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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多维度对近 １０ａ 东莞地区 ４ ~ ２２ 岁屈光不正人
群中 ５２２２６ 条眼轴长度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ꎬ为防治屈光
不正工作者提供资料参考ꎮ
方法:大样本回顾性研究ꎮ 收集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在东莞光明
眼科医院门诊就诊的 ４~２２ 岁屈光不正患者的性别、年龄
及眼轴长度ꎬ共 ２６１１３ 人 ５２２２６ 眼ꎮ 将眼轴长度数据置于
性别、眼别、年龄 ３ 个维度内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结果:东莞地区 ４ ~ ２２ 岁屈光不正人群中:女性眼轴长度
短于男性( ｔ ＝ ３４.２９７ꎬＰ<０.００１)ꎻ左眼眼轴长度在 １０ ~ ２２
岁人群中短于右眼( ｔ＝ ５.３６２ꎬＰ<０.００１)ꎻ眼轴长度增长速
率存在两个峰值ꎬ分别为 ７~ ８ 岁和 １８ 岁ꎻ得出回归方程:
男性(４~２２ 岁)眼轴长度(ｍｍ)＝ ２１.９７＋０.２２４×年龄(Ｆ ＝
１４３５２.９ꎬＰ<０.００１ꎬ调整 Ｒ２ ＝ ０.３３２)、女性(４ ~ ２２ 岁)眼轴
长度(ｍｍ)＝ ２１.４０＋０.２３４×年龄(Ｆ ＝ １２４９１.９ꎬＰ<０.００１ꎬ调
整 Ｒ２ ＝ ０.３４９)ꎮ
结论:东莞地区 ４ ~ ２２ 岁人群中:女性平均眼轴长度短于
男性ꎻ随着年龄增长ꎬ１０ 岁开始右眼轴增长速度快过左
眼ꎻ７~８ 岁及 １８ 岁阶段眼轴增长速度较快ꎮ
关键词:眼轴长度ꎻ屈光不正ꎻ性别因素ꎻ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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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屈光不正是影响成年人视觉功能的重要原因之一[１]ꎮ

