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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有约

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的广泛使
用，防蓝光眼镜、防偷窥屏等产品成
为不少人的生活“必备品”。记者注
意到，有关“防蓝光眼镜”的话题在社
交平台高达 3.1 亿浏览量，许多配镜
的人最直观的感受：看什么都像加了
一层黄昏滤镜！时间久了，眼睛会越
来越累。专家指出，防蓝光系产品对
缓解视疲劳作用不大，长期使用反而
可能加剧眼部疲劳，加重近视。

生活中，蓝光无处不在，最常见
的来自太阳，“蓝光又分不同的波段：
短波长、中波长、高波长，其中短波蓝
光（400nm~450nm）还普遍存在于电
子产品等光源中，如电脑、投影仪、手
机等。”东部战区空军医院眼科徐晓
红副主任医师告诉记者，这种短波蓝
光会对眼睛的视网膜和晶状体造成
潜在伤害，长期处于短波蓝光的照射
下，可能会导致白内障、黄斑变性等
眼疾发生。

“一般而言，防蓝光眼镜更多适用
于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患者，也更推荐
高海拔、日照强地区，长期户外活动的
人佩戴，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徐
晓红说，“但即使是优质的防蓝光眼
镜，最多也只能防20%的蓝光。”

随着“抗蓝光护眼”概念的流行，
市面上防蓝光眼镜以及手机膜等备受
欢迎，商家更是宣称能够减缓视疲劳、
防止近视加重等。徐晓红解释，大量
研究表明，防蓝光系产品对抗视疲劳
的作用不大，反而可能加重近视的发
展，“长时间使用抗蓝光产品，可能会
造成视觉色差，让眼睛更易疲劳。”

专家指出，长时间视疲劳会导致
睫状肌过度收缩，加重近视度数；此
外，还会导致中老年人产生干眼症
状，包括眼干、畏光、流泪和短暂视力
模糊等，“对于多数人来说，通过防蓝
光系等产品，防护眼睛的作用不大，
更不能代替科学的用眼习惯，尤其是

青少年，合理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
间才是关键。”徐晓红说。

还需要注意的是，除了防蓝光系
产品，手机防偷窥膜也可能对眼睛造
成负担，“从光学原理来说，防偷窥膜
就像百叶窗，平行的光线可以透过，这
样会导致手机屏幕亮度较暗。通常为
了有更清晰的视觉，屏幕亮度需要调
高，长期以往，反而增加眼睛负荷。”徐
晓红指出，日常护眼应避免长时间面
对电子屏幕，注意眼部休息，“对于已
经出现视疲劳症状的人，适当使用抗
疲劳滴眼液可以缓解症状。”

据《扬子晚报》

防蓝光眼镜能长期佩戴吗？
专家称，防蓝光产品长期使用或加重近视度数

新华社天津11月3日电（记者 周
润健）11 月 4 日和 5 日傍晚，如果天气
晴好，我国公众将会欣赏到美丽的金
星伴月。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细心的公众
在下班或放学的路上抬头时会发现，
西南方低空有一颗星星散发着耀眼的
光芒。这颗像钻石一般的星星就是

“夜空中最亮的星”——金星。
我国古代称金星为“太白”，当其

位于太阳的西边时，便会在早上出现
在东方的微微晨曦中，被称为“启明
星”或“晨星”；当其位于太阳的东边
时，便会在傍晚出现在西方的落日余
晖中，被称为“长庚星”或“昏星”。

由于亮度极高，金星很容易进入
大众的视线，因此“她”在中外各种神
话传说中曝光率极高，是不折不扣的

“流量明星”。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杨婧介绍，相对于地球，金
星属于内行星，从地球上观看，它只
在太阳附近运动，我们通常只能在清
晨和傍晚的一段时间内才能看到。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每隔一个农历月

的时间就要在天空中运行一圈，所以
当月球每次经过金星附近时，月相要
么是农历月初的蛾眉月，要么就是农
历月末的残月，而且二者相伴时的距
离远近和位置关系也会有所不同。

近期，金星重新回归傍晚的夜空
之中，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地平高
度也逐渐升高，可观测时间也越来越
长，这也意味着每个月的月球经过金
星附近时，都能组成一幅“金星伴蛾
眉”的画面。本月也不例外，4 日和 5
日傍晚，就是欣赏金星伴月的好时
机。

