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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点低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
症状；半夜想吃东西可能是得了焦虑症；
长时间无意识刷手机可能是身体陷入‘冻
结反应’……”不久前，张晓晔看到了一条

“那些你以为正常实际却有病的行为”的
短视频。“起初以为是开玩笑，仔细一看，
视频发布者竟有‘某三甲医院副主任医
师’的资质认证。”一时间，张晓晔不知该
不该相信这位“权威医生”明显失实的话。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短视频平
台向公众传播医学知识，然而，这些内容
并非全部真实可信。5月 29日，“上海网
络辟谣”刊文提醒，一些平台上认证过的
医生也可能发表伪科普信息。

专业人士认为，为博流量跨专业发
言、不规范的MCN（Multi-Channel Net⁃
work多频道网络机构）机构介入、医院及
相关部门存在监管盲区是导致该问题的
主要原因，应从完善政策规范、强化平台
责任、推动医院加强内部管理等方面发
力，让医疗科普规范传播。

“感觉越看越符合”

张晓晔说，自己近期工作压力大，喜
欢吃宵夜。看到视频发布者有“三甲医院
主任医师”的官方认证，她又在平台上详
细搜索了焦虑症的症状，感觉越看越符
合，心里也越慌，但后来到医院就诊，却又
查不出病症。

54岁的郑丽丽也有类似经历。几个
月前，她刷到一条关于植物神经紊乱的短

视频。在视频中，医生提到的肠胃不适、
睡眠质量差等症状与自己完全符合。此
后，郑丽丽就怀疑自己存在植物神经紊
乱。直到最近做了全身体检和相关专科
检查，她才发现，只是没休息好。

“肠胃不适、睡眠障碍、半夜想吃东西
等是很多疾病都可能存在的症状。”华北
电力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教师史海松
表示，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的诊断相对复
杂，需要经过多维度评估才能得出结论，
不能简单通过某些症状推断。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健康的关注度不
断提高，医疗科普类短视频热度不断攀
升。《2024抖音健康年度报告》显示，过去
一年，平台新增1.3万名医疗专业科普创作
者和370万条科普视频，一年内收获30亿
次点赞和19.3亿次收藏。《快手大健康行业
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8月，平台有
近19万大健康内容创作者，同比增长12%。

医疗科普类视频专业性强，且与公众
健康息息相关。现实中却有不少人顶着

“真医生认证”资质，发布缺乏科学依据的
科普内容。此类内容，有的早已被官方科
普机构辟谣，有的过于武断，易引发大众
健康焦虑。

多种因素使得医疗伪科普频现

河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
师王谦在多个平台开设了医疗科普账
号。“初衷是想通过自媒体科普帮助更多
的病人。”他表示，在短视频平台，不排除

部分医生发表言过其实、危言耸听的内
容，误导患者、损害医生的职业形象，违背
做科普的初衷。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
师王景分析认为，现代医学高度专业化、
精细化，专科医生对专业领域外的医学知
识很难做到了解，甚至精通。一些医生在
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言，很容易出现伪科
普问题。

此外，不少医生由于工作繁忙、在自
媒体运营方面缺乏专业技能，会与MCN
机构签约，将自己的账号委托给机构代
运营。

笔者通过某社交平台联系到一家专
业做医疗科普账号的MCN机构。该机构
商务负责人表示，机构的账号主体都是平
台认证的公立三甲医院医生，品牌方可以
任选各科室医生为产品背书。根据报价
表，一名300万粉丝医生博主的广告，报价
在4万元左右。

“医生与MCN机构签约后，视频的主
题、文案、剪辑、资源对接等多由机构控
制，医生本人只需出镜，很难实际掌控账
号内容。”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北京论法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律师
开佰达认为，随着近年来专业性科普的蓬
勃发展，我国已建立起包含《科学技术普
及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在内的医疗
健康科普法律规范体系。然而在实际执
行中，平台审核机制和处罚力度不足、医
疗机构内部管理缺位等仍给医疗健康科
普秩序带来挑战。

应规范医疗科普自媒体账号

今年 3月，上海市推出全国首个互联
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以进一步规范
医务人员的互联网健康科普行为。

“要有效遏制伪科普乱象，除了政策层
面的规范外，还需要强化平台责任、推动
医院加强内部管理、提升公众健康素养，
形成多方共治的监管格局。”开佰达表示。

王谦认为，医院作为医生的执业单
位，应进一步提高对医疗科普的重视，加
强内部管理。“医院可以设立专业负责医
学科普的部门或团队，为从事医疗科普的
医生做好服务，减轻医生个人的科普压
力。同时，也应制定内部科普管理规范，
统一监督医生自媒体账号，对科普内容进
行把关。”