屈光不正分为近视、远视、散光ꎮ 近视因其在中小学生中
的高患病率ꎬ成为损害青少年视力的主要眼病ꎬ并被世界
卫生组织列为“视觉 ２０２０”行动中要求改善消除的 ５ 类眼
病之一[２]ꎮ 许多学者研究表明:近视主要表现在眼球前后
径的增长ꎬ即随着眼轴长度的增长ꎬ近视程度也相应加深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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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关系密切[３－５]ꎮ 东莞光明眼科医院 ２００２ 年成立ꎬ是东
莞地区第一家眼科专科医院ꎬ目前东莞常住人口约 ８００ 万
人ꎬ东莞光明眼科医院每年就诊的屈光不正患者约 ３ 万人
次ꎬ具有地区代表性ꎮ 本次回顾性研究收集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
至东莞光明眼科医院门诊就诊的屈光不正患者的眼轴参
数ꎬ并对其进行分析ꎬ探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不同
眼别与眼轴的关系ꎬ从而为近视防控工作提供资料依据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回顾性收集 ２００９－０５ / ２０１８－１２ 东莞光明眼科医
院青少年视力健康中心(中心只检查诊断为屈光不正的患
者)ꎬ使用 ＩＯＬ Ｍａｓｔｅｒ 光学生物测量仪测量的数据共 ５０３３０
人次 ８３６２９ 条眼轴长度数据(数据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
期、检查日期、双眼眼轴长度数据)进行筛选ꎬ筛选条件:(１)
正确的中文姓名ꎻ(２)检查当日年龄为 ４~２２ 岁ꎻ(３)双眼眼
轴长度数据无缺失ꎬ剩余 ２６１１３ 人次共 ５２２２６ 条眼轴长度
数据符合筛选条件ꎮ 因 ＩＯＬ Ｍａｓｔｅｒ 光学生物测量仪内部无
性别数据ꎬ通过编写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库程序ꎬ将筛选出的 ２６１１３
人次资料与我院 ＨＩＳ 系统(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内门诊患者
资料进行匹配(患者资料内未发现同名不同性别情况ꎬ匹配
条件为姓名一致)后自动加入性别资料ꎮ 最终得到 ２６１１３
人次共 ５２２２６ 条眼轴长度数据可供本次研究使用ꎮ 本研究
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ꎬ所有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ꎮ
１ ２方法 　 使用 ＩＯＬ Ｍａｓｔｅｒ 光学生物测量仪进行眼轴长
度测量ꎮ 检查人员均经过 ＩＯＬ Ｍａｓｔｅｒ 光学生物测量仪培
训ꎬ具备丰富眼科检查经验ꎮ 检查过程按照规范操作ꎬ眼
轴长度数值由连续 ５ 次测量取平均值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ꎮ 年龄数据采用检查当日
受检者年龄ꎮ 连续变量组采用直方图进行正态分布检验ꎮ
不同性别组的眼轴对比、不同年龄组内左右眼眼轴对比均
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及线性回归
方法评估年龄与眼轴长度的关系ꎮ Ｐ<０ ０１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一般资料　 纳入研究的 ４~２２ 岁屈光不正患者 ２６１１３
人次ꎬ其中男 １４４６０ 人 ２８９２０ 眼ꎬ女 １１６５３ 人次 ２３３０６ 眼
(表 １)ꎮ 不同性别间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ｔ ＝
－０ ６６８ꎬＰ＝ ０ ５０４)ꎮ 眼轴长度及年龄数据均符合正态分
布(图 １ꎬ２)ꎮ
２ ２不同性别间眼轴长度差异　 男性平均眼轴为 ２４ ２６±
１ ５５ｍｍꎬ女性平均眼轴为 ２３ ８０±１ ４８ｍｍꎬ两组间眼轴长
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３４ ２９７ꎬＰ<０ ００１)ꎬ从男女眼轴
长度与年龄线图(图 ３)可以看出ꎬ每个年龄段女性眼轴均
短于男性ꎮ
２ ３左右眼眼轴长度的比较　 绘制左右眼眼轴长度－年龄
线图ꎬ可发现从 １０~１１ 岁组开始ꎬ左右两眼的眼轴长度曲
线逐渐分离(图 ４)ꎮ ４~９ 岁年龄组内左、右眼眼轴长度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１ ８４４ꎬＰ ＝ ０ ０６５)ꎬ１０ ~ ２２ 岁年龄组
内左、右眼眼轴长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５ ３６２ꎬＰ <
０ ００１)ꎮ
２ ４年龄与眼轴长度的关系　 年龄与眼轴长度呈正相关
性( ｒ＝ ０ ５７５ꎬＰ<０ ００１)ꎮ 绘制年龄－眼轴长度线图及半

　 　 图 １　 眼轴长度直方图ꎮ

图 ２　 年龄直方图ꎮ

表 １　 总体眼轴数据情况

年龄(岁) 眼数 性别 眼轴均值(ｘ±ｓꎬ ｍｍ)
４~５ ３４２２ 男 ２２ ５３±１ ２

２７２８ 女 ２２ ０２±１ １４
６~７ ４４８２ 男 ２３ １５±１ ２６

３０８０ 女 ２２ ６６±１ ２６
８~９ ５３２４ 男 ２４ １２±１ ２２

４０２０ 女 ２３ ６７±１ １５
１０~１１ ５８２０ 男 ２４ ６９±１ １３

５３０６ 女 ２４ １８±１ ０６
１２~１３ ４５６２ 男 ２４ ９８±１ １６

４１８４ 女 ２４ ４５±１ ０９
１４~１５ ２２５６ 男 ２５ １６±１ ２８

２１１８ 女 ２４ ６４±１ ２１
１６~１７ １２６８ 男 ２５ ３±１ ４５

９３６ 女 ２４ ８４±１ ３９
１８~１９ １０６４ 男 ２５ ５７±１ ３９

４５０ 女 ２５ ２５±１ ３２
２０~２２ ７２２ 男 ２５ ７７±１ ３２

４８４ 女 ２５ ４３±１ ３８
　 　 　 　 　

总计 ２８９２０ 男 ２４ ２６±１ ５５
２３３０６ 女 ２３ ８０±１ ４８

９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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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男女眼轴长度与年龄线图ꎮ

