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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远视储备如同孩子的“视力
存款”，消耗快会容易近视，不少
家长因此产生护眼焦虑。由于护
眼心切，一些希望孩子恢复度
数、摘掉眼镜的家长，轻信市场
上视力矫正机构的特殊治疗。什
么是远视储备？哪些原因导致孩
子储备不足？防止孩子过早近视
该怎么办？市面上一些视力养护
机构主打的“护眼套餐”真有效
吗？记者进行了调查走访。

用眼负担重
加快远视储备消耗

甘肃爱尔眼视光医院 2023
年在兰州市普查时发现，121个
幼儿园里有两成儿童存在远视
储备不足，3.4万小学生群体中
近视率接近四成。甘肃省妇幼保
健院眼保健科副主任医师张瑜
说，从就诊情况来看，小学三年
级以前的儿童群体，四分之一出
现近视问题，这种现象在 10年
前很少见。

一般情况下，新生儿出生后
眼球为远视状态，远视储备相当
于人的“视力存款”，每个人从出
生都有一定的储备，尽量延长孩
子宝贵的远视储备使用期，孩子
未来近视的风险就会降低。当远
视储备消失殆尽，如果孩子还在
发育期，会逐渐往近视的方向发
展。

“孩子在家里本身就依赖电
视、手机，到了学校，触屏教学一
体机替换了粉笔和黑板，教学工
具电子化让我对孩子的视力非
常担忧。”陕西咸阳家长吕松伟
说。

“这类兴趣教学本身就比较
费眼，很多培训机构还开发了网
课和电子作业，增加孩子的用眼
负担，还挤占了户外活动时间，

这也是导致青少年近视的重要
因素。”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
健分会儿童视觉学组委员田蔓
男说。

“防控神器”五花八门
究竟哪个靠谱

在甘肃兰州，记者打开手机
地图搜索“视力”，附近出现各类
视力防控馆、健康护眼店、视觉
训练基地、摘镜中心。记者进行
了随机暗访。一些商家宣称，使
用他们营销的套餐或产品，可以
提升孩子的裸眼视力，有望摘掉

眼镜。
在一家视力训练机构，店家

墙面上广告效果图显示，一些消
费者接受苗方调理和智能训练
后，成功“摘掉”了眼镜。店家称，
苗方按摩调理搭配哺光仪治疗，
可以提升裸眼视力，让近视的孩
子不戴眼镜就看得清。

专家提醒，这些机构将视力
作为评估近视的标准，这本身是
错误的。“孩子有没有近视，应通
过散瞳验光后的屈光度、眼轴长
度和角膜曲率来综合评估。”张
瑜说。

为了吸引消费者，有近视

“防控神器”甚至打上AI等先进
概念，但产品疗效受到质疑。

在一家宣称“15 分钟提升
裸眼视力”的机构，商家推荐记
者购买 9800元一副的动焦训练
眼镜，该产品是让佩戴者在 15
分钟内看远看近 1500 次，称这
种动焦训练有可能降低度数。在
另一家视功能训练店，店家推荐
3D训练平板电脑，声称这不是
一般的平板电脑，会用AI为孩
子匹配个性化训练方案，单纯观
看3D动画就可以提升视功能和
裸眼视力。

“业界普遍认为，动焦训练

调节方法对控制近视没有效果。
很多近视的孩子本身接触电子
产品过多，3D平板电脑或许只
适合于弱视、视功能异常和斜视
患者，并不适合已经近视的孩
子。”张瑜说。

由于护眼心切，不少家长轻
信“摘眼镜”广告，在护眼路上屡
屡走弯路，影响了孩子的视力健
康。家长王月曾带着孩子在兰州
市一家近视防控机构进行控度
训练半年，先后使用哺光仪、理
疗按摩仪、明目贴和控度镜。“不
料半年后近视从 150 多度涨到
300 多度，我去投诉时，发现还

有人和我有同样遭遇。”她说。
张瑜说，护眼心切的家长之

所以走弯路，在于普遍接受不了
孩子过小就戴上眼镜，“只要不
戴眼镜，各种手段家长都愿意尝
试，这才耽误了孩子的治疗”。

消费陷阱多
产品难有真疗效

——“防控神器”不“神气”，
个别缺乏循证医学证据。部分机
构在开展近视矫正时，推出各类
主打产品，使用“恢复视力”“降
低度数”“近视治愈”等表述，但
专家和部分家长反映，其矫正效
果不佳，甚至使用安全性也无法
得到保障。

——视力训练藏猫腻，诱导
性检查造成恢复视力的假象。记
者在暗访时，遇到一些对视力训
练效果深信不疑的家长，称“自
己孩子视力训练一段时间后，看
视力表更加清楚了”。

受访专家告诉记者，一些训
练机构经常使用小伎俩，给人造
成视力恢复的错觉。“把灯箱的灯
源调亮一点，反射镜放近一点，或
者把5米款的视力表调换为2.5米
款，都会产生不同的测试结果。”
甘肃爱尔眼视光医院视光及小儿
眼病科副主任周琪说。

——未经科学诊断使用正
规产品，假性近视容易成真性近
视。如今，被证实科学有效的近
视矫正控制技术手段，主要包括
角膜塑形镜、多焦软镜、低浓度
阿托品滴眼液等控镜产品。

“但是一些配镜机构，在未
经过视功能检查的情况下，将这
些控镜产品任意推荐给消费者，
反而容易影响视力健康。”中华
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委员盛迅伦
说，散瞳可以排除假性近视的可

能，但一些店家没有散瞳验光，
也不去给孩子做细致的眼部检
查，仅通过插片验光，随意佩戴
角膜塑形镜，这是很不负责的。
如果是假性近视，配戴的话会导
致真性近视的发生。

