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大四男生，平时喜欢“宅”着抽烟打游戏，家人看他精神越来越差，带他到医院一检查，发现已经患上

了高血压。10月8日是第22个“全国高血压日”，9日上午，2019年宁波市“全国高血压日”宣传周暨“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减盐防控高血压”宣传活动在鄞州举办，本次活动主题是“18岁以上知晓血压”。记者从市区几家医

院了解到，如今高血压患者越来越年轻，高血压门诊甚至出现了十几岁的小患者。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王锋 郑诚 谢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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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多一点
XIANDAIJINBAO

年轻的高血压患者越来越多
但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均较低

前不久，宁波市第九医院高血压专病门诊接诊
了一名23岁的大四男生小方。小方体态肥胖，说话
总是慢半拍，是个标准的“低头族”，来看病的时候
也一直拿着手机打游戏。近来，家里人看他每天

“宅”着不活动，人越来越胖，精神状态也越来越不
好，有点担心，于是带他到医院检查。没想到，小方
刚在导诊台测了测血压，就发现了问题，血压高达
206/110mmHg。

接诊小方的是宁波市第九医院心血管内科副
主任医师于娟。经过询问得知，小方生活作息很不
规律，经常长时间在寝室里抽烟打游戏，而且近半
年来屡次发生头晕现象。化验结果显示，小方的血
糖也比较高，于娟医生遂考虑小方可能是原发性高
血压，不排除继发性高血压，目前小方正住院治疗。

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我国居民第一位死亡原
因，大约每10秒钟就有1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高
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全国现有高血压患者
2.7亿人，大约每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人有高血

压。高血压还是脑卒中、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最
重要的危险因素，约70%的脑卒中死亡和约50%
心肌梗死与高血压密切相关，但是我国高血压的知
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均较低。

宁波市慢性病监测系统数据显示，2013年以
来，宁波市冠心病呈年轻化趋势，30岁后上升明
显，60岁后呈加速上升趋势，目前社区发现管理的
高血压患者达86.39万人。

鄞州二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王景斌告诉记者，
在他接诊的高血压患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 16
岁，“孩子患有高血压还是在体检中被发现的，来
院检查时，血压高达150/100mmHg。除了有高血
压家族史外，这个孩子也偏胖。要知道，体重超重
或肥胖是高血压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成年人要定期测血压
患有高血压的要遵医嘱规律用药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等发病的重要因素，被称为
“无声杀手”，大部分高血压是逐渐发生的，许多高
血压患者并没有症状，容易被忽略。

王景斌医生说，在接诊的高血压患者中，有两

类比较突出：一类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高血
压，另一类则是不遵医嘱，高血压药吃吃停停，最终
导致脑梗、心梗发生。

“不少患者都是在体检或者出现头晕、易疲劳等
症状时，才发现自己患上了高血压。”宁波市疾控中
心有关专家建议，18岁及以上成人要定期自我监测
血压，至少每年测量1次血压，关注血压变化。超重
或肥胖、高盐饮食、吸烟、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
体力活动不足等高血压高危人群和血压为正常高值
者（120-139/80-89mmHg），要经常测量血压。

也有不少患者自认为血压控制得不错，就忽视
了规律吃药的重要性。殊不知，高血压药吃吃停停
更危险。就在前几天，王景斌接诊了一名因不规律
用药导致脑梗的中年人。

“患者只有43岁，有4年的高血压史，因头晕
来 医 院 就 诊 ，经 测 量 血 压 已 经 高 达 230/
130mmHg。”王景斌说，原来，该患者总觉得自己
还年轻，高血压药经常吃吃停停，血压控制住了就
停药，血压一高又开始吃药，导致了病情的加重。

