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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王新新之前一直在眼镜店里配
近视眼镜，一副眼镜往往要花费 1000元
左右。不久前，她看到网上也可以购买近
视眼镜，不但价格便宜，选择的款式也很
多。于是，她便从网上购买了一副近视眼
镜。谁知当她戴上这副新眼镜后，却总觉
得头晕、眼疼，没办法长时间佩戴。

记者了解到，不少人有在网上配近视
眼镜的经历，但佩戴后的舒适度却不尽如
人意。

旧眼镜度数成“配方”

记者在市区多家配镜店了解到，购买
一副近视眼镜要花费几百元到几千元不
等。在网上购买一副近视眼镜可能只需要
一两百元，还省去了测试视力、验光等步
骤。

“当时在网上购买眼镜的时候，客服
只要求我提供眼镜近视的度数。”为了图
省事，王新新便将旧眼镜度数发给商家作
为参考。收到货后，她却发现，新买的眼镜
戴上后虽然视物清晰，但是会头晕、眼胀。

运河区清池北大道一家眼镜店的工
作人员刘女士告诉记者，在实体店配近视
眼镜，工作人员会为顾客进行验光，验光
的数据有瞳距、散光度数、轴距等信息，之
后会再测试出近视度数。“完成一系列检
测后，我们会为顾客提供镜片试戴，有任
何问题都能及时沟通再进行修改。”刘女
士说。

记者发现，有的网店甚至让顾客自己
测量瞳距。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上，随机询
问了一家眼镜店客服如何测量瞳距，对方
表示可以下载一款软件，根据提示测量瞳
距。另一家眼镜店的客服则建议，顾客可
以用尺子自己测量瞳距。

不合格镜片加剧近视

一些视力正常的市民把眼镜作为一

个装饰品来使用，为了搭配服饰来佩戴平
光眼镜。不合适的眼镜，反而导致了视力
下降。

王迎浩是一名大二学生，他的视力
一直不错。“我觉得戴上眼镜很有气质，
就在网上买了一副无框的平光眼镜。”王
迎浩觉得戴上眼镜后，自己有了一些书
卷气。之后，他经常戴着这副眼镜去上
课，然而，戴了几个月眼镜后却发现，自
己看东西时，眼前变得有点儿模糊。“我
去医院检查发现我竟然近视了。”王迎浩
告诉记者。

市民陈女士在网上花费了 198元购
买了一副近视眼镜。刚佩戴时，她就觉得
头晕。陈女士联系店家后，对方表示新配
的眼镜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戴一段时
间就好了。听了对方的介绍，陈女士又戴
了一段时间，然而，头晕的症状并没有减
轻。陈女士去医院检查后发现，自己的左

眼近视度数150、右眼近视度数200，而之
前她左眼近视度数 125、右眼近视度数
150。

沧州眼科医院眼底病科副主任张立
友介绍说，一些质量差的平光镜片，虽然
镜片中间没有近视度数，但是镜片周围仍
有较低的近视度数，使镜片形成一个度数
不均的镜面。视力正常的人如果佩戴屈光
度和棱镜度有问题的镜片，会出现眼睛酸
胀、头晕等情况，如果长期佩戴会造成睫
状肌收缩形成强直状态，进而引发假性近
视等问题。

换不了也退不了

市民孙先生和记者说起在网上购
买眼镜的经历，也是有些无奈。“前段时
间，我看到有人戴无框眼镜很不错，便
也想买一副试试。”为了省时间，他在网

上选择了一家人气很高的店铺。看着买
家秀里的图片，孙先生毫不犹豫地下单
购买。收到货后，孙先生便迫不及待地
试戴了眼镜，结果却发现镜框有些窄，
戴上眼镜时镜腿竟都被撑开了。孙先生
买的是近视眼镜，店家说不是质量问题
和度数错误的原因，眼镜无法退换。

不死心的孙先生又在另外一家眼镜
网店买了一款无框眼镜，这一次孙先生详
细了解了眼镜的尺寸。可是，第二次网购
的眼镜鼻托间距太宽，戴上眼镜后总是往
下滑，根本没法正常佩戴。因为没有质量
问题，第二次购买的近视眼镜也无法退
换。几番折腾后，孙先生最终在实体眼镜
店买了一副无框眼镜。

眼镜必须“量身定做”

“大家在选购眼镜时，尽量不要在网
上购买眼镜。无论是眼镜的品质还是后期
服务都无法得到保证。镜片的好坏对眼睛
有影响，佩戴质量差的眼镜，患者容易出
现视疲劳、头晕等症状，同时还会导致近
视度数加深。”沧州眼科医院眼底病科副
主任张立友建议道。

