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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To estimate the prevalence and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pterygium among the middle - aged and the senile in
the defined rural area of Heilongjiang.
誗METHODS:Population-based cross- sectional study. A
total number of 6 196 subjects aged 50 years or older in 35
villages in Mingshui District of Heilongjiang was studied,
using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s. The prevalence
of pterygium,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risk factors in this
population were studied.
誗RESULTS:There were 5 669 subjects(91. 49%) actually
received the examination and 246 patients(329 eyes) were
found among the population aged 50 years or older. The
prevalence of pterygium was 4. 34%. The prevalence of
pterygium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 for every
10a of age, OR = 1. 616,95% CI:1. 372 - 1. 903,P < 0. 01) .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non - glasses vs
wearing glasses when been outdoors(OR = 5. 045,95%CI :
1. 592 - 15. 985, P = 0. 006 ); outdoor workers vs indoor
workers(OR = 3. 896, 95% CI: 2. 834 - 5. 356, P < 0. 01 ) .
Pterygium was related to the age, glass - wearing and
times working outdoors.
誗 CONCLUSION: In the alpine, rural area of

Honglongjiang, the prevalence of pterygium is decreased.
Old age and outdoor work are the risk factors, while
wearing glasses when going out is a protective factor.
誗 KEYWORDS: pterygium;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rur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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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黑龙江省农村地区翼状胬肉的患病率及相关危
险因素。
方法:以人口为基础的横断面研究,在黑龙江省明水县整
群随机抽取 35 个行政村为调查点,抽取 50 岁以上人群共
6196 名作为调查对象。 研究该人群分布特征和翼状胬肉
的患病率、分布特征、危险因素。
结果:在 50 岁以上人群中,实际接受检查 5669 名,受检率
91. 49% 。 发现翼状胬肉患者 246 例 329 眼,至少有 1 眼
患病的患病率为 4. 34% ;翼状胬肉的患病率与年龄正相
关(年龄每增加 10 岁,OR=1. 616,95% CI:1. 372 ~ 1. 903,
P<0. 01);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外出不配戴眼镜与
配戴眼镜相比,OR = 5. 045,95% CI:1. 592 ~ 15. 985,P =
0郾 006;平时工作活动地点在室外与室内工作者相比,OR =
3. 896,95% CI:2. 834 ~ 5. 356,P<0. 01;平时外出或室外娱
乐的时间>4h 与<4h 相比,OR = 1. 410,95% CI:1. 064 ~
1郾 869,P=0. 017;翼状胬肉的发生与年龄、是否配戴眼镜、
户外工作的时间相关。
结论:在高寒地带的黑龙江省农村地区翼状胬肉患病率有
所下降。 高龄、户外工作是其危险因素,而外出时配戴眼
镜是其保护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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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翼状胬肉是眼科常见病和多发病,研究表明低纬度和
高海拔地区居民及户外工作为主的人群具有较高的患病
率,推测与这些人群受到环境因素中的紫外线辐射较多有
关[1-2]。 有调查发现,地处我国高纬度地区的黑龙江人群
中翼状胬肉患病率比其它地区低[3-4],但也有地处我国高
纬度地区比海南省人群中翼状胬肉患病率高的报道[5]。
为此,我们针对黑龙江省明水县农村地区 50 岁以上的中

039

国际眼科杂志摇 2016 年 5 月摇 第 16 卷摇 第 5 期摇 摇 http: / / ies. ijo. cn
电话:029鄄82245172摇 摇 82210956摇 摇 电子信箱:IJO. 2000@ 163. com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1摇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实际受检人群和失访人群的比较 名(% )
参数 总计 实际受检人数 失访人数 字2 P
年龄(岁) 6196 5669 527
摇 50 ~ 59 2764(44. 61) 2522(44. 49) 242(45. 92)
摇 60 ~ 69 2609(42. 11) 2390(42. 16) 219(41. 56)

0. 619 0. 892
摇 70 ~ 79 734(11. 85) 676(11. 92) 58(11. 00)
摇 80 ~ 91 89(1. 44) 81(1. 43) 8(1. 52)
性别 6196 5669 527
摇 男 3501(56. 50) 3199(56. 43) 302(57. 31)

0. 147 0. 701
摇 女 2695(43. 50) 2470(43. 57) 225(42. 69)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2摇 黑龙江省明水县农村地区 50 岁以上人群不同性别翼状胬肉的患病率 名(% )
性别 右眼单独 左眼单独 双眼同时 至少有 1 眼 合计

男 106(3. 31) 109(3. 41) 54(1. 69) 161(5. 03) 3199
女 50(2. 02) 62(2. 51) 27(1. 09) 85(3. 44) 2470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合计 156(2. 75) 171(3. 02) 81(1. 43) 246(4. 34) 5669