具体来说，4 日是农历初四，日落
后月球位于金星的右下方，二者距离
稍微有些远。5日是农历初五，傍晚时
分，月球位于金星的左侧，二者距离更
近，也更容易观测，就我国大部分地区
来说，这幕“星月童话”可持续约1个小
时，观测时间比较充裕。夜色中，月光
皎洁，金星明亮，相依相伴，赏心悦目。

“感兴趣的公众在观测这幕‘星月
童话’时，无须借助望远镜，裸眼即可；
地点选择上，尽量选择西南方无遮挡
的位置。”杨婧说。

赏心悦目！4日和5日来赏金星伴月

新华社东京11月3日电（记者 钱
铮）由日本京都大学研究人员领衔的一
个国际团队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心血
管糖尿病学》杂志发表论文说，目前被广
泛使用的糖尿病药物钠—葡萄糖协同转
运蛋白2抑制剂（SGLT—2抑制剂）可以
预防心血管疾病，但其效果对非肥胖的
糖尿病患者可能减弱。

京都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
SGLT—2 抑制剂能促进糖分随尿液排
出，减少身体吸收，目前已成为治疗糖尿
病的主流药物之一。近年有不少证据显
示，与以往药物相比，SGLT—2抑制剂还
能预防心血管疾病。不过，以往的研究
对象都是体质指数（BMI）平均达30的肥
胖糖尿病患者，对体质指数低的糖尿病
患者是否有同等功效还没有充分研究。

京都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哈佛
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利用日本全国健
康保险协会的生活习惯病预防体检和医
疗收费明细数据库，尽可能再现真实的
临床效果以进行分析。研究对象按服用
SGLT—2抑制剂和另一种糖尿病药物二
肽基肽酶 4 抑制剂（DPP—4 抑制剂）分
组，约28万名研究对象中有8.5万名是体
质指数低于25的非肥胖糖尿病患者。

在平均27.5个月的跟踪期内，约28
万人中有8000人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
心梗、脑梗、心力衰竭以及因心血管疾病
死亡，而SGLT—2抑制剂的效果因体质
指数的不同存在差异。体质指数超过
25的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平均
降低了约8%，肥胖程度越高预防效果越
明显，而对体质指数低于25的患者预防
效果就很弱。

公报说，相比以往的糖尿病药物，
SGLT—2 抑制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
用值得期待，但患者是否肥胖会影响其
效果。它对非肥胖糖尿病患者预防效果
较差是整体平均值，是否存在个体差异
也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一个国
际研究团队利用一种新型便携激光设
备，实现了不采血无创检测疟疾，有望
显著改变这一传染病检测状况。

目前，临床医学使用的疟疾检测
方法均需要利用血液样本，而且在实
际使用中存在不同的局限性。来自美
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美国阿肯
色大学的研究人员与喀麦隆同行合
作，利用名为 Cytophone 的便携激光
设备，通过靶向激光和超声波，可检测
到血液中被疟疾感染的细胞。

研究团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
志上发表论文介绍，该设备大小相当
于一台桌面打印机，把设备的一个非
侵入性小探针放置在被测者手背的静
脉血管上，只需要数分钟就能检测出
血管内是否存在被疟疾感染的细胞。

人体感染疟原虫后，血液中的红
细胞会积累一种名为疟色素的副产
物，受感染细胞中的这些疟色素具有
独特的磁性和光学特性，当激光照射
时，它们会比正常的血红蛋白吸收更
多能量，使得该设备能检测到受感染

细胞。
研究团队说，在喀麦隆对成年疟疾

患者进行的测试中，这种新型设备的疟
疾检测灵敏度为90%，特异性为69%，
与目前临床医学中疟疾检测常用方法
表现相当。但目前的检测方法都需要
采集血样和使用特殊的实验室设备。

研究团队认为，新方法提供了一
种“可靠、安全且敏感”的检测手段。
这对于受到疟疾困扰的中低收入国家
尤其重要，有望极大改变全球疟疾检
测状况。

新方法不用采血即可检测疟疾

新研究发现
一种糖尿病药

能预防心血管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