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提到肛门疾病，人们往往首先想
到的是痔疮或者肛裂。而且觉得这种
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简单洗一洗，涂
涂药就能够改善症状或者治愈。殊不
知，肛门部位的常见疾病之中还有一
个难除的“家伙”———肛瘘。常见的肛
瘘位置低、瘘道短、走行浅，这些是“低
位单纯性肛瘘”，外科医生可以很轻易
地将它除掉。但是，一旦肛瘘中的“硬
骨头”———高位复杂性肛瘘出现，即使
是经验丰富的肛肠科医生也会头痛，
同时患者又身心交瘁，令医生治疗起
来举步维艰。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普外科主

任林谋斌介绍，传统的治疗方式全靠
医生丰富的经验、敏锐的双眼、灵巧的
双手。现在虽多了肛门超声、!"、磁共
振等影像设备，但再精密的设备要想
完全掌握和摸清对手的底细，还是有
可能存在疏漏的地方。传统手术中，医
生为了保护肛门的功能，就要用到挂
线切割肛门括约肌，引流分泌物，让切
割和愈合同时进行，最后治愈肛瘘。这
就像在千疮百孔的伤口上再坠上一个
秤砣，此外，肛门每天的排便功能，可
以想象用坠上秤砣的千疮百孔的肛门
排便，是每个经历过传统挂线手术的
肛瘘患者难以忘怀的。

现在，医学上已有一种方法能够无
痛、微创、快速地消灭高位复杂性肛瘘这
个“硬骨头”。#$世纪是微创医疗的时
代，视觉医疗的时代，是精准医疗的时
代。人们追求更小的切口、更小的创伤、
更短的愈合时间，是名副其实的“小时
代”。在这个“小时代”里，一种专门用来
“看肛瘘”的视频辅助肛瘘治疗技术诞生
了。它利用精密的视频设备钻到肛瘘的
瘘道里面，瘘道走到哪里，就追到哪里，
直接寻找到根源，最后再用精巧的闭合
装置彻底地闭合肛门内口。视频辅助肛
瘘治疗是一种括约肌保留术式，手术创
伤更小、恢复更快，术后肛门功能好。

! ! ! ! !十人九沙"终结 摘掉!沙
眼大国"帽子

#%$&年 '月 '日，是我国第 #%届全国爱眼
日，今年的主题是“告别沙眼盲，关注眼健康”。

提及沙眼，今天的年轻人已经知之甚少，
然而沙眼曾经是我国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
“十人九沙”是我国上世纪 (%至 &%年代的真实
写照。上世纪 (%至 &%年代，我国是沙眼高发
国家之一，城市人群中沙眼患病率达到 )%*，
农村人群中沙眼患病率达 +%*至 ,%!，人群中
沙眼致盲率高达 &*。

沙眼是由沙眼衣原体感染引起的一种传
染性眼病，主要传播途径是共同接触的物体或
者水。沙眼的感染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反复
感染沙眼可以导致睑结膜瘢痕及倒睫，倒睫可
以对透明的角膜造成机械性损害，直至角膜混
浊而导致视力损伤，甚至完全失明。

王宁利教授谈到，我国防治沙眼工作是从
上个世纪 &%年代开始的，医疗服务体系的不
断完善和整体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卫生
生活习惯得到广泛推广，使得我国的沙眼流行
状况得到有效遏制。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我国已经达到世
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根治致盲性沙眼的标准。这
意味着沙眼这个曾经在我国困扰过几亿人的疾
病实现根治。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沙眼曾经高发
的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目前 $至 ,岁
儿童活动性沙眼患病率和 $&岁以上人群中沙
眼性倒睫患病率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根
治致盲性沙眼的标准，沙眼在中国不再是公共
卫生问题。中国终于摘掉“沙眼大国”的帽子。

红紫蓝黄白# 中国特色的
眼部疾病谱

随着我国科技进步和医学水平提高，人民
健康意识逐步提升，诸多传统的致盲性眼病被
攻克了，然而有时发展亦是双刃剑，时代进步
了，新的眼部疾病谱以及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
“我们的人均寿命提高了，很多疾病灭绝

了，但年龄相关疾病、代谢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却
迅猛增长，眼科疾病尤为突出。在中国，这种趋势
非常明显，而且极有特色。”作为中华医学会眼科
学分会的主委，王宁利教授如是说。

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三大致盲性眼
病———白内障、青光眼和黄斑变性，在我国依然
横行。与世界卫生组织呼吁的三大致盲性眼病所
不同的，我国的致盲性眼部疾病谱具有中国特
色，除青光眼和白内障，以黄斑变性为代表的诸
多眼底疾病成为日益威胁人们视力健康的无声
杀手，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病理性近视。与白
内障的可治疗，及青光眼具有剧烈疼痛感及快
速的视力丧失的特性相比，不疼不痒的眼底疾
病似乎更具隐匿性和不可逆转的严重危害。

王宁利教授把这种现状概括为五种颜色：
红紫蓝黄白，分别代表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病
理性近视、青光眼、老年黄斑变性和白内障五大
致盲性眼病，其中有三种是眼底相关疾病。