老年人群,进行翼状胬肉的流行病学调查,旨在进一步探
究地处我国东北平原的农村人口翼状胬肉的患病率及相
关危险因素,现总结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采取整群随机抽取的方法,随机抽取明水县 35
个行政村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6196 名为调查对象。 明
水县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平均气
温 2. 9益,年日照 2800h。 总人口数为 320985,其中有
55郾 6%人口居住在农村,主要产业为农业及畜牧业。
1. 2 方法摇 首先,由工作人员逐户登门拜访每户注册居民
并完成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个人一般情况
(出生日期、性别、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等)及
翼状胬肉相关危险因素。 主要包括:(1)外出时是否配戴
眼镜;(2)每天外出或户外娱乐的时间:1)逸4h;2) <4h;
(3)平时工作活动地点:1)室内;2)室外;3)室内室外均
等;(4)吸烟情况:1)不吸烟;2)吸烟;(5)饮酒情况:1)不
饮酒;2)饮酒;(6)每天使用视频终端的时间:1)逸4h;2) <
4h。 其次,全体受检人员均依次进行视力检查、眼压检查
及裂隙灯检查。 对于行动不便者由眼科医生上门检查。
登门拜访 3 次仍拒绝者定为失访人员。 调查队分为两组,
每组都配有 4 名眼科医生和 1 名护士。 医生负责进行眼
科检查,护士负责问卷及视力检查,两组工作同时进行。
分析该地区翼状胬肉的患病率、分布特征及其相关危险
因素。
摇 摇 翼状胬肉的诊断标准:角膜缘的增生组织达到或者超
过角巩膜缘诊断为翼状胬肉[6],如果患者已经手术治疗,
不论是否复发均诊断为翼状胬肉。
摇 摇 统计学分析:采用统计软件 SPSS 17. 0 进行资料分
析,调查对象的年龄采用均数依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卡方检验;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研究人群分布特征摇 50 岁及以上户籍人口共 6196 名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实际接受检查 5669 名,失访人数为
527 名,受检率为 91. 49% 。 其中男性 3199 名(56郾 43% ),
女 2470 名(43. 57% ),年龄 50 ~ 91(平均 61郾 22 依7. 53)
岁。 各段年龄和不同性别中,实际受检人群与失访人群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表 1)。
2. 2 翼状胬肉的患病率及分布特征摇 研究人群中,翼状胬
肉的患病率(表 2):双眼共同患病率为 1. 43% ,右眼单独
患病率为 2. 75% ,左眼单独患病率为 3. 02% ,双眼中至少
有 1 眼的患病率为 4. 34% 。 如表 3 所示,翼状胬肉(至少
有 1 眼患病)的患病率均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增加(P<
0郾 01);男性明显高于女性(5. 03% vs 3. 44% ,P = 0. 004),
OR 值为 0. 673,95% CI:0. 514 ~ 0. 879。 患者的受教育程
度未见明显差异(P = 0. 902)。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表
3),翼状胬肉(至少有 1 眼患病)的患病率与年龄、性别、
是否配戴眼镜、是否饮酒、平时工作活动的地点(室内、室
外或室内外均等)、每天外出或室外娱乐的时间是否>4h
相关(P<0. 05);外出时配戴眼镜的人群中,其翼状胬肉的
患病率 1. 38% ,明显低于外出时未配戴眼镜人群的患病
率( 4. 45% , OR = 0. 301, 95% CI: 0. 095 ~ 0. 946, P =
0郾 040);平均每天户外活动时间<4h 的人群中翼状胬肉的
患病率为 3. 59% ,低于户外活动时间>4h 的人群患病率为
4. 77% (OR = 0. 742,95% CI:0. 562 ~ 0. 980,P = 0. 036)。
饮酒的人群中翼状胬肉的患病率为 5. 80% ,高于非饮酒
人群 4. 03% (OR = 1. 465,95% CI:1. 080 ~ 1. 986,P =
0郾 014)。 而与受教育程度(P = 0. 902)、是否吸烟(P =
0郾 184)、每天使用视频终端的时间是否>4h 等状况无关
(P=0. 995)。
2. 3 翼状胬肉的危险因素分析摇 采用多重 Logistic 回归的
方法进行危险因素的筛选,考虑的因素包括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时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年龄、性别、是
否饮酒、是否配戴眼镜、每天外出或室外娱乐的时间是否
>4h、平时工作活动的地点(室内、室外或室内外均等);采
用向前 LR 法筛选自变量(表 4),翼状胬肉的危险因素包
括:年龄 (每增加 10 岁,OR = 1. 616,95% CI:1. 372 ~
1郾 903,P<0郾 01)、外出不配戴眼镜(OR = 5. 045,95% CI:
1郾 592 ~ 15郾 985,P = 0. 006)、平时工作活动地点在室外
(OR=3郾 896,95%CI:2. 834 ~5. 356,P<0. 01)或室内外均等
(OR=2郾 014,95% CI:1. 188 ~ 3. 416,P = 0. 009)、平时外出
或室外娱乐的时间 > 4h ( OR = 1. 410,95% CI:1. 064 ~
1郾 869,P=0.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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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表 3摇 黑龙江省明水县农村地区 50 岁以上人群翼状胬肉的频数分布表 名(% )

