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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做做手手术术，，一一个个月月摘摘掉掉眼眼镜镜恢恢复复视视力力？？
——————儿儿童童近近视视康康复复治治疗疗市市场场乱乱象象调调查查

������“麻烦让一让，叫我了！ ”挤过人群，刘小丽带着小芳冲进
医院的眼科科室。 这是前不久的一个普通周末，刘小丽好不
容易提前抢到号，带着孩子来治疗视力。 眼科科室外挤满了
家长和孩子。

小芳 9 岁那年， 在学校的一次常规体检中查出近视，不
到 100 度。 刘小丽立刻带着小芳去了医院，医生要求保证户
外时间，可刘小丽夫妇因工作繁忙没有好好遵医嘱，结果小
芳的近视度数不断上涨。再去看医生时，医生诊断：小芳的近
视发展较快，可能是遗传了父母的近视，还与电子设备影响
和运动缺失有关———刘小丽和丈夫都有近 500 度的近视。

为了给小芳治疗近视， 刘小丽近年来尝试了不少偏方：
中医按摩、护眼贴、3D 训练……有些套餐产品每个疗程高达
数万元，但使用后收效甚微。

来自河北的小时妈妈告诉记者，9 岁的小时近视度数达
475度。 “平时我们疏忽了视力检查，直到孩子看不清黑板了，
一查已经 200多度了。后来限制他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也吃
了不少叶黄素之类的营养品，但是度数依旧上涨。 ”后来，经朋
友介绍，她带孩子去了一家号称可以治疗近视的康复机构。

“第一次去的时候，孩子连视力表的第一行大字都看不
清楚。 ”小时妈妈回忆，刚开始效果挺好，能看清视力表第三
行了，于是买了套餐坚持做下来，没想到后面不仅没进一步
的效果，还反弹了，依旧看不清视力表的第一行。

来自湖北的豆豆妈妈也带孩子体验过所谓的按摩治疗。
“我们也知道很可能没用， 但抱着宁愿试错 100 次也不愿放
过 1 次机会的心态，没想到做完几次后，孩子的度数反而上
升了。 ”后来，豆豆妈妈带着孩子去医院配了角膜塑形镜，但
也只能起到暂时矫正的作用。

近年来，儿童的近视率越来越高，家长们心急如焚。一些
商家趁机以治疗近视为由， 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和疗法，
打出了“孩子的近视一贴就好”“用了这款近视矫正仪，孩子
视力提升了”“不用做手术迅速摘掉眼镜”等广告。

北京市民马天影就因为听信了某视力恢复中心“不做手
术一个月摘掉眼镜、百分百恢复视力”的宣传，带着孩子踏上
了治疗近视之路。

马天影告诉记者，该中心宣传，其使用的治疗仪器是降度
镜，已经有上百例成功案例，原理是普通眼镜只会越戴度数越
高，而降度镜会越戴度数越低。他花了大价钱买了降度镜，孩子
戴了不仅没效果，视力反而有下降趋势，吓得他赶紧停用了。

后来， 马天影向该中心咨询工作人员是否具有医师资
质，对方没有明确回复，只回答：“用的是物理疗法，不手术”。

“不手术就不需要医师资格，这样的思维在视力恢复治
疗机构并不少见。 我去过好多家类似的治疗机构，都没有得
到答案。”马天影说，“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咨询过的几家
治疗机构都关门了。 ”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 儿童近视治疗市场
还出现了苗医、针灸等方法，此类机构正在全国
范围内招加盟商。

豆豆妈妈告诉记者， 她之前在网上做了许
多关于防止孩子度数加深的功课， 同时也加了
几个近视讨论群。 时间一长，她发现这些讨论群
“不简单”，“群里那些说自己孩子用了什么什么
产品、视力快速恢复的八成是微商”。

记者加入两个近视交流群后发现， 不断有群
友发布 “防治近视经验” 帖子。 在一个群成员为
368 人的“儿童近视防控互助驿站”的讨论群中，
记者注意到，该群禁止他人发布广告，只能由群主
不定时发送护眼产品链接，并分享一些护眼文章。

5 月 27 日，以临近国际儿童节的名义，该群
群主推出促销活动，并分享了购买链接。 记者点
击链接进入店铺后发现， 里面有眼镜、 眼贴、鱼
油、叶黄素以及一些治疗仪等商品。 群主给大家
推荐的是“防控四件套”，即星趣控镜片+哺光仪+
拉远镜+反转拍，整套下来价格是 10786元起。

另一个名为“青少年视力防控交流福利群”
的讨论群有 213 名群成员， 群主主要推销一种
治疗近视的眼贴， 不少群成员是该眼贴的加盟
商，并号称“国家眼保健师”。

群里，经常有群成员提问：近视不可逆，但
为什么用完眼贴能看清 1 至 3 行？ 这时就会有
加盟商回应：“我们调理的是裸眼视力， 也就是
不戴眼镜的视力。 近视不可逆说的是屈光度，也
就是孩子的度数不可逆。 但是不戴眼镜的视力，
可调可控可矫正。 ”

当记者表示有加盟意愿时，立即有多个“保
健师”向记者抛出“橄榄枝”。对方介绍称，加盟售
卖这款治疗近视的眼贴有两个级别，最高级别是
联创级别， 需要交 20.4 万元购买 30 箱眼贴，每
箱单价 6800 元，共 10 盒眼贴，每盒眼贴的零售
价为 3680元。另一个是合伙人级别，购买第一箱
眼贴需要花费 15800 元，第二箱 10800 元，第三
箱到第五箱分别是 9800元、8800元和 7800元。

