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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0 . 1

“宝贝，我们来看电视。电视上
的球是什么颜色呀？”

“黄色。”
“再来看这个小鸭子。”
“我上次看到就是这样，怎么

还没换啊。”听到4岁小患者的话，
卢秀珍立马从笔筒里拿出了笔帽
上有小熊猫的笔。

儿童不同于成人，他们局限于
不完善的表达能力、不可控的情绪
管理、不健全的认知体系和感知能
力，所以每位为儿童服务的医生不
仅需要过硬的专业技术，还需具备
一颗“童心”，去融入孩子的世
界。卢秀珍诊室的笔筒里有各式
各样的卡通笔、卡通玩具，桌旁的
袋子里常年放有各种糖果，奖励
给看诊听话的小宝贝。当然，更多
的小朋友需要卢秀珍和他们“斗智
斗勇”。

就在不久前，只有5岁的果果
因为弱视被妈妈带到卢秀珍的门
诊。像他这种情况的小朋友，卢秀
珍已经看过无数例。按照治疗经
验，日常需要把视力正常一侧的眼
睛用眼贴遮盖，使用弱视的眼睛视
物，大约3个月后复诊时，弱视的眼
睛视力应该就会有所提高。

然而，果果3个月后前来复查
时，弱视的眼睛仍然是0 . 1。卢医生
为他进行了各种检查，就怕万一出
现漏诊。后来，卢医生提醒家长关
注果果在幼儿园是否将遮盖眼睛
的眼贴偷偷拿下了。家长经过观察
才知道，果果每次和家长分别后都
会偷偷拿下遮盖的眼贴，幼儿园老
师并不知道他在治疗眼睛的事情。
而当家长接他前，他又会偷偷戴
上。每天如此反复，家长竟然一直
都没有发现。

再次复查时，卢秀珍得知真相
后对果果说，“宝贝，要么你自己每
天乖乖戴上眼贴，不用时间很长，
你的眼睛视力就能提高，要么奶奶
给你把眼睛用针‘缝’上。”听到卢
奶奶的话，果果吓哭了。果果妈妈
也说，“还要给孩子缝住眼睛？还是
别缝了。”卢秀珍偷偷对果果妈使
眼色，果果妈妈这才反应过来。

卢秀珍又从自己桌旁的袋子
里拿出一把糖果让孩子自己挑，并
表示如果听话乖乖戴好眼贴，就不
会给他缝针了。

从那之后，果果再也没有偷偷
摘下过眼贴，3个月后的复诊，他的
视力也从0 . 1上升到了0 . 5。

如何找出最好用的眼药水？

自专门从事眼科工作，转眼已
是二十余载。2018年，卢秀珍收治
了一名6岁的女孩琳琳。她患有斜
视需要手术，同时又有I型糖尿
病。

斜视手术前，要保持五六个小
时不吃不喝，对于普通孩子来说，
只要家长严加看管即可，但是琳琳
自身不产生胰岛素，这就导致长时
间空腹会有问题：如果血糖低了，
会出现低血糖昏迷，而如果血糖高
了，则会出现高血糖昏迷。

为保险起见，卢秀珍为琳琳
请内分泌医生会诊，为其调整用
药，并且在术中每隔5至10分钟
就测一次血糖。原本不到1个小时
的手术花了近2个小时，手术非常
成功。“这也提醒了我，术业有专
攻的同时，也应该继续学习，广泛
学习。”

上一次受到这样的触动，还是
在卢秀珍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
士生导师毕宏生院长有时候见到
我问‘昨天几点休息的？’我回答
说10点多，毕院长会笑着说，‘怪
不得你的课题没做完，我都是12
点以后才休息。’”毕院长作为大专
家仍然一天一个脚印的做好医教
研工作，这让当时的卢秀珍很汗

颜，从此更加扎实自己的基础，也
更加勤奋进取。

一路走来，卢秀珍每每遇到
良师。

“走上眼科专业，是因为我在
见习时遇到了一名眼科的老师，她
非常知性优雅。”后来，卢秀珍本
科实习时遇到了当时的急诊科主
任李老师。李老师和其他急诊科
大夫一样，常常半夜到医院抢救。
但他又和其他医生不同，为了了解
患者的痛苦，李老师在自己全身只
要能插管的地方都曾经尝试过插
上管子。

研究生阶段，她的一位研究寄
生虫的老师在非洲遇到了一种寄
生虫，很想带回来研究，却被海关
阻止。于是，这位老师将虫卵吞下，
通过身体带回了这种寄生虫。寄生
虫在体内生长、繁殖、变型，后来将
它取出着实费了一番功夫。身体状
况大受影响，但这位老师从未后
悔。

