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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小眼镜”不断增多

青 少 年 近 视 率 不 断 上 升
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

在美国，基于凯撒医疗集
团南加州儿科眼科检查数据、
2020 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等
资 料 的 一 项 最 新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全 美 估 计 共 有 超 过 1950

万 名 近 视 儿 童 ，近 视 率 约 为
36.1%。

在英国，英国验光师协会
发布的数据显示，超过 340 万
名 4 至 16 岁的青少年和儿童
被诊断出有视力问题；13%的
青 少 年 和 儿 童 存 在 未 确 诊 的
视力问题，对学习造成影响。

在德国，虽然受数据保护
规定限制，无法对青少年近视
率建立数据库，但多位眼科专
家一致指出，德国青少年近视
率在上升。

在日本，据日本文部科学
省 2019 年的学校保健统计调
查，裸眼视力不足 1.0 的小学
生占比达 35%；初中生裸眼视
力不足 1.0的约占 58%。

在韩国，根据韩国眼科学
会的数据，韩国近视人群比例
在 全 球 排 名 靠 前 ，每 10 名 青
少年中就有 8人近视。

在中国，中国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 2021 年 7 月发布的
数 据 显 示 ，2020 年 中 国 儿 童
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
近视低龄化问题仍然突出，小
学阶段近视率攀升速度较快。

新冠大流行加剧近视

新冠疫情以来，严格的居
家 隔 离 措 施 导 致 户 外 活 动 减
少，用电子设备在线上课时间增多，给近视防控
带来挑战。

2021 年 9 月刊登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眼科
学卷》上的一项观察性研究中，中国中山大学的
研究人员比较了来自广州约 2000 名学生的眼科
检查数据，结果显示中国学龄儿童在新冠大流行
期间近视度数增加，且近视率有所上升。

俄罗斯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俄罗斯 15

岁以上人群中有 41%的男性和 57%的女性戴框
架或隐形眼镜。 2021 年，上述数据分别上升至
49%和 58%。俄罗斯 Eyecraft 眼科工作室眼科
医师玛丽亚·莱维娜认为，新冠疫情无疑是导致
近视率攀升的一个要因。

韩国因疫情多次下达停课令。据《韩国时
报》援 引 韩 国 金 氏 眼 科 医 院 的 一 项 调 查 报 道 ，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间，到这家医院就诊
的 15 岁以下儿童中，74.9%是近视患者，同比增
加 6.6%。

美国研究人员也表示，新冠疫情加重了美国
儿童及青少年近视率。学校停课期间，儿童只能
在线上课，对视力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据厄瓜多尔《电讯报》2020 年 10 月援引一
项眼科专家研究结果报道，疫情暴发后，厄瓜多
尔近视发病率增加了 15%。疫情期间，民众过度
使用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导致视力降低和眼
科疾病发病率升高。

构建多重防治体系

虽然近视的发展和进展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但遗传和环境因素已被证实与近视有关。其中
的环境因素，如较多的近距离用眼、较少户外活
动，都可能诱发近视。

德国图宾根大学眼科研究所专家弗兰克·舍
费尔介绍，多项研究显示，儿童和青少年如果在
亮度低于室外的封闭房间内，长时间近距离用
眼，近视的风险将明显增大。

日本眼科医师协会说，看书、写字、看电视等
都需要近距离用眼，这是导致儿童近视增多的主
要原因。近年来日本儿童近视率有所增加，也与
儿童过早过多接触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有
关。总的来说，现代化生活环境加剧了近视问题。

为预防近视，多位眼科专家表示，儿童和青少
年应坚持科学用眼，其中包括保持正确姿势、避
免眼睛疲劳、增加户外活动和定期检查视力等。

在英国，医生依据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对在校
学生定期进行视力筛查，并为家长列出一份视力
问题迹象清单，提醒家长和学校一旦发现孩子出
现相关症状，及时到医院或眼科诊所查视力。

俄罗斯眼科医师希洛娃介绍，俄规定学校每
堂课时不得超过 45 分钟，此外需安排羽毛球之
类的运动，让孩子们通过打球变换眼球焦距。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客座教授理查德·林德斯
特伦表示，最基本的措施是行为矫正，保证儿童
每天 1至 2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总之，儿童和青少年近视问题应早筛查、早
诊断、早干预、早治疗。应对“小眼镜”问题，不能
单靠个人、家庭和医院，政府、学校、社会各方面
都 应 参 与 ，形 成 一 个 多 系 统 、立 体 化 的 防 治 体
系。正如《英国医学杂志》一篇文章所说，眼保健
专业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父母，
需要集体努力预防儿童近视，避免形成因新冠疫
情导致的视力方面的潜在公共卫生危机。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6月 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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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舟 巡乘 舟 巡 宇 探 天 河宇 探 天 河
——神舟十四号飞天纪实

