为自
己孩子的眼睛不会有问题。“结果第
二年因视力恶化前来手术。”孙金凤
说，如果家长发现宝宝遇到强光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极有可能是斜
视，无论是斜视还是弱视，都应该及
早接受治疗，2-6岁之间越早手术越
好。

遇强光闭一只眼
极可能是斜视

“孩子在读书做作业时，姿势、光
线、时间这三个要素对于保护视力尤
为重要。”烟台山医院眼科副主任医
师孙金凤说。

孩子看书、写字时保持正确坐
姿；夜晚应打开房间照明灯和台灯，
避免频闪，台灯应选LED、白炽灯；灯
光宜从左侧照射；连续写作业不要超
过30分钟，持续玩电脑的时间不宜超
过20分钟。孩子与电视屏幕的距离要
在3米以上。

在饮食上，经常给孩子吃些有一
定硬度的食物，可促进小儿视力的发
育。“比较适合儿童的硬质食物有胡
萝卜、水果、甘蓝、动物骨、豆类等。”
孙金凤介绍，多吃蔬菜水果，减少糖
分摄入，适当补充钙、锌、维生素和粗
纤维。

此外，如果学校每年对孩子进行
视力检测，一旦检测报告显示孩子的
视力出现诸如近视、散光等视力问
题，家长应该及时到专业眼科机构进
行医学验光，“最好每隔半年进行一
次医学验光。”孙金凤说。

本报记者 宋佳

少吃甜软食物
半年查一次视力

27日，iPad等电子产品成为孩子们的玩具，导致视力有所下降。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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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关注

开学总动员

医生提醒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林
宏岩) “马上就开学了，赶紧
带着她来买教辅书，语文和数
学买这个提优训练，英语辅导
班需要买英语阅读。”8月27日，
家住开发区的王先生特地带
着上五年级的女儿来到新华
书店，买新学期的教辅书。王
先生说，从一年级到五年级，
孩子的教辅书一直都是他买，
已经买出经验了。

当天记者采访发现，临近
开学，不少家长开始带着孩子
购买教辅书，家长们不仅不差
钱，而且很多都已经练成了

“行家”。
“教材上的题目都没有答

案，挨个科目给他买一本教材
全解，然后再买两本满分作
文。”27日下午2点，家住黄务的

市民孙女士和丈夫一起来给
上初二的儿子挑选新学期的
辅导书籍，“每个学期开学都
得买一百多块钱的书，不管用
不用得上，总得给他准备着，
要不然上课就得干瞪眼。”孙
女士告诉记者，她和丈夫每年
负责给孩子买辅导书，买出经
验之后就不用儿子来了。

“孩子文言文不行，这是
能为考试加分的题目，赶紧
给她买两本补一下。”27日下
午，来自栖霞的于女士在书
店里转悠了一天，拿着两本
文言文的参考书籍说，“书和
书差别还是挺大的，我今天
专门到书店看了看。”本身就
是小学老师的于女士大体能
把书的内容看明白，所以就
靠着自己的储备给女儿买教

辅书籍了。
“除了高中应对高考外，基

本上没有必要用那么多的参考
书籍。特别是小学生，只要上课
听懂了就可以，没必要回家再
陷在题海中。”牟平区实验小学
教务主任李海霞提醒，只要上
课认真听讲，学会小学的知识
都没有问题。

“家长再专业，对于教辅
书的认知也是听来的，买得不
一定准确，而且学校已经给学
生预备了一本参考书，上课听
完了再练一练就可以了。”李
海霞说，小学生最重要的还是
学习习惯和质量，而不在于学
习的数量。在学习的同时，家
长应该让孩子尽早培养起自
己的兴趣，这样才能度过有意
义的童年。

给给孩孩子子买买教教辅辅书书，，家家长长练练成成““行行家家””
买什么书一看便知，对此老师提醒别让孩子陷在题海里

27日，医院里，有的孩子一有空
便拿出手机玩。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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