参数 总计
至少有 1 眼患病

名(% ) OR(95% CI) P
年龄(岁)
摇 50 ~ 59 2522 70(2. 78) 1
摇 60 ~ 69 2390 118(4. 94) 1. 819(1. 346,2. 459)

<0. 01
摇 70 ~ 79 676 54(7. 99) 3. 041(2. 110,4. 384)
摇 80 ~ 91 81 4(4. 94) 1. 820(0. 648,5. 111)
合计 5669 246(4. 34)
性别

摇 男 3199 161(5. 03) 1
0. 004

摇 女 2470 85(3. 44) 0. 673(0. 514,0. 879)
合计 5669 246(4. 34)
受教育程度(a)
摇 0 ~ 6 5033 219(4. 35) 1

0. 902
摇 7 ~ 12 636 27(4. 25) 0. 975(0. 648,1. 466)
合计 5669 246(4. 34)
配戴眼镜

摇 否 5452 243(4. 46) 1
0. 040

摇 是 217 3(1. 38) 0. 301(0. 095,0. 946)
合计 5669 246(4. 34)
吸烟

摇 否 4215 174(4. 13) 1
0. 184

摇 是 1454 72(4. 95) 1. 210(0. 913,1. 603)
合计 5669 246(4. 34)
饮酒

摇 否 4686 189(4. 03) 1
0. 014

摇 是 983 57(5. 80) 1. 465(1. 080,1. 986)
合计 5669 246(4. 34)
平时工作活动地点

摇 室内 2591 51(1. 97) 1
摇 室外 2533 175(6. 91) 3. 696(2. 692,5. 074)

<0. 01
摇 室内外均等 545 20(3. 67) 1. 897(1. 122,3. 2. 09)
合计 5669 246(4. 34)
每天外出或室外娱乐的时间

摇 逸4h 3605 172(4. 77) 1
0. 036

摇 <4h 2064 74(3. 59) 0. 742(0. 562,0. 980)
合计 5669 246(4. 34)
每天使用视频终端的时间

摇 逸4h 4103 178(4. 34) 1
0. 995

摇 <4h 1566 68(4. 34) 1. 001(0. 752,1. 332)
合计 5669 246(4. 34)

摇 摇 表 4摇 翼状胬肉危险因素的多重 Logistic回归分析

相关因素 B SE Wals df P OR
95% CI

下限 上限

年龄 0. 474 0. 082 33. 380 1 <0. 001 1. 606 1. 368 1. 887
外出不配戴眼镜 1. 618 0. 588 7. 566 1 0. 006 5. 045 1. 592 15. 985
平时工作活动地点