“从业者应当坚守职业伦理，恪守临
床医学的专业边界，对跨领域话题持审慎
态度，正确处理科普与流量的关系。”开佰
达建议，平台也应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
提升内容审核力度。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此前在
发布会上表示，公众应提高自身辨别能
力，掌握识别谣言的技巧，遇到无法辨别
真伪的健康信息，可到官方网站的“辟谣
平台”检索查询。

有的伪科普视频声称：“半夜想吃东西可能是得了焦虑症；长时间
无意识刷手机可能是身体陷入‘冻结反应’……”

秦亦姝

医疗健康科普如何把好科学关？

暑假来临，孩子们喜迎假期，或
游览祖国河山，或参与体育锻炼。然
而，补习班登场、电子屏诱惑、作息不
规律……假期也可能成为视力滑坡的

“危险时段”。
孩子的光明未来，离不开明亮双

眸。呵护好孩子的视力是家庭、社会
共同关注的大事。假期如何“护眼”？
怎样保管好宝贵的“视力存款”？记者
采访了医学专家。

——暑假宜更新视觉档案，查看
孩子视力“存款”。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数据显示，
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1.9%。近年来，尽管我国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呈下降趋势，但近视早发、
高发态势仍然存在，“小眼镜”防治面
临不小挑战。

“远视储备是宝贵的‘视力存
款’，一旦过度消耗或近视发生，科学
干预刻不容缓。”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眼科主任医师张钰建议，暑假是进行
系统检查，更新儿童视力“晴雨表”的
好时机。

什么是“视力存款”？
张钰解释，新生儿眼球较小、眼轴

较短，双眼处于远视状态。随着生长

发育，远视度数逐渐降低。此时的远
视是一种“储备”，可理解为“对抗”视
力发展为近视的“缓冲区”。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儿童到 12岁
后才由远视眼发育成正视眼。”她说。

“两个月前，女儿自述有些看不清
黑板。”前来就诊的周女士表示，当时
就担心四年级的女儿视力下降。考虑
到远视储备度数需散瞳测量，选择等
到时间充足的暑假前来检查。

张钰表示，无论孩子是否近视，定
期进行专业检查，建立视觉健康档案
是守护视力的基石。

据悉，视觉健康档案主要包含3项
关键指标，包括远视储备、近视度数和
眼轴长度。其中，远视储备是预测孩
子近视风险的核心指标。即使视力正
常，若远视储备低于同等年龄水平下
限，表明近视风险增加。

—— 四 招 帮 助 孩 子 们“ 看 得
更清”。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健康涉及
全生命期。怎样才能帮助孩子们“看
得清”，近视度数“长得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
科中心视光部主任倪海龙建议，假期
期间家长们帮助孩子预防近视，要做

好四方面工作。
在学习及阅读用眼方面，要注意

劳逸结合、端正阅读姿势、改善光照环
境。同时，遵循“20-20-20”护眼法则，
即近距离持续用眼 20分钟，需抬头眺
望20英尺（约6米）外远方20秒以上。

在户外活动方面，应坚持在有阳
光时进行每天 2小时，每周 14小时的
户外活动。“最安全有效的近视预防手
段莫过于户外活动，户外光照是近视
防控的核心。”倪海龙说。

在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方面，建
议 3岁以下宝宝尽量不要接触电子产
品，学龄前及低年级阶段儿童每天使
用电子产品不要超过1小时，每次不超
过20分钟。

最后，要保持合理饮食和充足睡
眠。儿童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饮食
均衡和保持充足的睡眠对眼健康也很
重要。

对于专家提到的“改善光照环
境”，有无可参照的科学标准？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近视防
治指南（2024年版）》明确，读写应在采
光良好、照明充足的环境中进行，桌面
的平均照度值不应低于 300 勒克斯
（lux）。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

要求》对灯具色温、显色指数、视网膜
蓝光危害等多项指标提出要求。家长
们在选购灯具时，可优先参照国家出
台的相关标准。

——警惕“逆转近视”类服务与
产品。

“才半年时间，又加深了 150度！”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近视度数
啊？”进入7月，张钰的诊室里就诊量有
所增加，家长们抛出各类咨询问题。

“有商家宣称能将近视完全恢复
的产品，大家需要谨慎。”张钰表示，真
性近视是不可逆转的，这是专家们目
前对近视的共识。

2021年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
展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违
规宣传专项整治，强调“在目前医疗
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禁止使
用“近视治愈”“度数修复”等误导性
广告表述。

