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8月23日
本版编辑/张军 美术编辑/陈媛06 身边城事

专家提示，手机、平板电脑会发

出短波蓝光，影响入睡时间和睡眠质

量，建议家长培养孩子睡前少看电子

产品的好习惯。

专家说，由于一些电子产品会发

出短波蓝光，抑制具有调节昼夜节律

作用的“褪黑素”分泌，让身体以为还

是“白天”，保持清醒、警觉。睡前看

手机、平板电脑等不仅会推迟入睡的

时间，还可能影响睡眠整体质量，不

利于恢复脑力和精力。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和孩子约定

在睡眠前一小时内不使用电子产品，

平时也要严格限制孩子使用电子产

品的时间。家长自身要在孩子面前

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尤其是少玩游

戏，为孩子起到好的表率作用。

(综合百度百科、新华社)

儿童睡前看手机
影响睡眠质量

本报邢台电（燕都融媒体记者张会武）

22日记者获悉，日前，邢台市区客运出租车

运价调整方案和出租车运价与车用天然气

价格联动机制出台。按照方案与之前比较，

邢台出租车白天运价从原先的每公里1.3元

调至1.5元。

记者从调整方案中获悉，新的公里运价

为，白天，也就是凌晨 6 时（含 6 时）—夜间

22时（含22时），每公里1.5元。夜间，也就

是 22 时以后—凌晨 6 时以前，每公里 1.8

元。与之前相比，白天涨了0.2元，夜间涨了

0.3元。

延续不变的包括2公里6元的起步价，

每分钟加收1元的等时费，以及车辆行驶5

公里后加收50%的空驶费。

由于出租车运价调整涉及升级出租车

计价器内置芯片等技术问题，自8月19日，

邢台市区出租车依次进行计价器调整，预计

8月24日调整完毕。

为此，当地出租车管理部门要求，出租

车司机严格按计价器收费，不得擅自抬高运

价，监督电话：（0319）3156403。

此外，出租车运价与车用天然气价格联

动方面，以车用天然气现行价格每立方米

4.29元为基期价格，以每立方米5.29元为联

动机制启动价格。当车用天然气价格达到

以及高于每立方米5.29元且稳定一个月时，

每乘次加收1元燃料附加费；当车用天然气

价格达到以及高于每立方米6.29元且稳定

一个月时，考虑调整出租车运价。

当车用天然气价格上涨到联动机制启

动价格区间时，出租车经营服务企业（或行

业协会）提出加收附加费的申请，经市交通

运输局审核，报市发改委批准后执行。当车

用天然气价格下降到相应区间时，按照相应

的程序审批后取消燃油附加费。

邢台出租车
白天运价调至1.5元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孔大龙、郭彦辉

燕都融媒体记者李家伟）入秋以来，河间市

公安交警大队根据辖区特点，按照“除隐患、

防事故、保大庆”交通安全整治攻坚战部署，

在开展酒驾集中夜查和统一行动的基础上，

“三招并用”严查酒驾并取得明显成效。

第一招是紧盯重点场所，执勤交警从紧

盯饮食街和路旁烧烤店重要场所入手，有针

对性地部署警力，科学设置固定与流动查缉

卡点，加大查处力度。第二招是拓展整治范

围，依托“一所一队”，乡镇交警中队在国省

道与县乡道交会处、农村乡镇所在地周边道

路设置临时执勤点，加大对面包车、摩托车

以及农用车驾驶人的检查力度。第三招是

延长整治时段，查处重点时段放在晚上九时

以后和次日早高峰时段，提高查处的针对

性。

河间
“三招并用”查酒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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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男孩
玩手机玩出颈椎病

14岁男孩每天上课时将手机藏在课桌桌洞里打游戏，突然有一天脖子疼痛难忍、头晕眼花；13岁女孩整天手机不离手，到医院

检查时发现脊柱侧弯变形严重……据专家介绍，目前颈椎病发展逐渐年轻化，而手机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儿童患上颈椎病。