夏 风 微 拂 ，为 神 舟 飞 船 送 行 。 浩 瀚 苍
穹，盼飞天英雄到来。

2022 年 6 月 5 日 10 时 44 分，惊天动地的
巨响过后，长征二号Ｆ运载火箭托举着载有
３名航天员的神舟十四号飞船，从大漠深处
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飞赴苍穹。

这 是 中 国 空 间 站 建 造 阶 段 的 首 次 载 人
飞行，也是中国人的第 9 次太空远征。

火箭腾空而起的时刻，天和核心舱和天
舟货运飞船组成的中国空间站正飞临上空，
等待着新家人的到来。

乘舟巡宇，再探天河。全部由我国第二
批航天员组成的飞行乘组将在轨工作生活 6
个月，主要任务是配合问天实验舱、梦天实
验舱与核心舱的交会对接和转位，完成中国
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等。

建造属于自己的“太空家园”，中国航天
人 接 力 奋 战 了 30 年 ，中 华 民 族 也 期 盼 了 千
百年。

多国警告抵制美洲峰会 美国遭遇外交尴尬

北 京 时 间
2022 年 6 月 5 日
10 时 44 分 ，搭 载
神 舟 十 四 号 载 人
飞 船 的 长 征 二 号
F 遥 十 四 运 载 火
箭 在 酒 泉 卫 星 发
射 中 心 点 火 发
射 ，约 577 秒 后 ，
神 舟 十 四 号 载 人
飞 船 与 火 箭 成 功
分 离 ，进 入 预 定
轨 道 ，飞 行 乘 组
状 态 良 好 ，发 射
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6 月 6 日 是 全 国“ 爱 眼
日”。在中国，儿童和青少年
群体中的“小眼镜”问题引起

高度重视。事实上，青少年近视
也 是 一 个 世 界 性 问 题 ，新 冠 疫 情 暴

发导致户外活动减少和在线上课时间增加，
让 青 少 年 近 视 问 题“ 雪 上 加 霜 ”。 政 府 、学
校、家庭等各方如何通力合作，共同为儿童
和青少年视力保驾护航，成为当今世界的重
要课题。

东风劲吹易扬帆东风劲吹易扬帆

6月 5日清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
欢送的人群和媒体记者，已经在这里翘首以待，盼望

着神舟十四号航天员的出现。
7 时 50 分许，在《歌唱祖国》的旋律和现场人群的欢呼

声中，身着航天服的陈冬、刘洋、蔡旭哲迈着稳健的步伐出
现在人们面前。

自 2003 年起，中国航天员的每一次太空之旅，都是从
这里出发的。

阳光，柔和地洒在他们的身上，也洒在他们身后的墙
上。墙上，神舟五号到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的照片依次排
开，其中就有陈冬和刘洋。

2016 年金秋，属马的陈冬首次实现了自己的飞天梦
想。6年来，他对那片星空念念不忘，“原来是想上太空，现
在是更想上太空”。

首次以指令长身份重返太空，陈冬更加从容和自信：
“我们乘组一定会以满格的信心、满血的状态、满分的表
现，坚决完成任务。”

2012 年 6 月，属马的刘洋代表中国女性驰骋苍穹、高
飞九天，成为我国首位飞天的女航天员，她出征时的靓丽
身影、遨游太空的潇洒身姿至今令人难忘。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节，刘洋迎来二度飞天的机会。
她说，10年来，她静心学习训练，一直为飞行任务做着充分
的准备，为的就是“一次次把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

2010 年 5 月，属龙的蔡旭哲正式成为航天员大队的一
员。12 年来，他始终苦练不辍，时刻为执行飞天任务准备
着。首次出征太空，这位“航天员新手”期待体验太空失重
的感觉，更期待着看到“太空家园建成的那一刻”。

突然间，现场一片安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迎
面肃立，3名航天员一字排开，立正，敬礼！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
任务，准备完毕，请您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航天员陈冬！”“航天员刘洋！”“航天员蔡旭哲！”

“出发！”
“是！”３名航天员齐声响亮回答，共同抬臂敬礼。随后，

他们向送行人群微笑着挥手致意，登上车辆前往发射场。
大漠见证，中华民族朝向寥廓太空的又一次远征开

始了。

合力铺就飞天路合力铺就飞天路

问天阁 5 公里之外，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
射场，105米高的发射塔架在蓝天下伫立。