倪海龙说，即使是经过科学认证
的防控技术手段，如特殊光学眼镜、
OK镜、滴眼液等，也需要专业医疗机
构评估、严格定期复查、个性化调整，
才能保障安全有效使用。家长一定要
选择专业正规的医疗机构，选择适合
自己孩子的视力保护方式。

假期护眼正当时
“视力存款”保管好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黄 筱

俗话说：“人老先老眼。”这句话确
实不假。眼周为什么容易衰老，我们
又该怎么有效抗衰？跟整形美容外科
的医生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眼周的青春为何这么短

因为眼周皮肤是全身最薄、最容
易老化的部位，稍微不注意护理，就容
易出现细纹、干纹、黑眼圈、眼袋，甚至
眼皮松弛下垂，使整个人看起来疲惫
又显老。

皮肤结构特殊。眼周皮肤只有
0.33毫米，厚度不到脸部其他区域的
一半，天然脆弱。

高频使用。每天眨眼超2万次，加
上表情管理（比如笑、皱眉）不断拉扯
肌肉，容易形成动态纹。

脂肪和胶原流失。随着年龄增长，
支撑力减弱，眼皮松、眼袋鼓、泪沟深。

护理盲区。很多人涂面霜会避开
眼部，或者用错产品，反而加重负担。

25岁后启动眼周“慢抗衰”

抗衰不等老，越早越好！很多人以
为眼周抗衰要等到 40岁后才开始，其
实25岁以后就要有意识地“慢抗衰”，选
对方式才能事半功倍。眼周是“年龄的
暴露区”，但也是“逆龄的加分区”。

常见的眼周衰老问题有以下四
个：干纹、细纹，多因缺水、表皮老化导
致；黑眼圈，分为血管型、色素型和结
构型，这可不是一种方法就能解决的；
眼袋和泪沟的出现多与皮肤松弛、脂
肪突出或流失有关；上睑松弛导致下
垂，甚至可能影响到视线。

眼周抗衰“三部曲”

日常护理。选对眼霜，并运用正
确手法涂抹。日常可以选择含有维A、
胜肽、玻尿酸、抗氧化成分（如咖啡因、
维C）的眼霜。用无名指轻轻点涂，避
免拉扯皮肤。可搭配冷热敷或眼部按

摩仪器，促进吸收。
内调外养保持整体年轻态。睡眠

充足，避免熬夜；多喝水，均衡饮食；戒
烟限酒，减少糖分摄入；避免频繁揉
眼、拉扯眼部肌肤。

医美项目加持。医疗美容项目可
以精准解决眼周问题。比如，眼纹细
纹可选择水光针、热玛吉、超声炮、射
频类项目，刺激胶原再生。黑眼圈问
题可根据类型选择皮秒激光、填充类
项目。泪沟或眼袋问题可考虑玻尿酸
填充、脂肪填充、眼袋去除术等。针对
上睑松弛，上睑提肌、眼皮提升术是不
错的选择。

刘梓钰

眼周抗衰，别让眼睛出卖年龄

最近高温“炙烤”模式全开，
在社交平台上“抱着冬瓜睡觉”突
然走红。有人抱着超大冬瓜呼呼
大睡，配文称其是“自带凉感的
天然空调”；有人花6块钱买个小
冬瓜，当成猫咪专属的降温垫，
毛孩子趴在上面就不肯挪窝……

冬瓜真的是“降温神器”
吗？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中医
科主任医师孙世竹表示，从中医
理论来看，冬瓜本身就有解暑、
生津、利水的功效，它不仅是物
理降温的好帮手，也是夏季食疗
解暑的优质选择。

她解释，冬瓜因为个头较
大，类似恒温物体，能够隔绝周
围空气温度的快速渗透，保持相
对稳定的凉爽状态。尤其是经
冷水浸泡后，水分充足的冬瓜，
其温度不易受室温影响而快速
升高，降温效果会更持久。

不过，孙世竹也提醒：“冬瓜
虽能降温，但并非人人适用、随
时可用的。”年轻人或儿童可以
短暂尝试，白天靠一靠，对身体
没什么大碍。但由于冬瓜硬度
较高，会影响睡眠舒适度，所以
不推荐夜间睡觉时抱着。“小孩
和老人尤其不适合睡觉时抱冬
瓜，硬度过高可能导致磕碰或肢
体压迫，翻身时还可能引发撞击
风险。”