专家表示，除了及时规范的治疗，良好的生活
习惯也有利于控制血压，高血压患者要特别注意限
制钠盐的摄入，同时适量运动。

世卫组织发布首份《世界视力报告》

爱护你的眼睛
有些损伤本可避免

世界卫生组织8日发布首份《世界视力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改变以及获得眼科

护理机会有限是全球视力障碍人数不断增加的主要因素，在中低收入国家尤其如此。报告呼吁

各国加强眼科保健工作。 □综合新华社、央视等

大四男生，天天“宅”着抽烟打游戏
结果患上高血压

数据显示，高血压正呈年轻化态势

世卫组织发布的报告估计，全球至少有22
亿人视力受损或失明，其中至少10亿人的视力
损伤问题或本可通过预防避免，或尚未得到妥
善处理。他们主要受近视、远视、青光眼及白内
障等的影响，且未获得必要的医疗或护理服
务。据世界卫生组织失明和视力障碍问题负责
人阿拉科斯·谢萨称，受视力损伤问题困扰的
10亿人中，约有6500万人需要白内障手术，还
有很多人的视力损伤问题则可以通过戴眼镜
来解决。

报告称，现代社会人们长时间待在室内从
事大量“近距离工作”，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有近
视问题，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可降低这一风险；
几乎所有糖尿病患者一生中都会出现某种形
式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患者，尤其是2型糖尿
病患者如不进行常规眼部检查和妥善控制糖
尿病，可能损害视力；通过常规检查做到早预
防、早护理、早治疗，可有效避免眼部疾患。

报告指出，白内障、沙眼、屈光不正等眼
部疾患可导致视力损伤和失明，因此是各国
眼部护理战略的重点，但同样不能忽视那些
并不损伤视力的眼部疾患，比如干眼症和结
膜炎。

报告建议各国在初级卫生保健等国家卫
生服务中进一步加强眼科保健工作，通过预
防、早期发现、治疗和康复服务，确保满足更
多人的眼部保健需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表示，将眼科保健纳入国家卫生计划和基
本卫生保健服务是每个国家实现全民健康覆
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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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出现视力问题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视力损伤，首
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数据表明，眼部疾患
和视力损伤流行率会随年龄增长而上升，老
人比年轻人更容易出现视力问题。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
说：举个例子，年龄越大，白内障的发生率
就越高。假如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到 100
岁，80%到 90%的人都将得白内障。目前
白内障的预防就是减少紫外线的损伤，补
充维生素C、维生素E等。

二、糖尿病高血压等会引发眼部疾病

其次，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影响视力。
人们长时间待在室内，从事大量近距离工
作，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有近视问题。

据王宁利介绍，糖尿病、高血压都会引
起对眼睛的损害，有30%的糖尿病患者会发
生眼睛出血的问题，高血压控制不好时也会
发生眼底出血。

三、“不起眼”的小毛病可能引发大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
比如干眼症和结膜炎，虽然不会直接损伤视
力，但同样不能忽视。

王宁利说，现在人们看电脑多了，用眼
也多了。它导致了一种叫“视屏终端综合征”
的疾病，不一定会导致失明，但是会导致整
个人看东西不舒服，另外还有可能引发头
疼、背疼等症状。

有
些
视
力
损
伤
本
可
避
免

误区一：眼镜不能戴，越戴视力越坏

有很多家长认为孩子还小只是假性近视
不用治疗，或者觉得一旦戴上眼镜，度数会越
来越深，所以不肯给孩子配眼镜。

对此误区，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翟
长斌解释说：如果发生了近视，不戴眼镜的话，
孩子看远处不清楚，反而容易引起近视度数的
迅速增加。如果配一个合适的眼镜，孩子能看
清物体，这样的话反而有利于他的视力发育，
有助于近视的控制。

误区二：得了近视不怕，做个手术就好了

王宁利说：现在近视眼做的手术和戴眼
镜一样，是矫正屈光不正，眼睛还是近视，相
当于戴了个凹透镜。你能看清了，但要是平时
不注意用眼健康的话，近视还会再次发生。

误区三：相信“神器”能治愈视力

专家指出，目前医学上还没有治愈近视
的方法，公众不要相信能治愈近视的宣传和
商业营销。此前，对目前存在的虚假、夸大宣
传等问题，国家卫健委等6部门曾发文，要求
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不得
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
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
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

专家建议，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通过保
证每天2小时、每周10小时的户外活动，减少
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少接触手机电脑、保证睡
眠时间等方式预防、控制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