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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飞秒和半飞秒有何异同？
▲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黄贞

2024 年 3 月14日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近年来近视手术

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全飞秒、半飞秒是公众

熟知的近视矫正手术，两种手术方式有何区

别？又该如何选择呢？

什么是飞秒手术

全飞秒手术是通过高速精确的飞秒激

光，在角膜基质中切削出一个几十至一百多

μm 的微小透镜，然后通过一个 2 mm 的小

切口，将透镜取出，从而改变角膜的曲率，

达到治疗近视的效果。

半飞秒激光手术也称为飞秒激光制瓣联

合准分子激光切削术，即用飞秒激光制作一

个非常精确的角膜瓣，然后将角膜瓣打开后，

再用准分子激光切削角膜。

如何区分全飞秒和半飞秒

手术原理 全飞秒激光近视手术是用飞

秒激光治疗仪在角膜内部通过二次深度不同

的层间爆破，将要切削的角膜基质完整塑形。

半飞秒手术首先需要由飞秒激光设备制作角

膜瓣，然后用准分子激光消融角膜，之后将

角膜瓣复位。

使用设备 近视手术一般需要使用两种

激光设备，其一是准分子激光设备，其二是

全飞秒激光设备。全飞秒近视手术只需要全

飞秒激光系统一步完成，而半飞秒手术则需

要使用飞秒激光设备和准分子激光设备二者

来完成。

切口大小 全飞秒手术切口一般在 2 mm

左右，只需要保证医生能够将微透镜取出即

可。半飞秒手术需要制作角膜瓣，并掀开角

膜瓣对角膜基质层进行消融，因此切口一般

在 20 mm 左右。

安全性 近视手术从第一代准分子时代

到半飞秒时代，当前已进入第三代全飞秒时

代，总体而言，全飞秒是在半飞秒激光手术

基础上，升级优化后的治疗手段。可以说，

当前的近视矫正手术发展已经越来越精确、

舒适、安全、微创。两种手术在术前都会进

行一系列的检查，排查手术风险，并严格筛

选适合手术的患者进行治疗，以保障安全性。

特色优势 半飞秒手术无刀、无接触，

制瓣环节用飞秒激光替代人工角膜刀，制瓣

光滑准确，适用范围广，适用于角膜薄、不

规则角膜以及不规则散光等人群。

全飞秒无瓣且切口小，手术只产生 2 mm

微小切口，无角膜瓣，角膜生物力学稳定；

角膜抗撞击力高，术后剧烈运动或户外运动

不受限；能够尽可能保留大部分角膜神经纤

维，患者术后视力稳定，干眼发生率少；手

术过程快，且无明显感觉，术后当天即可清

晰用眼。

适宜人群 全飞秒手术适宜近视 1000 度

以内、散光 300 度以内人群，适宜于对角膜

耐抗性要求较高的警察、运动员、军人等。

半飞秒适宜于近视 1000 度以内，远视 600

度以内，散光 600 度以内人群，适宜于术后

有充足修整恢复时间的人群。

全飞秒和半飞秒也具有共同点，两种手

术治疗原理均是通过激光“打磨”角膜基质

层，调整角膜的屈光度，进而达到矫正近视

的目的，均属于角膜性屈光手术。

如何选择全飞秒和半飞秒

在进行激光近视手术前，需要进行多项

术前检查，包括视力检查、散瞳验光、综合

验光、眼压、角膜地形图、角膜厚度、角膜

曲率等 20 余项。只有各项检查合格，眼部

条件符合手术指征才可进行近视手术。

全飞秒手术和半飞秒手术的选择，主要

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矫 正 度 数 全飞秒一般适用于近视

100~1000 度，且散光不宜过大。半飞秒手

术适用于近视在 1000 度以内，散光在 600

度以内的人群。

角膜厚度与形态 对于角膜厚度虽达到

手术标准，但不是特别厚、角膜形态不规则

的人群，一般优先考虑切削的膜厚度相对较

薄的半飞秒手术。如果角膜厚度充足、角膜

形态正常，则两种手术方式可自行选择。

用眼需求 术后对用眼环境及职业有特

殊要求的人群，可考虑进行全飞秒手术。

需要注意的是，手术方式的选择需要在

尊重患者意愿的前提下，结合患者眼部检查

结果、用眼需求进行综合评估，由医生给予

专业化、合理化的建议。

总体而言，全飞秒激光手术和半飞秒

激光手术在手术原理、使用设备、手术切口、

适宜人群、手术安全性以及优势等方面均

不相同。此外，飞秒手术也不是人人都可

以做，手术前需要接受全面的检查，结合

检查结果以及自身情况，再和医生商定合

适的治疗方案。

在医学领域，全身麻醉是一种常见的

麻醉手段，对于许多手术和诊疗过程来说，

它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对于很多

人来说，全身麻醉可能是一个神秘且令人

担忧的话题。

什么是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是通过口服、吸入或注射

等方式，使麻醉药物作用于全身，抑制

神经系统功能，从而使人处于失去意识、

感觉和反射的一种状态。当麻醉药物通

过口腔或呼吸系统进入体内时，它们首

先作用于大脑，导致意识丧失和遗忘。

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肌肉松弛，疼痛

感知消失，从而使手术或治疗过程进行

得更加顺利。

全身麻醉的种类

吸入麻醉 通过面罩或麻醉面罩将麻

醉气体（如异氟烷、七氟烷等）输送给患者，

使其在吸入过程中失去意识。

静脉麻醉 通过静脉注射麻醉药物（如

丙泊酚、咪达唑仑等）使患者失去意识。

全身麻醉的风险

呼吸抑制 在麻醉过程中，患者可能

会出现呼吸减慢或停止的情况，需要借助

呼吸机进行辅助通气。

血压波动 麻醉药物可能会引起血压

升高或降低，特别是在手术过程中。

心脏问题 某些麻醉药物可能会对心