张立友表示，镜片材料和工艺不到
位，会导致视力矫正不佳。同时，自测瞳距
并不科学，会存在误差。瞳距误差过大对
眼睛有损害，佩戴这类眼镜会让人视线模
糊、头晕。眼镜作为矫正视力的工具，不同
于购买的其他商品，近视度数、散光度数、
轴距、瞳距等，这些数据都需要专业的工
作人员进行测试和调整来确定。配眼镜时
还要经过多次试戴、矫正等，才能配好一
副合适的眼镜。

“网购近视镜风险较大，最好到医院
或正规眼镜店。”张立友医生提醒，如果佩
戴眼镜出现视疲劳、视力下降、刺激性症
状等问题时，应及时就诊，在医生指导下
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如今，不少市民为了省时、省钱，选择在网上购买眼镜，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网购眼镜，问题多退换难
本报记者 彭爱 摄影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家住运河区的上班族
小惠迷上了“抓娃娃”，一个月竟在这上面
花了千余元。“感觉‘抓娃娃’后能减轻学
习带来的压力，就是太费钱了。”小惠告诉
记者。

周末“抓娃娃”
缓解工作压力

“别松开，别松开……哎呀，娃娃又掉
了。”在市区永安大道一家商场的抓娃娃
机前，小惠既紧张又兴奋。看着被机械爪
抓住的娃娃即将到洞口时又掉了下来，她
的心情如同坐过山车一般。稍有失望后，
小惠紧接着往机器中投了3个游戏币。于
是，机械爪又开始了刚刚的动作。

小惠告诉记者，平时她工作比较忙，
基本没时间到商场“抓娃娃”。直到今年春
节假期，她的几个侄女拉着她来这里玩
儿，她才迷上了这个游戏。小惠和侄女们
一连玩了4天的“抓娃娃”。“一抓一松中，
自己的心情会随着机械爪一起起伏，刺激
又好玩。”小惠说。

为了能抓到更多的娃娃，小惠还专门
上网查询“抓娃娃”技巧。“每次我会花70
元到 150 元不等买 100 个到 200 个游戏
币。”小惠说，到了周末，她就来这里玩一
会儿，感觉能缓解一周紧张工作带来的压
力。可是一算花销，她也有些心疼，这一个
多月竟在这方面花了1000多元钱。

抓住不是目的
而是释放情绪

记者走访发现，市区不少商场内设有
抓娃娃机。像小惠这样热衷“抓娃娃”的年
轻人不在少数。

在新华路一家商场内，这里有大大小
小、五颜六色几十台抓娃娃机，每台抓娃
娃机里的玩具款式均不相同。除了抓娃娃
机，还有抓零食机、抓钥匙链等机器，吸引
不少年轻人来“一试身手”。

“‘抓娃娃’除了技巧还得靠运气。”市
民小耿说，这些娃娃其实和外面买到的没
什么区别，甚至不如外面卖的精致，但自

己抓到的娃娃，就很有成就感，尤其每次
只差一点就成功时，总想继续玩。每周末
她都会和朋友来“抓娃娃”，每次至少买
100个游戏币。

“能不能抓到不重要，重要的是享受这
个过程。”在运河区一家网红“抓娃娃”店内，
市民小李正在专注地尝试抓住心仪的玩
偶。在小李看来，“抓娃娃”最让她开心的就
是确定目标后拍下按钮的那一刻，感觉所
有不好的情绪都释放出来，特别解压。

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年轻人对于娃娃
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而更多的是喜欢

“抓娃娃”时的刺激感和成功后的满足感。

逐渐减少依赖
培养更多爱好

“抓娃娃”为何让这些人沉迷其中呢？
对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于丽丽告诉记
者，“抓娃娃”是一种很常见的投机心理，
投机的背后是想要收获意外惊喜。年轻人
心中的占有欲，让他们宁愿花钱也要抓到
娃娃。另外，年轻人能体验到抓取过程中
参与带来的快乐。

“可以尝试围观他人‘抓娃娃’，或者
参与一些免费的活动，如运动、听音乐、阅
读等转移注意力。”于丽丽说，年轻人可以
尝试探索使人愉悦的兴趣爱好，逐渐减少
对“抓娃娃”的依赖，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对

“抓娃娃”的热情，避免影响日常生活。

如今，不少人迷上了“抓娃娃”，其中既有几岁的孩子，也有二三十岁的上班族——

“抓娃娃”上瘾 有人一个月花千余元
本报记者 李婉秋 摄影报道

网店的眼镜款式多网店的眼镜款式多，，效果却不尽人意效果却不尽人意

““抓娃娃抓娃娃””成了上班族解压的一种方式成了上班族解压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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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操作工，男女不限，年龄50岁以下，工资
2800-3200元；三轮车、汽车送货工，工资5000元起。
联系电话：15511750909，13303176626代女士

餐具消毒厂
招 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