“各号注意，30 分钟准备！”零号指挥员邓小军的口令
清晰坚定。

发射塔架缓缓打开，乳白的船箭组合体巍峨耸立，静
待腾空而起的时刻。

用于发射的长征二号Ｆ运载火箭，是目前我国唯一一
型载人运载火箭，自 1999 年首飞至今，已成功发射 13 艘神
舟飞船和 2 个空间实验室，其中包括 8 次载人发射任务，成
功率 100%。

“目前，长二 F 火箭的可靠性评估值达到 0.9894，安全
性评估值达到 0.99996 这一国际先进水平。”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常武权介绍。

空间站任务中，航天员在轨飞行时间长。为应对可能
出现的突发状况，从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开始，采
取“发射一发、备份一发”及“滚动备份”的新发射模式，给
航天员生命安全加上了“双保险”。

长征二号 F 遥十四运载火箭就是神舟十三号任务的
应急救援火箭，也是第二枚执行应急值班“站岗”任务的运
载火箭。

“4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航天员成功返回，遥十四火箭
由应急状态转入正常任务状态，再加上发射准备时间，站
立时长近 10 个月，这也刷新了此前遥十三火箭创下的站
立纪录。”常武权说。

此时，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显示大厅巨幅电子显
示屏幕上可以清晰看到，3 名航天员正在神舟十四号载人
飞船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项检查。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是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应急
救援飞船。

空间站任务实施以来，为了确保任务顺利展开与航天
员绝对安全，神舟飞船要具备天地结合多重保证的应急救
援能力。为此，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的研制人员采用“滚动
待命”策略，即“一船发射、一船待命”，并使飞船具备 8.5 天
应急发射能力。

目前，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已在发射场待命达 7个月。
“各号注意，15分钟准备！”倒计时的口令声又一次响起。
发射场系统责任总师王作兵再次确定一切设施设备

正常后，把平台防护罩扣好，和同事们撤离到安全区。他
们是火箭点火前最后撤离发射场的工作人员。

“各号注意，1 分钟准备！”口令声中，扶持火箭的摆杆
打开，发射塔架上与火箭相连的各系统设备自动脱落。

此刻，发射场安静了下来，现场所有人屏住了呼吸，只
有倒计时的口令声在天地间回荡——

“5、4、3、2、1，点火！”
橘红色的火龙从火箭底部猛地喷射出来，火箭拔地而

起，直冲云霄，在蓝色天际划出一道壮美的弧线，朝向刚刚

飞临发射场上空的空间站组合体飞去。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23 次飞行

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 3次载人飞行任务。

相约相约““天宫天宫””新征程新征程

火箭点火约 577 秒后，神舟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
入预定轨道，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同
时也意味着，长征二号 F 遥十五火箭正式“接棒”成为应急
救援值班火箭，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也作为神舟十四号的
应急救援飞船开始待命。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期间将全面完成以天和核心舱、
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天宫空间站建造，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任务一项接着一项，都非常复杂非
常重要。”陈冬说，“面对这么庞大的系统、繁重的任务，我
们完成任务的标准没有变，就是要拼。”

对他们来说，这将是极具风险和挑战的半年——
其间，他们将和地面配合完成空间站组装建设工作，

从单舱组合体飞行逐步建成三舱组合体飞行状态，经历 9

种组合体构型、5 次交会对接、3 次分离撤离和 2 次转位任
务；将首次进驻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来完成载人环境
的建立；配合地面开展两舱组合体、三舱组合体、大小机械
臂测试、气闸舱出舱相关功能测试等工作；首次利用气闸
舱实施出舱活动；完成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十余个机
柜解锁、安装等工作。

其间，他们还将开展“天宫课堂”太空授课及其他公益
活动，开展在轨健康监测与检查、防护锻炼、在轨训练与演
练，以及大量空间站平台巡检测试、设备维护、维修验证、
物资管理和站务管理等工作。

对他们来说，这也将是充满惊喜和浪漫的半年——
其间，他们将在太空上为祖国庆祝生日，也将在空间

站里共度浪漫的中秋节。他们还将在任务末期迎来亲爱
的战友——神舟十五号乘组入驻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
史上首次航天员在轨轮换，到时候会有 6 名中国人同时在
太空工作生活。

其间，他们要继续开展相关实验工作，利用更好的平
台做科技水平更高、更复杂的科学实验，让空间站不仅是
中国人的太空家园，更成为科技成果的孵化器，服务全世
界，造福全人类。