所以，在成为一名眼科医生
后，卢秀珍将所有眼药水都试用了
一遍，就为了试验出哪种眼药水的
效果更好又没那么刺激。

举着手机的爱人

当然，卢秀珍的患者中，并非
都能被治愈。有些患者的病情是当
今医学水平无法解决的。“‘有时去
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道出了医学
的本质，医学不是简单的科学，医
学是人学。”

就在接受生活日报记者专访
的当天上午，卢秀珍接诊了一名视
神经发育不完全的孩子。只有3岁
的他左眼视力连0 . 1都达不到，
家长万分焦急。在为其进行检查
后，卢秀珍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家
长，孩子的情况是先天的，如今的
医学发展水平还无法治疗他的疾
病。接着，卢秀珍又补充了一句，

“好在他的另外一只眼睛视力还是
正常的，今后也不会因为这只眼睛

而被影响。”
从医时间越长，卢秀珍越重视

人文关怀。她的手机号会告知每位
患者，患者想加她微信，她也都欣
然同意。2018年的一天晚上，她收
到一条微信：“卢医生，我曾经带孩
子找您看过病。孩子爸爸今天晚上
打篮球的时候眼睛被碰了一下，您
能帮忙看看吗？”通过这位曾经的
患者家属发来的照片，卢秀珍判定
是球结膜裂伤，建议伤者到医院把
裂伤缝合。对方又回复说，镇上的
急诊值班医生说没事，不用管。

在卢秀珍的建议下，这家人又
到了县城的医院，最终将破裂伤缝
合，避免了更严重的问题。“有时候
觉得自己举手之劳就能帮到别人，
特别快乐。”

的确，卢秀珍就是一位特别乐
于助人的人。“这也多亏了我爱人
的理解和支持。”有时候在家做饭，
接到陌生电话，她就猜是患者家属
打来的。她本想等做完饭再给患者
回过去，而她的爱人却总会帮她接
通，一直给她举着手机，听她在电
话里给患者答疑解惑。

“因为主要是给孩子们看病，
所以寒暑假会非常忙，有时候累一
天回到家楼下，我都在想，能不能
飞上楼去，累到根本不想走上去。”
卢秀珍说，医生这个职业确实挺累
的，但是职业荣誉感也特别强。

她曾经为一名先天近视500多
度的女孩进行治疗，孩子的家人坐
在诊室门口一直哭。卢秀珍每天给
女孩家长发很长的短信，常常一通
电话打半个多小时。很快，卢秀珍
和女孩的爸爸妈妈成了朋友。如今
孩子上初三了，视力控制在700度
以下，等高中毕业后就可以通过激
光手术对视力进行矫正了。

“这样的患者 家 属 并 不 少
见。”卢秀珍说，自己的耐心再多
一些，家长就能少痛苦一些，孩子
的问题最是牵动家长的心，一定要
将心比心。

(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均为
化名)

□文\片 生活日报记者
董昊骞

小鸭子、小兔子、小棕
熊，硬块糖、彩虹堂、巧克
力……来到山东中医药大
学附属眼科医院(施尔明眼
科医院)斜弱视专业主任卢
秀珍的诊室，仿佛进了儿童
乐园。自2002年参加工作被
称为“卢妈妈”，到如今小患
者口中的“卢奶奶”，从医20
余年来，卢秀珍的“战场”一
直在直径只有二十几毫米
眼球上。

她的心中无所谓成功，
也并不认可一蹴而就的成
绩，因为每天面对不同患儿
的就诊，都是一次全新的开
始。在她的心中，更加认可
多年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无
数个不眠夜对理论知识的
钻研过后带给患儿的光明。

卢秀珍，医学博士，主
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
医院门诊部主任。从事眼科
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0余
年，主要从事斜视、弱视、屈
光及小儿眼病的临床及研
究工作，在弱视诊疗及眼肌
手术方面经验丰富，对特殊
及疑难病例有较强的分析及
处理能力，完成门诊治疗病
例及手术数万人次。研究并
撰写专业论著发表于国家级
核心期刊20余篇，参与编写
专业著作4部，先后参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级科研
项目5项。

现任中国医师协会眼
科医师分会委员会斜视与
小儿眼病专业委员会学组
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
省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及
眼肌学组副组长、山东省青
少年视力低下防治中心专
家委员会委员及秘书、济南
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
员。热心于参加各项扶贫、
助残、义务宣教、查体、咨询
等公益性工作，义务为中小
学及幼儿及科普讲座，尽力
为医治可避免儿童盲及青少
年视力低下而努力，获济南
市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
先进个人光荣称号。兼职研
究生与本科教学并参加编写
专业课程教材，多次获山东
中医药大学实习教学优秀
教师、优秀实习教学管理人
员荣誉称号。

耐心多一些 痛苦就少一些
斜弱视专业眼科医生卢秀珍：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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