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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求美观、方便、舒适，很多人近视后偏
向于戴隐形眼镜，而拒绝戴框架眼镜。近日，在
许昌市中心医院眼科门诊，一些就诊者反映，戴
上隐形眼镜后眼睛发红、疼痛。专家表示，出现
这些症状可能是患上了角膜炎。

“眼睛既干又涩，还很疼。”6 月 20 日，30 岁的
市民周女士感到眼睛不舒服，去医院眼科就诊。
经过检查，她原来是患上了角膜炎。

许昌市中心医院眼科专家胡宏阁介绍，角膜
是位于眼球前表面的透明组织，具有保护眼球内
结构及屈光的作用。各种原因导致的角膜炎症
反应通称为角膜炎。隐形眼镜在医学上被称为

“角膜接触镜”，是目前较为常见、便捷、美观的矫
正屈光不正的方法。隐形眼镜因直接与角膜接
触，如果取、戴不当，极易对角膜产生影响，导致
角膜发炎、感染、穿孔、水肿等。

夏季，不少人因戴隐形眼镜不当而患上角膜
炎。一方面，因为夏季气温较高，“近视一族”长
时间待在干燥的空调房里面对电脑屏幕，容易造
成眼睛干涩。另一方面，角膜需要“呼吸”，即便
隐形眼镜透氧性再好，覆盖在角膜上，长时间戴
也会导致角膜缺氧。如果有病毒或细菌，可能引
起角膜炎，甚至导致角膜溃疡。这是戴隐形眼镜
的严重并发症之一。

因此，胡宏阁建议爱美人士谨慎戴隐形眼
镜。选配隐形眼镜前，必须由专业视光师或眼科
医生检查眼部，决定是否戴及戴哪种类型的眼
镜。每天戴隐形眼镜的时间最好控制在６个小时
以内。隐形眼镜每天必须进行清洁、冲洗、消毒，
睡觉时取下。一周内最少有两天戴框架眼镜，以
缓解戴隐形眼镜带来的压力。另外，中小学生处
在生长发育期，眼球视轴尚未成形，自我保健意识
和自理能力较差，因此，不宜戴隐形眼镜。

“戴隐形眼镜时若出现了流泪、怕光、酸痛、
异物感等症状，应立即取出镜片让眼睛休息一会
儿。如果症状不能缓解，要尽快前往专业眼科机
构进行检查，早发现，早治疗。”胡宏阁提醒。

夏季戴隐形眼镜
易患角膜炎

■记者 刘地委

6 月 21 日是夏至，许昌市中心医院
南区医院的三伏贴正式开贴。当天一
大早，该院中医馆内、外就排起了长队。

记者在中医馆看到，多名医护人员
分工明确，有的登记，有的现场制作药
贴。每个患者贴敷前都会向医生诉说

自己的病症。医生则根据患者的情况，
确定敷贴穴位，一边贴敷一边讲解贴敷
后的注意事项。桌上堆满了从三伏贴
上撕下的药纸。因贴敷简单、快捷，随
贴随走，整个贴敷工作井然有序。

“冬病夏治我们已经开展多年，有
着丰富的经验，且疗效显著，备受广大
患者青睐。”许昌市中心医院南区医院
中医馆中医科主任姬小莉说。

人群中，有不少是连续贴敷一两年
的“熟人”，也有第一次来的“新人”。大
家都想抓住冬病夏治这个好时机，治疗
在寒冬容易发病或者加重的疾病，或者
达到调理身体、增强抵抗力的目的。

“去年贴三伏贴后，感觉效果不错，
所以今年继续来，而且让老伴儿也来感
受一下。”刚贴完三伏贴，70 岁的市民陈
大伯告诉记者，他和老伴儿王女士一大
早就从八一路乘公交车赶来了。他腰
痛、肩痛 10 多年，2019 年贴三伏贴后疼
痛减轻不少。他老伴儿也有腰痛、肩痛
的毛病，看到他贴三伏贴后效果明显，
今年也试试。

今年 68岁的市民刘女士是第一次贴
三伏贴。“我冬季爱感冒。有类似情况的
朋友贴三伏贴后有所好转，所以今年我
也来试试。”

三伏贴不仅受到中老年人的追捧，
而且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据市民
李先生说，其９岁的女儿患有哮喘，冬
季、初春易发病。去年，他带女儿贴三
伏贴后，女儿发病的次数明显减少，今
年继续贴。

许昌市中心医院南区医院已开展
三伏贴贴敷多年。依托许昌市中心医

院中医科的强大资源优势，该院的三伏
贴配方经过多位中医专家研讨，精选麻
黄、细辛、甘遂、半夏等优质中草药，精
心炮制，以姜汁调匀后制成软膏，涂在
透气无纺布胶贴上，然后贴在相应的穴
位上。三伏贴可疏通经络，调理气血，
从而起到振奋阳气，促进血液循环，祛
除寒邪，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

