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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 需要散瞳验光

我们的眼睛之所以能够既可看清近处，又可看
清远处，是因为眼睛内部的睫状肌在进行调节。眼
睛的调节力，年龄越小越强，随着年龄增大逐渐减
弱。但活跃的眼睛调节，对于屈光度的检查不利。
特别是小朋友及一部分成年人，具备很强的调节
力。所以这部分人群，验光时通常采用散瞳验光的
方法。

散瞳验光的实质是麻痹睫状肌，使调节松弛下
来，以得到眼睛静止状态下的客观屈光度。而散大
瞳孔，应该说是表象。

有种情形在常瞳下表现为近视，但散瞳后近视
消失，被俗称“假性近视”。这其实是因为调节过度
反应，持续时间过长，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到调节放
松的状态，造成的近视假象，在散瞳后即自行消退
了。所以为了验光检查的客观、准确、稳定，儿童甚
至部分成年人在进行验光时需遵照医嘱进行散瞳验
光。

即使多次散瞳 也不会伤眼

有些家长误认为，散瞳会危害孩子的视力，心存
顾虑，拒绝给孩子散瞳。其实散瞳是药物的临时作
用，散瞳后孩子会出现暂时怕光、视近困难等症状，
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自行恢复，即使多次散瞳也不会

给眼睛带来危害。
家长们大可放心，只要经过眼科医生判断，没有

禁忌症。散瞳验光，是对眼睛无害的。但要特别提
醒，散瞳不能佩戴隐形眼镜。

有的家长可能会问，为什么散瞳后还要进行复
验？经散瞳验光检查出的度数，被认为是准确的。
但这个结果是客观的，眼睛的屈光度会受主观因素
的影响，与客观状态略有不同。确定最终度数，要在
散瞳检查数据的基础上，加入主观因素进行调整而
得到。所以，要进行散瞳后复验。

散瞳验光检查后，3 天至 2 周内进行散瞳后复
验。复验时不点散瞳药。在复验前，不要戴隐形眼
镜，也尽量避开炎症活动期、过敏发作期等眼病。

三种散瞳药 用哪个得听医生的

★1%硫酸阿托品眼膏（凝胶）
1%硫酸阿托品眼膏（眼用凝胶）以下简称阿托

品是一种力量比较强的睫状肌麻痹剂，多用于调节
力强的，如低龄儿童验光检查。眼科采用的剂型是
凝胶或眼膏。

其用法是每日早中晚各一次，适量（药滴小米粒
大小）涂双眼下睑结膜囊内（就是眼睛向头顶看，用
手轻翻开下眼皮，将药涂抹在下方白眼球上），涂药
后用手指肚按压内眼角5～10分钟后，睁开双眼，如
此连用五天。第六天不涂药，到医院检查。

需要注意的是，阿托品使瞳孔散大，使用者易出
现怕光、视近困难的现象。散瞳期间应避免强光刺
激，户外活动应戴遮阳帽或太阳镜。

药物作用在停药后2至3周会自行缓解；少数使
用者用药后出现颜面潮红、口渴，可适当增加内眼角
按压时间，并多饮水，但无需停药；极少数使用者用
药后出现发热、头痛、恶心呕吐、幻视、兴奋等症状，
应立即停药并到医院就诊。

★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
验光前双眼点药4次，每两次间隔5至10分钟，

最后一次点药后30至60分钟检查。点药期间请闭
眼等候，但不要睡觉。速散的药物作用，在停药后
6-8小时自行缓解。

散瞳验光检查后，次日至2周内进行散瞳后复
验。复验时不点散瞳药。一般来说，极少病例出现
严重不良反应。

★盐酸环喷托酯
使用盐酸环喷托酯滴眼液，散瞳前双眼点药3

次，每两次间隔5分钟。药物作用在停药2天后，逐
渐自行消退。

无论应用哪种散瞳药物，都别自作主张，得听医
生的。特别提醒，点药后部分使用者会出现眼红，少
数使用者出现眼痛现象，是否继续用药也须遵医
嘱。 李东辉

别担心别担心 孩子散瞳验光不伤眼孩子散瞳验光不伤眼
开学季来了，很多家长怕孩子近视加深或出现近视，前往医院

进行屈光检查。不过，对于散瞳验光这个“规定动作”，也引起家长
的担忧和疑惑——孩子“孩子年龄小，散瞳会不会伤害眼睛？”“快速
散瞳好，还是用慢速散瞳？”今天就请眼科医生给大家答疑解惑。

快来看看 你的“盐”值超标没

食盐主要成分为氯化钠，其所含无机盐钠离子
是影响血浆晶体渗透压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维持细
胞形态及功能、保持血浆容量、维持机体电解质平衡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饮食中摄入盐分过高可能导致血压升高；过低
则可能引起低钠血症，引发疲劳、内稳态紊乱等。

因此，限盐主要就是限钠，高盐无盐均不可，食
盐摄入应适量。从营养学角度，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每日食盐摄入量为5g（含钠约2000mg）；2022年4月

发布的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成人每日摄取
食盐<5g（此前2016版推荐摄入量为<6g）。

低盐限钠饮食 这样判断

■ 低盐饮食
全日供给钠2000毫克。除食物本身所含钠外，

允许在烹调或食用时加食盐 2～3 克或酱油 10～15
毫升。饮食中忌用一切高钠或咸味食品，如咸菜、甜
面酱、腐乳、咸蛋、香肠、腊肠等。

■ 无盐饮食
全日供给钠1000毫克，上述高钠或咸味食品忌

用，同时烹调时不加酱油和食盐。
■ 低钠饮食
全日供给的钠量控制在500毫克以内，除按无

盐膳食要求外，还要限制一些含钠高的食物，如松花
蛋、海带、海蜇、碱或小苏打所制的食品以及含钠多
的蔬菜，如根达菜、蒿子秆、茴香等。

遇到这四种药 吃盐要适量

■ 降压药
我国2018版高血压防治指南指出，所有高血压

患者均应采取各种措施，限制钠盐摄入量。为了预
防高血压和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钠的摄入量减
少至2400 mg/d (6 g氯化钠)。限盐还可增加血管紧
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类（ACEI）药物的降压作用。因
此，建议服用降压药的患者注意避免高盐饮食。

■ 利尿剂
利尿剂促进水钠排泄发挥利尿作用，广泛用于

高血压、心衰、水肿等疾病的治疗。摄入食盐将增加
体内钠水平，因此高盐饮食将与利尿剂排钠作用相
拮抗；摄入盐分过少又可能增加利尿剂引发低钠血
症的风险。因此，建议服用利尿剂患者不要过度控
制或增加钠盐摄入。

■ 糖皮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因其醛固酮样作用，可保钠泌钾，促

进水钠潴留，可能引起尿潴留、水电解质平衡紊乱等
不良反应。因此，建议服用糖皮质激素期间需关注
食盐摄入，必要时补充钙和钾，长期用药应注意低盐
饮食。

■ 锂盐
钠离子与锂离子在肾小管竞争性重吸收，增加

钠摄入可促进锂排泄，而低盐饮食可抑制锂的排泄，
进而导致血锂升高，引起锂中毒。故而，接受锂治疗
的患者，需关注盐的摄入。 兰晓倩

当食盐遇到这些药物当食盐遇到这些药物 浓烹淡调有讲究浓烹淡调有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