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4
责编/钱元平 审读/胡红亚 美编/张靖宇 照排/张婧

宁波老年 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社址/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87685669 87682340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每份1元 邮发代号/31—84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地址/光华路299弄研发园区C12四楼 电话/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87654321

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时，老年朋友会遇到各
式各样的问题，比如手机音量放到最大还是听
不清，或者字体太小，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智
能手机功能复杂，不明白如何使用。有调查对象
在问卷中留言：“视频制作学了几个月还是没学
会”“与电脑连接的功能不太了解”“换了一个品
牌就不会操作了”等。面对满心疑惑，又缺乏帮
助的情况，老年朋友担心使用时容易上当受骗。

对此，针对“使用智能手机有什么看法和需
求”这一问题，老年朋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70%的调查者提议给智能手机增设“老年人”模
式，多一些简单易懂、操作简便的操作程序，可
以学得轻松些；也有人表示，一些网络平台的购
物信息真实性尚存在一定问题，容易产生误导，
需有关部门加强网络管理。

据宁波老年大学管理中心高晓燕老师介
绍，该校信息技术系的课程针对老年朋友的学
习特点采用进阶式教学，也会在复习、巩固的基
础上，进一步考虑老年朋友学习手机功能的需
求设置。 记者 丁晓虹 徐丽文

提议增设“老年人”模式

虽然智能手机给老年朋友提供了不少便
利，但调查发现，64%的老年朋友只会熟练操作
智能手机部分功能。这部分老年朋友通过智能
手机，能熟练完成与家人传递信息，与孙辈互
动，点赞、评论好友朋友圈、投票等日常操作。
而网上挂号、互联网打车、网络购物等进阶操
作，则需在旁人的协助下完成。同时，他们也很
少在手机里玩游戏，面对繁杂的游戏界面感到
无从下手。

为跟上智能手机时代，老年朋友倾向于向
同龄人、子女辈请教。有老人表示，她遇到手机
问题，会第一时间致电子女或向好友询问。

六成人仍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机

也正是由于手机功能的日趋完善，老年朋友
也有“玩机成瘾”的。调查显示，有5%的老年朋
友每天使用手机7小时以上。三成左右的被调
查者认为，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在逐步增加。

调查显示，微信、QQ等社交通讯类APP是
老年朋友使用最多的客户端，购物APP紧随其
后，排在第三位的是支付宝。在短视频风靡的当
下，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也已成为老年朋友
最常打开的客户端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近95%的老年朋友认为智
能手机已经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影响，如果
离开了智能手机，就会感到不适，这意味着他们
对智能手机已经有了较高的依赖感。

少数人每天使用手机超7小时

10月 15日是“国际盲人节”。据调查，白内
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眼底病
变、老年性黄斑变性是五大致盲性眼病。

宁波博视眼科医院院长俞存介绍，这些致盲眼
病患者在科学、及时的治疗下，是能够保留有用视
力、避免致盲的。早发现、早治疗是大多数致盲眼
病的治疗原则。

●老年性白内障 随着人眼晶状体老化或者其
他原因，原本透明的晶状体逐渐变得浑浊，阻碍了光
线进入眼内，造成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这就是白内障。

常见人群：老年性白内障多见于50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发病率明显升高，到了一
定年龄阶段几乎人人都会出现白内障。

治疗：白内障是全球第一大致盲性眼病，只有
通过手术，将已经浑浊的晶状体替换为透明的人工
晶状体才能根治。

●青光眼 青光眼是一种慢性疾病，是由于眼
睛内部的各种压力过高，导致压迫视网膜的神经、
视神经，从而引起视力下降、视力损伤、视野缺损。

常见人群：600 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或远视、有
青光眼家族史、心血管系统疾病、糖尿病、45岁以
上，这5类人群属于高风险人群。

治疗：在感到眼睛发胀、视物易疲劳时，及时到
医院测量眼压，以便及早发现，及时治疗。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患者因高血糖而
导致全身组织器官的微血管发生病变。在眼部，高
血糖会阻塞视网膜内的微小血管，导致视网膜出
血、渗出，黄斑水肿，严重时可致玻璃体积血、视网
膜脱离、甚至失明等。