1992 年 9 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并确定了
“三步走”发展战略。

从无人到有人、从一人到多人、从短期停留到中长期
驻留、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30 年来，中国航天人始
终不懈努力、奋力拼搏，“三步走”发展战略稳步推进，不断
刷新着中国高度、创造着中国奇迹。

根据计划，我国将在今年底完成空间站建造。而建造
中国空间站既是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
重要目标，也是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重要引领性工
程，更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航天梦。

“中国太空家园将在我们手里竣工，我们是多么地幸
运、多么地幸福，我们更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民族、伟大
的时代感到自豪。”陈冬说。

目前，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正在开展一系列技术攻
关，研制中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将会更舒适更智能，百吨级
重型火箭越来越近……空间站建成之后，中国载人航天面
向的就是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酒泉 6月 5日电）

第九届美洲峰会将于 6 日至 10 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美方因不打算邀请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领导人参会，遭
到多个美洲国家领导人批评或抵制。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打着所谓“民主”旗号霸道决定谁出
席美洲峰会的做法不得人心，暴露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影响
力正在下降，“美式霸权”日渐衰落。

引发多国强烈抗议

美国国务院宣称，由于“民主问题”，不太可能邀请古巴、
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领导人出席美洲峰会。美方无理表态
引发拉美地区多国强烈不满，认为美国借举办峰会搞“分裂、
霸权、歧视”，多国领导人警告抵制峰会。

墨西哥、玻利维亚、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国领导人 5月纷纷
表示，若美国不邀请全部美洲国家领导人，则拒绝参加此次
峰会。现任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轮值主席国阿根廷也呼
吁，美洲峰会不应把任何美洲国家排除在外。

5月底举行的第 21届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峰会通过的声明指
出，所有美洲国家应在平等条件下受邀参加第九届美洲峰会，美
国作为主办国无权排除部分国家或侵犯他国主权和独立，“此类
排他性的会议”无助于解决地区和全球面临的挑战和威胁，美国
为服务其霸权利益企图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制造分裂。

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哈维尔·雷耶斯

指出，美国通过将部分国家排除在美洲峰会之外，寻求利用
峰会强化霸权。西班牙《起义报》网站文章说，美国政府奉行
单边主义，“这是帝国君主制的典型做法”。

平行峰会表达不满

直至 6 月 2 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仍表示未决定参加美
洲峰会。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于 6 月 1 日确认将出席美洲
峰会。阿根廷媒体报道，会议期间费尔南德斯将就“美国决
定将尼加拉瓜、古巴和委内瑞拉排除在峰会之外”进行发言。

另据西班牙媒体 5 月末报道，阿根廷正在组织另一场与
美洲峰会同时举行的平行峰会。该会议将由阿方以拉美和加
勒比国家共同体轮值主席国的名义召集，智利和墨西哥已确
认将出席该会议。报道说，这一会议不仅与美洲峰会日期相
同，而且会议地点也相同，会议将举行领导人早餐会，讨论美
国主办美洲峰会却不邀请美洲国家组织所有成员的行为。

古巴美洲问题专家拉斐尔·埃尔南德斯日前接受采访时
说，如果美国将部分美洲国家排除在美洲峰会之外，那么大
家都会去参加另一个峰会，那个峰会“可能会更有意思”。

地区霸权衰落象征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旨在借此次美洲峰会彰显其在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的领导地位，然而美国的霸道做法让峰会遭
到越来越多拉美国家领导人的批评或抵制，这增加了美国
作为主办方面临尴尬的风险，暴露出美国在拉丁美洲影响
力下降。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文章说，本次美洲峰会恐将沦
为一场“貌似例行、实则徒有红毯装点的非正式闲谈”，可能
象征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衰落。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高级研究员瑞安·
贝格认为，美国本可以借此次美洲峰会设置对美洲地区的
政策议程，但美国可能会失去这个机会。就目前地缘政治
形 势 来 看 ，“ 拉 丁 美 洲 正 逐 渐 从 美 国 的 战 略 资 产 变 为 战 略
负债”。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中心
教授玛丽安娜·阿帕里西奥认为，举办美洲峰会，首先应在美
洲地区达成共识。而美国对拉美国家缺乏基本尊重，将拉美
视作“后院”随意霸凌，对拉美滥施制裁、输出通胀、搞政治干
预等。多国领导人批评或警告拒绝参加美洲峰会，正是对美
国“霸权主义”的质疑和抵制。

委内瑞拉资深政治分析师费尔南多·里韦罗直言：“这不
仅是美洲峰会的失败，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表明世界
正在发生变化的又一个迹象：美国的单极霸权走到头了。”

新华社记者 林朝晖 邓仙来
（新华社北京 6月 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