摇 室内 - - 72. 127 2 <0. 001 - - -
摇 室外 1. 360 0. 162 70. 118 1 <0. 001 3. 896 2. 834 5. 356
摇 室内外均等 0. 700 0. 269 6. 754 1 0. 009 2. 014 1. 188 3. 416
平时外出或娱乐的时间>4h 0. 344 0. 144 5. 723 1 0. 017 1. 410 1. 064 1.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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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摇 摇 明水县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东西长 86km,南北宽
31. 5km,总面积 2400km2 多。 明水县辖 5 个镇、7 个乡,
101 个行政村,人口约 32 万(2011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其中有约 180000(约 55. 6% )生活在农村地区。 2010 年,
黑龙江省农民的平均收入是 4502 元,而明水县农民的平
均收入是 4200 元。 黑龙江省的男女比例 103. 22 颐100,而
明水县农村的男女比例为 106. 4颐100。 明水农村地区的人
口特征可以代表黑龙江省基本水平,此次调查样本量适
中,受检率较高。
摇 摇 本次调查地点选择在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地处我
国的高寒地区,国内外曾有过三次关于高寒地区翼状胬肉
患病率的报道[3-5],本次研究与以往报道相比,在调查人
口的抽样、研究方法、调查结果有不同之处。
摇 摇 先前研究已经证实,地理纬度及年降水量是影响地面
紫外线强度的两大因素,而紫外线照射是形成翼状胬肉的
高危因素[7]。 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明水县农村地区 50 岁
以上 5 669 名人口进行调查,得出此地区翼状胬肉的至少
有一眼患病的患病率为 4. 34% 。 对比以往曾经报道过的
黑龙江本地区的 6. 4% (2006 年) [3] 和 6. 3% (2008 / 2009
年) [4],患病率有所下降,在地理环境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患病率的下降可能与农村地区农业生产方式发生较大变
化相关。 大约在 21 世纪初,大型农用机械开始在黑龙江
省的农村地区普及,机械作业代替大部分手工作业,农民
的户外作业时间从曾经的 8mo 缩短到现在的 1mo 左右,
户外作业时间的大大缩减减少了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时
间,本次调查与最近的本地区调查的时间间隔也有 7a 时
间,这种变化对翼状胬肉的患病率影响逐渐显现。 但处于
更高 纬 度 的 建 三 江 地 区, 其 翼 状 胬 肉 的 患 病 率 为
8郾 99% [5],高于本次调查的患病率,甚至超过了低纬度地
区海南省的 7. 86% [8],究其原因:(1)研究他们的劳作方
式发现,与本次调查的明水县不同,建三江农业土地面积
大、相对集中,人口稀少,人均可耕种面积是明水县人均的
近百倍,即使是使用大机械作业,农民的户外主要劳动时
间也要明显长于明水地区的人群;(2)从地理环境分析,
明水地区虽属平原,明水县东部是小兴安岭余脉之丘陵地
带遮挡,而建三江地区地势平坦,风沙较大且日照时间长,
这可能是建三江地区翼状胬肉患病率较高的原因。 同时
也说明了翼状胬肉的患病率不仅与纬度有关,还与当地的
地理环境及当地人群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摇 摇 本次研究表明,翼状胬肉的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
高,甚至在排除混杂因素后亦是如此。 这与国内外其他报
告相似,比如韩曙霞等[9]报道天津地区的翼状胬肉患病率
即与年龄正相关,这可能反映了紫外线对翼状胬肉影响随
年龄增加的累积效应。 因为此次调查的地点选择在农村,
当地的农民大约有半数以室外作业为主,长期受紫外线照
射及户外风沙的刺激,且少有防护。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
种累积效应愈发明显。
摇 摇 关于性别对翼状胬肉患病的影响,从以往调查来看,
争议较大,大多数研究证实男性患病率较女性为高[10-12]。
也有报道说男女差别不明显[13],甚至有报道说女性高于
男性[14-15]。 本研究做单因素分析时,男性的患病率确实
高于女性(5. 03% vs 3. 44% ),但在多因素分析时,发现性
别并不是其危险因素,推测可能与当地居民的工作生活方
式有关,男女共同担任户外劳作,虽然男性多从事重体力

劳动,但是女性户外劳作的时间几乎与男性相同,只是分
工不同而已,并未导致紫外线暴露时间的差异。
摇 摇 本研究在做翼状胬肉相关危险因素研究时还发现,外
出时不配戴眼镜人群翼状胬肉的患病率明 显 增 高
(4郾 45% vs 1. 38% ),推测可能是眼镜部分遮挡了紫外线
照射作用。 这提示我们,对于长期在阳光照射强的环境中
工作的农民及户外工作者,应通过采用诸如太阳镜、防晒
帽和遮阳伞等有效的防紫外线辐射措施来减少本病的
发生。
摇 摇 关于户外工作对翼状胬肉的影响,在国内外文献中多
有报道:目前普遍认为渔民、农民等户外工作者的翼状胬
肉患病率高于室内工作的人群。 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
论:平时工作活动地点在室外的患有翼状胬肉的危险性要
比室内工作者高约 4 倍,其本质还是在于户外活动时间长
短而引起的紫外线暴露时间的差异。
摇 摇 在本次研究中引入裂隙灯下的眼前节照相是比较成
功的,不仅有利于眼科专家对翼状胬肉进行评判,还使得
流行病学的资料得以保存,为以后的随访及队列研究提供
了便利条件。
摇 摇 由于本次调查的地点选择在黑龙江省农村地区,发现
广大农民群众医疗卫生意识仍然比较淡薄,许多眼病包括
翼状胬肉均得不到及时治疗。 所以,在今后防盲治盲的工
作中,要加强科学知识的宣传,努力提高农村地区的医疗
卫生条件,提高包括翼状胬肉在内的眼科疾病治疗率,促
进农村地区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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