视力矫正“擦亮眼”
守护孩子“光明”未来

专家认为，可将“关口前移、
行为干预、精准防控”作为重要
策略，这样能产生持续的作用。

盛迅伦建议，对近视前期儿
童青少年早期干预，防止他们戴
上“小眼镜”。“结合近视防控数
据采集、档案建立与管理系统，
将儿童青少年群体划分为视力
正常、远视储备不足、出现近视
问题、戴镜视力正常等几类，从
家庭、学校、医院等形成一套视
力分级管理和矫正流程规范，提
供个性化的近视管理方案，提高
视力防控的科学性、可及性和有
效性。”

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
示，家长为孩子选择护眼产品时
需要格外“擦亮眼”，谨防被骗。
眼贴适用于缓解轻度眼疲劳及
减轻用眼过度引起的不适症状，
视力训练仪适用于青少年假性
近视的恢复训练或缓解视疲劳，
这些产品很容易被夸大为可治
疗近视。为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
矫正工作，加强市场监管，2019
年 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儿
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
强监管工作的通知》，明确要切
实加强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行
为。各地也根据通知要求，对威
胁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现象进
行治理，加强市场监管。

据《半月谈》

“收割”孩子视力焦虑

“防控神器”套路深太不靠谱

“蓝莓论克卖变论斤称”“榴
莲价格跳水”“山东樱桃价格腰
斩了”“荔枝从一斤 70元跌至只
有几元钱”“杨梅降价了”……继

“阳光玫瑰”葡萄之后，蓝莓、榴
莲等高价水果，纷纷因今年大降
价而“排队”登上热搜，高端水果
平民化再次引发讨论。

高端水果价格变得“亲民”，
真的不香了吗？记者近日采访多
家平台采销部门、种植户了解
到，高端水果价格变动与供需有
关。

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这源于
水果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他表
示，前几年水果价格较高，提升
了果农积极性，因此果农扩大种
植面积，再加上部分水果生长期
气候条件较好，使得产量增加。
又正逢西瓜、樱桃、荔枝、蓝莓等
集中上市期，供给上升促使价格
下跌。

“技术、品种成熟了，
市场就充分竞争了”

“水果皇后”蓝莓的降价快
速成为消费端热议话题。这种一
小盒动辄数十元的浆果，往常多
是超市、水果店摆在 C 位的水

果，今年却像“阳光玫瑰”葡萄一
样，成促销中的引流单品。

经过近 20 年发展，云南已
发展成全国优势蓝莓主产区。云
南早晚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有
蓝莓喜欢的低温，滇中等地土壤
酸碱度适宜，可栽培大部分蓝莓
品种。云南也成为多家国际浆果
巨头的种植基地。

国产车厘子同样有多个国
内新产区崛起。某电商平台采销
人员张天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国产车厘子指科迪亚、瑞吉
娜等高端品种，与智利车厘子同
品种诞育的果实，也被称为大樱
桃。近年来，铜川、甘肃等地引进
上述高端品种，今年大规模上
市，价格仅为智利车厘子的五分
之一。

高端水果的品质和产量与
种植技术息息相关。蓝莓产业
中，不少品牌和种植采用基质栽
培技术。“怡颗莓”2013 年进入
云南，开启浆果业务。去年，“怡
颗莓”在云南的蓝莓总种植面积
约1.5万公顷。据了解，“怡颗莓”
的蓝莓基地采用现代种植方式，
即基质栽培，而非传统的在土壤
中种植。

记者此前走访位于花都区
的“广州中植农业”看到，基地放

弃露天种植，采用最新的基质栽
培技术，大棚内的蓝莓“吃”进口
泥炭、椰糠、珍珠岩组成“土壤”，

“喝”电脑调配的定制化“营养
餐”，补充氮磷钾和各种微量元
素，产出的蓝莓果径大、口感甜。

而在陕西铜川，种植基地引

种捷克、德国、法国等地优质甜
樱桃品种，采取格架栽培、水肥
一体的种植模式，以及标准化的
采后管理，全程温控冷链供应技
术，填补国内大樱桃晚熟品种的
市场空白。

高端水果的价格下降也与

气候相关。张天禹告诉记者，国
产车厘子的晚熟品种采摘期只
有 5天至 7天，晴天采摘可保存
5天左右，雨天采摘仅可保存一
天，与今年的荔枝相似。记者走
访时注意到，因雨水过多，妃子
笑等早熟荔枝品种产量不受影

响，但桂味荔枝产量极少，市场
价飙升。

“各大平台卷价格，
投入大量流量资源”

榴莲、蓝莓等高客单价水

果一直是平台消费者争抢的爆
款。

在超级大单品营销策略下，
电商和生鲜平台加大对高端水
果宣传的同时，深入源头，缩短
中间环节，并为种植端提供用户
数据指导种植、规范采后管理办
法。

据张天禹介绍，自己所在的
电商平台今年采用源头直发，在
产地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根据
智利标准引导制定国内种植园
区标准，并吸取相关销售渠道的
建议，在国产车厘子颜色、糖度、
硬度等方面敲定相关制度。

多位生鲜水果商家告诉记
者，在各大平台卷价格的浪潮之
下，为高端水果投入大量流量资
源和补贴等，到源头拼供应链，
降低价格的同时提高了国产高
端水果认知度。

“未来，高端水果可能将出
现多元化、定制化、普及化等发
展趋势。”多位业内人士认为，

“天价”水果并非常态，价格终究
要回归市场。“最有力最持久的
营销，归根结底还是水果的品
质。对消费者来说，原本物以稀
为贵的水果，如今‘飞入寻常百
姓家’，这是一件好事。”

据每日经济新闻

“蓝莓论克卖变论斤称”“荔枝从每斤70元跌至只有几元钱”……

高端水果“排队”大降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