据了解，今年许昌市中心医院南区
医院三伏贴贴敷时间为 6 月 21 日至 7 月
15 日（伏前贴），7 月 16 日至 7 月 25 日（初
伏贴），7 月 26 日至 8 月 4 日（中伏贴），8
月 5 日至 8 月 14 日（中伏加强贴），8 月 15
日至 8 月 24 日（末伏贴）。凡到该院进
行穴位贴敷者，贴 4 次送 1 次。提前预
约者赠送养生足浴粉 2 包或拔罐治疗 1
次。市民可到华佗路许昌市中心医院
门诊 3 楼 3 诊室中医科或第二住院部 4
楼中医科病区或七一路许昌市中心医
院南区医院中医馆咨询。

“贴三伏贴效果不会立竿见影，连
续贴 3 年效果比较好。”姬小莉说，从中
医角度讲，冬病夏治适合虚寒性疾病，
凡是在冬季容易发作或加重的疾病都
适 合 ，如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慢 性 咳 嗽 、哮
喘、咽炎、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慢阻
肺、反复感冒；风湿免疫性疾病：腰背疼
痛、关节炎、肢体麻木、颈椎病、腰肌劳
损、腰椎间盘突出、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消化系统疾病：慢性肠炎、脾胃虚弱、消
化 不 良 等 ；妇 科 疾 病 ：慢 性 盆 腔 炎 、痛
经、月经不调、白带过多等。感染性疾
病急性发病期的患者、对贴敷药物极度
敏感或患有接触性皮炎的患者、贴敷穴
位局部皮肤有破溃者不适宜贴三伏贴。

夏至已至夏至已至 三伏贴火爆开贴三伏贴火爆开贴
记者在许昌市中心医院南区医院感受市民冬病夏治的热情记者在许昌市中心医院南区医院感受市民冬病夏治的热情

6 月 21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
至。古人云：“夏至养一年。”许昌市
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医生李梦阳
提醒市民，夏至后应调整养生策略，
防暑、防上火，做好冬病夏治，以免受
到疾病侵袭。

“夏至过后天气开始变得非常炎
热，人体也会因此容易上火和出汗过
多。这时候，需要我们针对这方面采
取一些养生措施，以防耗伤津液，从
而导致人易疲倦，甚至感冒。”李梦阳
指出，夏至后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酷
热的环境当中，进行室外活动应尽量
选择在清早或者傍晚。同时，使用空
调的时候要注意温度，以免贪凉诱发

“空调病”。
“夏至后应多吃一些清暑祛湿的

食物，以免人体积聚过多湿热。”李梦

阳说，夏至后进入了中医说的长夏季
节。这时候，雨水充沛，容易积聚湿
热。湿热重时，人们会感觉食欲不振、
胸闷、口苦、疲倦乏力、心悸气短等。
暑热易伤脾胃，所以此时的饮食以清
淡为宜，可以多吃薏米、扁豆、丝瓜、苦
瓜、芹菜等健脾祛湿的食物，用苦瓜煲
瘦肉是不错的选择。

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面
条是夏季很好的时令食品。中医认
为，食用热面可发汗祛湿，食用凉面
可降温泻火。夏季也是易出汗的季
节，多食用带有酸味的食物，能够固
表止汗。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些乌
梅、山楂、柠檬、菠萝、葡萄等酸味食
品 ，既 能 生 津 止 渴 ，又 可 以 增 加 食
欲。患胃病的人，应在咨询医生后再
酌情食用。

夏天养生，在精神调养上应注重
养心。夏至后进入伏天，最炎热的时

候即将到来。夏燥越来越盛，也是养
阳的好时机。养阳就是养心，人们应
放松心态。夏季养心，要保持沉着冷
静，忌大喜大悲。此外，可坚持静坐，
静则神安，每天静坐 15 分钟至 30 分
钟，就可以达到养心的目的。

夏 至 后 还 是 冬 病 夏 治 的 好 时
节。李梦阳说，冬病是指在冬季好发
的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消化性溃疡、
慢性胃肠炎、冻疮等疾病。之所以冬
季好发，主要是由于人体阳气不足，
抵抗力下降。

除了常见的三伏贴外，冬病夏治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是艾灸。可用
艾条灸关元、中脘、脾俞、肾俞、大椎、
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行气活血，
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另外，每
天坚持按神门、百会、印堂这 3 个穴
位 3 分钟至 5 分钟，可以把阳气提上
来，有助于度夏。

夏至后养生重养阳夏至后养生重养阳，，常按穴位好度夏常按穴位好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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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均为三伏贴贴敷现场

①

今年 6 月 14 日是第十七个“世界献血者
日”。为弘扬无私奉献的精神，增强职工的责
任意识，6月15日、16日，河南越秀尉许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图②）、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许昌首
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图①）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用行动为抗疫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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