燕都融媒体记者 马南

14岁的省会男孩小铭（化名）正在上

初中，非常喜欢打手机游戏，大部分课余

时间都用在了打手机游戏上。今年放暑

假前，小铭又被一款新出的手机游戏迷住

了，废寝忘食地玩了起来。玩了几天后，

小铭的瘾越来越大，就连上课时也放不下

游戏，索性在上课时偷偷将手机塞到课桌

的桌洞里，趁老师不注意时偷着低头打游

戏。放了暑假后，小铭更是抱着手机不撒

手。

日前，小铭感觉自己的脖子疼痛，而

且头晕眼花。母亲得知后，叮嘱他不要再

玩手机游戏，这让已经沉迷游戏不能自拔

的小铭很是害怕。之后虽然难受的症状

仍存在，但小铭为了继续玩游戏，对母亲

撒谎说自己已经没事了。

然而两周之后，小铭的症状越来越严

重，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只得对

母亲讲了实话，母亲赶紧带着小铭到医院

就诊。小铭颈椎x线片显示：颈椎生理弯

曲反张。医生在了解小铭的情况后叮嘱

小铭，一定要避免长时间低头。

长时间玩手机
颈椎受不了

13 岁的女孩月月（化名）是个“追星

族”，非常喜欢几位明星。课余时间，月月

经常抱着手机刷微博，看这些明星的各种

讯息，和“志同道合”的其他追星朋友一起

聊天，并用手机在各种追星 APP 上为自

己的偶像做各种数据任务。

前段时间，几个 APP 都推出了各种

活动，需要粉丝们为自己的偶像投票。这

让月月忙得不可开交，不分昼夜抱着手机

切换各个小号为自己的偶像们投票。虽

然最后自己的偶像在活动中获得了不错

的成绩，月月却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了，

颈背部有酸麻不适的感觉。

月月的母亲带她到医院检查之后发

现，月月脊柱侧弯，颈椎生理弯曲变直，而

这都是因为长期低头坐姿不良所致。

追星女孩忙投票
忙出颈椎病

国外有研究发现，如果使用手机

时姿势不当，可能让颈椎承受多达 27

公斤的重压，相当于给颈椎增加了 3

倍的压力。8 月 21 日，记者采访了河

北省中医院推拿科针刀门诊主任中医

师臧广义，据其介绍，目前颈椎病发展

趋势年轻化，“从初中生开始颈椎病发

病率就很高了，很多十几岁的孩子出

现颈肩部疼痛、四肢放射性疼痛麻木，

还有的出现头痛头晕，这都是典型的

颈椎病表现。”

臧广义介绍说，颈椎病发生的主要

原因一般有三个，受凉、外伤以及积累

性劳损。“长时间低头会导致颈部筋膜

等长期处于异常紧张状态，使得局部血

液循环受到障碍，容易出现病变。孩子

经常低头玩手机，时间长了会造成积累

性劳损，诱发颈椎病，严重影响健康，甚

至有可能出现下肢瘫痪。”

臧广义提醒家长，如果孩子出现如

下情况，家长就要注意孩子的颈椎了：

“首先是孩子脖子经常酸痛、僵硬、发

沉；第二个是后头部疼，经常出现头晕，

颈部活动时头晕加重；第三个是上肢麻

木。如果孩子经常出现这三种情况，家

长就应该加强警惕，孩子是否颈椎出现

问题，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进行检

查，早点儿采取措施。在治疗的同时，

一定要叮嘱孩子不要长时间低头，注意

颈肩部活动。”

颈椎病发展趋势年轻化

随着智能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儿

童使用手机也愈发普遍起来。然而因

为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可能对身体造

成损伤以及占用大量时间，因此家长和

老师对于孩子过多使用智能手机意见

颇多。

去年8月30日，教育部等八部门联

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

施方案》，其中提到：家长陪伴孩子时应

尽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有意识地控

制孩子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

品。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

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要进行

统一保管。

而欧美等国家对于禁止学生携带

手机进入校园也已经有了社会共识。

法国立法禁止小学和初中学生在校园

内使用手机。英国也推出了让学生少

玩手机的手机应用程序。

“智能手机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不

能让智能手机控制我们的孩子，”8月21

日，记者就此采访了社会学家王萍，“为

了孩子的健康，家长和老师乃至社会都

应该帮助孩子们逐渐远离手机，不要让

孩子们因为玩手机而付出太多的代

价。”

“不要让孩子为玩手机付出太多代价”

相关链接

在玩手机的问题上，父母可以和

孩子“约法三章”，约定时要注意：

要清晰地指出孩子需要改进的

行为。如：一天玩手机不能超过1个

小时，玩手机必须是在完成作业以

后。目标要具体、明确。

要清楚地说明孩子完成约定可以

得到什么，和没有完成约定将失去什么。

要把约定书面化，时时刻刻可以

看到。

在达成约定的过程中，要尽量吸

取孩子的意见。

如何对待孩子玩手机

专家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儿

童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成为名副其

实的“盯屏一族”，出现视力健康问题

的孩子越来越多，并且呈现低龄化的

趋势。专家提醒，不要让儿童特别是

0 到 3 岁的幼儿过早接触电子产品，

避免孩子发生眼部疾病。

据湖南省人民医院眼二科主任

沙莎介绍，近年来，医院收治的弱

视、斜视、屈光不正等眼疾病的患儿

越来越多，这些孩子都有一个共同

特点，就是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

的时间很长，慢慢地孩子双眼就变

成了“眯眯眼”。0 到 3 岁为儿童视

力发育的关键时期，近视、远视、散

光患儿很难及时发现，容易导致病

情发展为弱视，造成不可逆的视力

损伤。

专家提醒，应鼓励孩子多参加户

外活动，接受充分的阳光照射，延缓

近视发生。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屈

光度等，以便尽早进行干预。

儿童长时间“盯屏”易发眼部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