常见人群：糖尿病患者患病时间越长，视网膜
病变概率也就越大。

治疗：多数患者早期无明显症状，到了晚期才
发生严重的视力下降。一旦患上糖尿病，不管视力
是否下降，都应定期到医疗机构检查眼底，控制血
糖、血压和血脂。

●高度近视眼底病变 高度近视是指近视度数
大于600度。高度近视有一定的并发症，如视网膜
变性、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萎缩、视网膜出血等，这
些并发症都会造成视力严重下降。

常见人群：超过600度的高度近视者。度数越
高，眼底病变风险越大。

治疗：避免眼外伤。高度近视患者应每年检查
一次眼睛，度数越高及中老年患者，增加检查频次。

●老年性黄斑变性 老年性黄斑变性也称年龄
相关性黄斑变性，可分为干性和湿性两种。黄斑是正
常视网膜的一部分，位于视网膜中心区域，是人视觉
最关键的部位。它和它临近的组织，若出现病变，哪
怕是微小的，也会导致中心视力急剧下降、视物变形
等症状。

常见人群：多发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龄越
大患病可能性越高，且年龄越大，病情可能越严重。

治疗：通过阿姆斯勒表，就能自查；40岁以上
的人，建议每年常规体检时做一次眼底检查。

记者 陈韬

专家介绍

俞存 宁波博视眼科医院院长
从事眼科医疗、教学及防盲工作30余年。在

治疗复杂、疑难白内障方面有极为丰富的临床经
验。至今共为近1.3万例白内障患者及8000例玻
璃体视网膜患者进行手术。

张福民 宁波博视眼科医院主任医师
从事眼科临床工作近40年，宁波市医疗界眼

科老专家，对于眼底病、青光眼、干眼病、白内障等
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毛春亮 宁波博视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白内障及玻璃体手术治疗、视网膜疾

病激光治疗等。对各种类型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老年性黄斑变性等有深入研究。

这五大致盲性眼病
您都了解吗？

《宁波老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七成老年朋友用的不再是“淘汰机”

今年，老年人智能手机操作技能

普及工程再次被列入宁波市民生实

事项目，全社会正共同努力，为打破

老年人与数字生活的壁垒而努力。

宁波市科协联合多方力量，搭建了更

为便民的服务渠道，在宁波大市范围

内共设置了271个线下教学点，招募

617 名讲师及志愿者，截至目前，已

培训了11万人次。

为让老年朋友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
帮助老年朋友跨越“数字鸿沟”，重阳节前，
《宁波老年》编辑部发放了《关于老年人使
用智能手机的现状调查》问卷。截至目前，
共收到1213份答卷。“您每天玩多长时间
手机？”“您使用智能手机是否熟练？”“您最
经常使用的APP客户端有哪些？”通过一
个个问题，了解老年朋友使用智能手机的
需求。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与前几年使用
智能手机仅满足微信、淘宝等功能的需求
不同，如今老年朋友对智能手机的要求更
加多元化，除了不再使用子女淘汰下来的
机子之外，他们更想学会使用智慧出行、
智慧就医等各类服务功能。同时，短视
频、社区团购等客户端也成为老年朋友新
的热门选择。

回收1213份调查问卷

此次调查对象的年龄50岁至65岁占
大多数，比例为 61.86%；65岁至 80岁占
37.76%；80岁以上占0.38%。这一数据表
明，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朋友多为较为年轻
的老龄群体。

数据显示，71.89%的老年人智能手机
是自己购买的新机，不再使用子女升级换代
淘汰的智能机。

这一数据与以往“老年人普遍使用子女
淘汰机”的印象截然相反。这说明在使用了
一段时间智能手机之后，老年朋友对智能机
的操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子女用过的旧机也
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各类品牌智能
机推出了更多不同价位的智能机，这也给老
年朋友在选择手机时，有了更多余地。

七成老年朋友使用新机

老年朋友参与智能手机培训老年朋友参与智能手机培训（（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