“你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货，然后去拉别的加盟
商，你进货后卖给加盟商的差价都归你。”一位“保
健师” 向记者推销道，“你可以让周围近视的人先
试试，有效果后再推广。 我们是体验式营销，相信
的人都产生收益了，不相信的人度数都在加深。 ”

当记者问起具体销售方式时， 这位 “保健
师”说道：“只要购买了一箱 15800 元的眼贴，公
司就会立刻教你如何启动市场，怎么铺垫，不久
就能挣回一两万元。 ”

记者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 “近视眼贴”，
相关帖子成千上万。 在某社交平台，多位网友声
称自己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提高了视力，之后
便开始推荐自己使用过的眼贴、眼药水、护眼药
片等产品。 记者通过私信了解到， 其中不少眼
贴、眼药水等产品都是从微商或电商店铺购得。

在这些推销的帖子下面， 对于同一款治疗
近视的眼贴，有人称效果很好，有人却说用了之
后眼部有辣辣的感觉，甚至会不停流泪。 还有网
友说，通过微商渠道购买的同款眼贴，每次拿到
手的产品味道不同，颜色也不同。

记者在电商平台了解到， 不同的治疗近视
眼贴，价格相差比较大，贵的高达 16 元/对，便宜
的低至 2元/对，其中有一些甚至是“三无”产品。
评论区里，有不少买家反馈“交了智商税”。
此外，记者在网上看到某种能够矫正近视、提高
视力的治疗仪，有不少帖子反映：用完这款仪器，
孩子的视力有所提升。但记者进入这些账号的主
页发现，这些帖子内容全都和仪器推广有关。

记者联系上了该款治疗仪的代理商 “曹老
师”， 对方声称自己的孩子就是用了公司的仪器，
结合线下门店的按摩护理，视力从 4.7恢复到 5.1。

“7888 元一台，孩子用完后 1 个月内裸眼视
力提高了 2 至 5 行。 ”曹老师随后建了一个包括
记者和公司西安总部工作人员“程总”在内的群
聊。 据程总介绍，这款治疗仪已经取得了国家专
利，公司的眼部护理技术运用 7 大学科，结合眼
按摩技术、眼放松技术、阿尔法脑波技术和眼训
练技术，安全高效地矫正视力。

既然要用到如此多的技术手段， 治疗仪操作
者是否需要有相关资质？ 曹老师解释说：“治疗师
对学历没有要求，只要加盟就可以进行培训，培训
大约一周后，就可以自己在线下开店。 ”

“我们公司有线上的平台，经常会有直播，大家
都是在线上平台下单，然后去线下的店面取货。 ”曹
老师介绍，加盟不需要交加盟费，但是要向厂家交
押金，押金的金额取决于店面所在的区，地级市的
区 24万元，县级市的区 12万元，押金 5年后退还。

������“早点用，不后悔。 ”不少治疗近视或防控近
视产品中的这句广告词戳中了一些家长的心。一
位家长告诉记者：“一近视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如
果可以治，什么方法都愿意试一下。 ”

5 月 26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发布提示，
提醒广大儿童青少年及家长们勿轻信所谓的治

疗近视广告，近视防控抓早抓小是关键，科学用
眼加上适量的户外活动才是“良药”。

中消协提示称，有一些中药药敷、耳豆、按摩
等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康复干预产品和服务，
以及苗医、针灸、特效眼镜等看似科学的治疗视
力的方法，有些消费者在试用或者初次接受服务
后，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但它们都是通过放松
神经肌肉来缓解因眼疲劳而产生的一些症状，其
实近视依然存在。

“近视仪也是没用的。 ”一位来自北京某知名
眼科医院的眼科医生告诉记者， 对青少年来说，
一般分成假性近视和近视，假性近视主要由于长
期不良用眼习惯诱发， 一般很少超过 200 度，持
续发展就会变成真近视。 假性近视能够通过休

息、纠正不良用眼习惯来恢复，目前市场上各种
治疗假性近视的方法、仪器，有没有具体确切的
疗效，需要进一步验证。

实际上，近年来，聚焦提高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
水平，国家相关部门连续出台多部文件，其中包括引
导学生自觉爱眼护眼、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强化户外
活动和体育锻炼、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等。

教育部近日发布《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试点县(市、区)经验做法推广清单》，介绍了 142
个试点县的做法。比如北京市怀柔区等地的做法
是：增加学生户外活动、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时
间，落实每天校内、校外各一小时、阳光体育一小
时等体育活动要求。 山区学校开展 “远山行”课
程，带领学生走进大自然等。

“对于家长来说，与其急功近利地去寻找视力矫
正产品，不如努力培养孩子科学用眼、爱眼护眼的良
好习惯。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家
长应该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 把课余时间真正
还给孩子，让他们走进大自然、远离电子产品。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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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眼镜， 近视眼的世界就像打了马赛
克；忘了戴眼镜，可能会被人误以为高冷；戴上眼镜，
也有各种麻烦事，比如吃火锅时镜片上全是雾……”
北京市民刘小丽深切体会到近视之痛， 也正因为如
此，女儿小芳的视力问题被她视为“头等大事”。

5年前，9岁的小芳被查出近视 100度， 刘小
丽带着她尝试了各种近视治疗方法： 中医按摩、护
眼贴、3D训练……如今 5年过去了，小芳的近视度
数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日渐高涨，达到了 375度。

和刘小丽有相似经历与担忧的家长不在少数。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儿童青少年总体
近视率达 52.7%，小学阶段 35.6%，高中阶段 80.5%。

一些商家抓住家长的焦虑心理，推出各种各样的治
疗近视产品和疗法，而一些使用过的家长直言被“坑”了。

儿童近视康复治疗市场究竟存在哪些乱象？
记者近期展开了调查。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