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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无意识的一脚
把我踹进了医院

今年 4 月底时，我突然感觉左
眼左下方有一小块视野略有不对
劲，就像是眼镜磕了一小角，我反复
检查了好几次眼镜，但都没发现问
题。因为没有眼部不适，眼睛也能
正常视物，不影响正常的办公和生
活，也就没太放在心上，以为是熬夜
较多，多睡睡就好了。

5 月初的一个晚上，睡前关灯
闭上眼时，感觉眼前有闪电般强光
划过。我暗道不好，自己查询了一
些资料，隐隐怀疑自己可能是视网
膜出了问题。

感谢自己长期从事健康科普宣
教工作，意识到不对，第一时间就预
约了眼科。经过眼压、眼底、B超、
裂隙灯检查等系列检查，医生确定
我左眼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回想发病前，晚上睡觉时隐约
地感觉到，被孩子踹了面部。医生
表示，高度近视的患者，受到眼部外
伤，容易导致视网膜脱离。

因为属于眼科的急症，医生立
刻安排我住院。

嫌麻烦和无知
会让小病变大病

相较于其他有着重症患者的病
房，眼科还算是个比较“祥和”的科
室，基本没有听到痛苦的呻吟，也没
有家属哭哭啼啼。

一个病房六个人，我最年轻，中
老年患者居多，且大多有着高血糖、
高血压等病史。除了白内障这种老
年病外，其中高血糖导致的眼底并
发症患者最多。

在闲聊中，我发现，绝大多数到
眼科住院的三高患者，都是因为三
高控制不佳，他们中很多人嫌麻烦，
开过一次两次药后，就常年不调整
药方不复查，有的甚至不服药。

印象最深的，是福州闽侯老林，
因为双眼视力降低到几乎看不见才
来治疗。入院时，因为血压不达标
无法如期手术，他便在病房骂骂咧

咧，责怪医生没有提前开好降压
药。老林还有高血糖、高血脂等病，
但在询问是否有正常用药时，老林却
毫不在意地表示用过，感觉没啥效果
就停药了。前来会诊的肾内科医生
隐晦地表示，因为长期的血压血糖控
制不达标，老林的肾受损严重，已经
出现衰竭，急需引起重视，眼科手术
后一定要去肾内科就诊。

老林嘴上答应着，回头就和病
友抱怨医生就想着赚钱，药开一堆，
越吃越坏，眼睛看完就回家了。

我不由感叹，像老林这样缺乏
健康知识，又自以为是的行为，手术
也是治标不治本。

心里的害怕
有时比疾病更恐惧

医生进行术前谈话。
一般而言，视网膜脱离手术，方

式分为不进入眼球内部的巩膜扣带
术（外路）和进入眼球内部的玻璃体
切割术（内路）。所幸，我发现得及
时，考虑到我目前的病情较轻，年纪
也还算年轻，首选巩膜扣带术，风险
较小并发症也较少。

医生告知了各种术中术后的风
险，如：有可能外路手术失败要转内
路手术，手术后还有二次脱离的风
险等等。虽然我知道这是常规流
程，医生也一再表示发生率很低，但
心情还是非常忐忑。

谈话完，我反复地查看各种资
料，研究各种失败的概率和可能性，
特别看到有人半年内做了三次手术
的报道后，更是吓得战战兢兢。我
甚至因为怕疼，怕自己乱动引发手
术失败而一度找医生申请是否可以
全麻，但被驳回。医生表示，全麻除
费用增加、副作用增加外并没有啥
好处。

入院第三天，手术开始了。
开始注射麻药，有一点疼，程度

大概和牙科打麻药相同。用滴眼药
水辅助麻醉，麻醉后的眼球已经不
受我控制，也感觉不到疼痛。但在
手术灯的强光下，我也能隐约看到
医生的手术器械的靠近，缝线时的

拉动等等。这些都让我紧张得双手
紧紧抓住手术床的两侧，以至于手
术结束后，整个背部僵硬，一度起不
了身。

回头想想，当时应是情绪过度
紧张——疼痛程度还好，很多时候
是自己多虑了。当然，对手术的恐
惧大家都有，同病房不少老人血压
本来正常，术前就飙升，甚至高到无
法手术而延期。

我想，如果术前谈话只告知患
者家属，或患者不要过度搜寻手术
中技术层面的点点滴滴，会不会更
放松一些？

手术成功不是终点
爱自己是个长久的工程

眼科手术一般持续的时间不
长。但是，眼睛毕竟是娇嫩敏感的，
休养的时间并不短。

视网膜脱离手术，一个月只是
最基本的休息期，一般要三个月才
能完全恢复正常。

严格遵照医嘱，滴用了近一个
月的眼药水，服药、减少用眼，眼球

周围红肿才逐渐消退。术后半个月
检查，视物正常，近视加深 100 度。
术后一个月，佩戴眼镜矫正后，视力
从手术前的 0.6 恢复到 1.0，虽然还
有异物感和畏光，但比之前预期好
得太多了。医生说后续还需多次复
查，观察至少半年，以后每年都要定
期检查。

原以为，一次手术一次住院能
让人恐惧，并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但后来发现，有些人是不吃教训的。

在一个月复查时，我意外碰到
了同病房、宁德 40 多岁的张大姐。
当时她因为眼底出血、黄斑变性，视
力严重下降来手术，这是她两年来
第二次手术了。

张大姐是个妥妥的“老油条”，
手术室里刚出来，她就开始刷手
机。这次复查，她一边说着眼睛恢复
得不好，还有很多血块，眼部不适感
还很强烈；一边和我介绍她这一个月
里如何躺不住，仍然看手机看到睡
着，天天奋战在麻将桌上的英姿。

没有敬畏，恢复必然不好。敬
畏让我更深地感受到：手术成功绝
不是终点，爱自己是个长久的工程。

一场眼科手术 我对生命多了一份敬畏心
□本报记者 刘伟芳

网络上很有名的一句话：“当你觉得生活太难，撑不住的时候，就去医
院走走，看看那里的人生百态、生死无常。”

当然，生活没有那么多的生死无常，但一趟“住院之旅”，却让我感受
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健康素养的缺失。

没遇到重大疾病时，人们往往对生命缺少敬畏，对健康缺少珍惜。

疾病从来都不是我们最大的敌
人，最大的敌人是我们一直在恐惧
疾病却从来不行动。敬畏生命，多
关心自己也多在乎自己一些。不要
怕麻烦，也不要讳疾忌医，小毛病放
任不管，有时花大价钱也换不回“早
知道”。

也许，我们躲不过生活中种种
“意外”，但换个角度想，这些小“意
外”其实也是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停
下脚步，注意身体发出的警告。倾
听身体的声音，及时纠正调整自己
的行为，关注自身，也未必不是一件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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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健康 多了一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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