此外，她还提到，冬瓜皮上
的绒毛可能会刺激皮肤，使用前
需要先处理干净；即便处理妥
当，长时间使用后也得放回冷水
中冰镇，防止其温度逐渐与室温
持平。

体质虚弱的人长时间抱冬瓜，可能会加重身体负担，尤其是晚
上不建议这么做。因为夜间阳气收敛，凉气容易损伤身体，这时用
小风扇调节体感会更适宜。若确实需要使用，可通过穿着棉质衣物
或用丝棉布包裹冬瓜等方式，减少不适感。

孙世竹建议，脾胃虚弱的人可以通过饮用中药代茶饮来改善体
质，比如有消暑生津作用的乌梅饮、清咽利喉饮，能疏肝解郁的化蝶
舒肝饮，以及针对夏季失眠的养心助眠液等。这些茶饮无论是煎煮
还是冲泡都可以，方便实用，能增强脾胃功能和体质，提升身体对暑
热的适应能力。

夏季如何防暑降温？孙世竹建议：要避免长时间暴晒，室外活
动尽量选择早晚阴凉时段，或空气清新的树荫环境；空调房需要定
时开窗通风，避免空气质量下降；饮食上多摄入冬瓜、丝瓜、西瓜等
清凉解暑的食材；保持情绪稳定，若出现不适，可考虑去中医门诊，
因为中医在清热解暑、生津方面有系统的理论和针对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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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技日报（记者 朱虹）记者 7月 5日从哈尔滨工业大
学获悉，该校科研团队在脑胶质瘤精准治疗领域取得重要进
展。研究团队研发的“特洛伊纳米机器人”在肿瘤模型小鼠
身上成功穿越血脑屏障，将药物主动靶向输送至脑胶质瘤模
型小鼠的肿瘤病灶中心区域，为脑部恶性肿瘤治疗带来全新
解决方案。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

脑胶质瘤是目前侵袭性最强、致死率最高的脑部恶性肿
瘤，临床治疗面临巨大挑战。血脑屏障阻断了大部分药物进
入大脑，肿瘤组织内部复杂的微环境也使药物难以顺利渗透
到瘤体深部，影响临床化疗效果。

面对这道医学难题，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特洛伊纳米
机器人”概念，通过细菌膜伪装技术，将负载药物的酶驱纳米
机器人巧妙隐藏在中性粒细胞机器人内部。“纳米机器人如
果直接注射进入血液会被免疫细胞清除，现将其隐藏在中性
粒细胞机器人内，就避开了机体的免疫监视，不会被免疫细
胞清除。”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教授贺强解
释说。

借助中性粒细胞对肿瘤化学信号的天然敏感性，搭载了
酶驱纳米机器人的中性粒细胞机器人能自主感知脑胶质瘤
释放的化学信号因子梯度，主动跨越血脑屏障后快速释放出
酶驱纳米机器人。这些纳米机器人能自主感知脑胶质瘤代
谢产生的过氧化氢浓度，突破肿瘤微环境多重生理屏障后主
动深入肿瘤病灶中心释放药物，显著提高了药物的组织渗透
性和靶向性。

小鼠活体实验结果表明，该酶驱纳米机器人主动靶向效
率达到常规纳米粒子的 5倍，有效抑制了肿瘤生长。同时，
该系统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生物相容性，展现出优异的治疗
潜力。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有望改变脑胶质瘤的治疗策略，还
将为其他脑部疾病的精准治疗带来希望。

特洛伊纳米机器人
穿越血脑屏障 实现精准送药

新华社柏林7月12日电（记者 褚怡）德国联邦辐射防护
局日前发布公报说，一项针对德国女性的研究显示，定期接
受乳腺X线筛查能够显著降低女性乳腺癌死亡率。

这项研究由德国联邦辐射防护局协调，明斯特大学主
导。研究分析了2009年至2018年间德国乳腺X线筛查计划
对降低女性乳腺癌死亡率的效果。结果发现，与未参加筛查
者相比，参加筛查的女性乳腺癌死亡率减少了20%至30%。

研究团队采用两种方法交叉验证：其一基于法定医保结
算数据，覆盖德国各地女性人群；其二聚焦德国人口大州北
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使用当地癌症登记数据，纳入同期所有
符合筛查条件的女性。两种方法的结果均表明，定期接受乳
腺X线筛查可显著降低乳腺癌死亡率。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癌症类型之一。据介绍，在德国，平
均每 8名女性中就有 1人会患上这种疾病。德国 2005年针
对 50至 69岁女性启动乳腺X线筛查计划，2009年实现全国
覆盖。2024年 7月起，筛查范围扩至 50至 75岁女性。这些
女性每两年会收到一次筛查邀请，自愿参与。

德研究显示：乳腺X线筛查
可显著降低乳腺癌死亡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