流调数据显示，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白内
障患病率高达 ,$*，全国有 (%%1&%%万的白内
障患者，其中接近一半会失明，白内障仍居我国
致盲因素之首。另有数据显示，我国 (%岁以上
人口中青光眼患者高达 ,(%万，其中达到法定
盲的患者达 &#%万，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如得不

到及时治疗，#(2(+小时能即可完全失明。然
而，值得欣慰的是，白内障可以通过手术等治疗
方案实现治愈从而恢复视力。而青光眼具有疼
痛，眼睛肿胀等鲜明特征，容易早期发现并通过
用药控制其进展。

眼底病浮出水面 发病愈
加普遍

我国眼部疾病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眼底疾病发病愈加普遍。眼底是人体唯一
活体就能够直接观察到血管情况的部位，是反
映很多全身疾病的窗口。随着近些年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慢性病的发病率逐年增高，造成与
之相关联的眼底疾病，如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老年黄斑变性、中央视网膜静脉
阻塞等全身性疾病引发的眼底病发病率和患病
人群大大增加。
王宁利教授提醒，眼底病是拖延不得的，以

湿性老年黄斑变性（3456）为例，急性进展期
可在短短 #2)个月内就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
即便不是急性发作，如果得不到及时规范化的
治疗，#年内 +&7$8的患者视力将降至“法律盲”
（注：视力小于 %7$），意味着十人中有八人将失去
视力。而规范的治疗也是挽回视力的唯一有效方
法，早期足量的用药将为患者带来极大的益处，
全球数据表明，雷珠单抗 '年间减少 &%*的老
年黄斑变性所致失明。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人们生活方

式的改变，糖尿病患者迅速增加，来自中华医学
会糖尿病学分会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 #%

岁以上的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为 ,70!。#%$%

年发表的数据表明我国 #%岁以上糖尿病患者
已达 ,+%%万，是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
家。#型糖尿病 &年以内病程者发生视网膜病
变的比例高达 (%!，而这一并发症在 $,年病程
患者中高达 +(*。因此，我国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诊疗指南中明确建议，对于 #型糖尿病应在
确诊时开始筛查眼底病变，每年随诊一次。

王宁利教授呼吁：“眼病牵一发而动全身，
眼底疾病更是如此，眼睛出了问题，很可能预示
着你身体的其他疾病，比如糖尿病、肾病、高血
压等。一方面，我们需要大家了解眼部疾病，这
样才能预防疾病；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多学科整
合，一起努力消灭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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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医疗资讯$一应俱全%

扫一扫就能订制属于

你的!贴身医护顾问"%

健康圈
! ! ! !! 日前$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

一人民医院主办的!!"#$公济护理论

坛"在南部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论坛以

!推动专科护理发展$ 提升护理品质"

为主题$ 聚焦护理全质量管理和护理

安全领域$ 内容则涵盖护士岗位管理

与绩效考核#专科护理团队建设#静脉

输液#手术室#内分泌#妇产科#五官科

等专科护理领域%

! 日前$由国家卫计委脑卒中防

治工程委员会办公室和上海国际医学

交流中心主办#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

征医院血管外科承办的 !第四届中华

颈动脉外科高峰论坛暨国际颈动脉外

科峰会"顺利举行%

! 日前$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头颈外科主办的 !甲状

旁腺外科诊治研讨会"成功举行$吸引

了本市多家医院的头颈外科# 耳鼻咽

喉科及普外科的医师及研究生参会%

! %月 &日上午 ''时$ 第二军

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长海路 '%(号'

将在门诊 '楼大厅由风湿免疫科主治

医师高洁带来!风湿免疫科的关节炎"

科普讲座%

! %月 %日上午 )时$前列腺癌

的最新进展#前列腺增生的随访#前列

腺增生与饮食等系列讲座在上海第十

人民医院&延长中路 *+'号''号楼 '$

楼举行$由十院泌尿外科医师彭波#王

光春#张海民主讲%

! %月 ) 日下午 ! 时$浦东新区

公利医院&苗圃路 !') 号'在门诊健

康俱乐部由儿科副主任医师朱玲带

来!常见发热疾病的诊断和处理"科普

讲座%

! %月 '"日下午 !时$ 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刘海林医生$ 在九院新门诊大楼

&瞿溪路 $""号'二楼健康学堂带来!消

化道早癌的诊断与治疗"科普讲座%

关注 !月 !日!全国爱眼日"

告别“十人九沙”时代

迎战“红紫蓝黄白”新眼科疾病谱

"

!唐若雯

"

!解雯赟

在微创下消灭肛瘘中的“硬骨头”

“当我们形容对某样事物的珍惜时，往往
会说‘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然而，当真被
问到该如何爱护眼睛，对眼睛的疾病到底了
解多少时，大家知道的少之又少。”在2015
年“全国爱眼日”前夕，北京同仁医院党委书
记兼副院长、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
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王宁利教授将中国
的眼科疾病总结为五种颜色“红紫蓝黄白”，
希望公众警惕高发的致盲眼底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