脏功能产生不良影响，如减慢心率或引起

心律失常。

恶心和呕吐 全身麻醉后，患者可能

会出现恶心和呕吐，通常在术后短时间内

消失。

发热 由于药物代谢和术后感染等原

因，部分患者在术后可能出现发热症状。

疼痛 在麻醉药物作用消失后，患者

可能会感到一定程度的疼痛，必要情况下

可适当使用止痛药进行缓解。

全身麻醉对智力的影响

很多人担心全身麻醉会影响智力，

特别是对于孩子和老年人来说。然而，

科学研究表明，单次、短时间的全身麻

醉对智力发育和认知功能的影响是有限

的，并且这种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

逆的。然而，对于长时间或反复使用全

身麻醉的情况，科学家们仍在研究其对

认知功能的影响。目前认为，长时间或

反复使用全身麻醉可能会对大脑发育和

认知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儿

童和老年人中。因此，在选择医疗方案

时，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评估全

身麻醉的利弊，并尽量选择对大脑影响

最小的方案。

术后恢复

在全身麻醉后，患者需要一定的时间

来恢复。根据个人情况和手术类型，恢复

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在恢复期间，患者

需要密切关注身体状况，如出现头晕、恶

心、疼痛等症状应及时向医生报告。同时，

遵循医生的建议进行饮食和休息，逐步恢

复日常活动。

总之，全身麻醉是一种常见的医疗手

段，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只要在专业

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其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对于需要接受全身麻醉的患者来说，了解

相关知识、与医生充分沟通、积极配合治

疗是关键。

一文带您了解全身麻醉
▲ 平阴县中医医院  葛伟

老年人如何预防脑梗死
▲  阳光融和医院  曹永升

老年人是脑梗死的高风险人群，因此在

生活中需要注意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降低脑

梗死的发生风险。对于脑梗死而言，预防胜

于治疗，除了注意饮食和保持良好生活方式，

药物预防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脑梗死的病因和症状

脑梗死是一种严重的脑血管病。其病因

多种多样，包括动脉粥样硬化、炎性血管病、

血管损伤或畸形、低灌注、血栓形成、血液

和药物因素以及特定的血液疾病。其中，动

脉粥样硬化是最常见的病因，且随着年龄的

增长和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疾病的发

生，风险会逐渐增加。炎性血管病、血管损

伤或畸形等也是导致脑梗死的原因之一。此

外，真性红细胞增多症、血栓性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和血小板增多症等血液疾病也可能导

致脑梗死。

脑梗死的症状存在个体差异，通常包括

局部脑区缺血导致的神经功能缺损，如失语、

偏瘫、视力障碍等。在严重情况下，可能会

出现意识障碍和昏迷。脑梗死的诊断通常依

赖于医学影像学检查，如 CT 或 MRI 扫描。

脑梗死的预防

注意饮食健康 保持健康，预防脑梗，

饮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应该选择营养均衡、

清淡的食物，避免摄入高盐、高脂、高油、

高糖的食物。其次，应合理搭配各种食物，

让每餐都多样化，同时注意细嚼慢咽，不要

过量进食。推荐的食物包括坚果、高钾食品、

高蛋白食品、新鲜蔬菜和水果等，还要注意

多喝水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还要避免一

些不良饮食习惯，比如过多摄入动物油和油

腻食物，同时也要避免酗酒和饮用其他一些

刺激性饮品。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首先，可根据自身

的身体状况，制定一个科学的运动计划，坚

持进行有氧运动和体育锻炼，以增强体质，

促进脂肪的消耗，减少胆固醇的沉积，并提

高免疫力。推荐选择适中强度的运动，如散

步、慢跑、打太极、跳广场舞等，避免剧烈

运动，如登山或快跑，并确保循序渐进，不

超负荷运动。

其次，控制体重对于预防脑梗死非常重

要，过胖的体重容易引发高血压、高血脂、高

血糖和高尿酸等疾病，进而增加脑梗死的风险。

再次，保持心境平和也是关键。老年人

群应尽量避免生气、激动和精神刺激，减轻

心理压力，消除不良情绪，并努力保持情绪

稳定。

最后，要确保规律的作息。养成良好的

作息习惯，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适当进行

午睡，多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并确保充足

的睡眠和休息时间，这样可以帮助维持身心

健康。

预防脑梗死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只要

注意饮食健康，保持适度运动，维持平和心

态，规律作息，同时按医嘱合理用药，就能

大大降低患病风险。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

能珍惜自己的身体，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