图 ４　 左右眼轴长度与年龄线图ꎮ

图 ５　 不同年龄组眼轴长度线图(左)及半对数图(右)ꎮ

对数图(图 ５)可见 ６~７ 岁组、１６~１７ 岁组起眼轴长度明显

加速ꎮ 为此ꎬ分析各年龄层眼轴长度增长率(因样本量问

题ꎬ合并 １９ 及 ２０ 岁数据ꎬ合并 ２１ 及 ２２ 岁数据进行统计)
(表 ２)ꎬ结果如表图所示ꎬ年龄－眼轴长度增长率线图呈双

峰状(图 ６)ꎬ７~８ 岁及 １８ 岁各为峰顶ꎮ

图 ６　 年龄－眼轴长度增长率线图ꎮ

图 ７　 男性眼轴长度－年龄散点图ꎮ

表 ２　 不同年龄眼轴长度均值

年龄(岁) 眼数 眼轴长度均值(ｍｍ) 眼轴长度增长率(％)
４ ２３４６ ２２ ２１ －
５ ３８０４ ２２ ３６ ０ ６９
６ ３８８０ ２２ ７２ １ ５８
７ ３６８２ ２３ ２０ ２ １２
８ ４２１８ ２３ ７２ ２ ２４
９ ５１２６ ２４ ０９ １ ５９
１０ ５６６０ ２４ ３５ １ ０７
１１ ５４６６ ２４ ５５ ０ ８１
１２ ５２４４ ２４ ６９ ０ ５７
１３ ３５０２ ２４ ７９ ０ ４３
１４ ２４８２ ２４ ８６ ０ ２７
１５ １８９２ ２４ ９６ ０ ４２
１６ １１４８ ２５ ０３ ０ ２８
１７ １０５６ ２５ １８ ０ ５９
１８ １０００ ２５ ４５ １ ０８
１９~２０ ９４０ ２５ ５３ ０ ３１
２１~２２ ７８０ ２５ ６８ ０ ５８

　 　 　 　 　 　
总计 ５２２２６ ２４ ０６ －

２ ５年龄－眼轴长度线性回归模型　 因年龄与眼轴长度间
呈正相关性( ｒ＝ ０ ５７５ꎬＰ<０ ００１)ꎬ而男女间眼轴长度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３４ ２９７ꎬＰ<０ ００１)ꎬ故分别建立男、女年
龄－眼轴长度线性回归模型ꎮ 通过散点图判断(图 ７、８)ꎬ
男、女年龄及眼轴长度存在线性关系(因数据过于巨量ꎬ
故散点图采用随机选择 １％数据绘制)ꎮ

通过绘制标准化残差散点图和带正态曲线的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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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第 １９ 卷　 第 ７ 期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电话: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电子信箱:ＩＪＯ.２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图 ８　 女性眼轴长度－年龄散点图ꎮ

和 Ｐ－Ｐ 图ꎬ判断男、女两组年龄－眼轴长度数据残差方差
齐且近似正态分布ꎮ

最终得出回归方程: 男性 ( ４ ~ ２２ 岁) 眼轴长度
(ｍｍ)＝ ２１ ９７＋０ ２２４×年龄ꎬ年龄对男性眼轴长度的影响
有统计学意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Ｆ ＝ １４３５２ ９ꎬＰ<０ ００１ꎬ
调整 Ｒ２ ＝ ０ ３３２)ꎻ女性 ( ４ ~ ２２ 岁) 眼轴长度 ( ｍｍ) ＝
２１ ４０＋０ ２３４×年龄ꎬ年龄对女性眼轴长度的影响有统计
学意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Ｆ ＝ １２４９１ ９ꎬＰ<０ ００１ꎬ调整
Ｒ２ ＝ ０ ３４９)ꎮ
３讨论

本次研究为大样本回顾性研究ꎬ通过数据分析反映出
东莞地区 ４~２２ 岁人群在真实世界中性别、眼别、年龄三
个维度内的眼轴长度特征ꎮ

本次研究发现男女间眼轴长度存在统计学差异ꎬ４~２２
岁每个年龄段女性平均眼轴长度都较男性短ꎬ这与国内其
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符[６]ꎮ 国内外学者研究均表明女性
在远视眼及闭角型青光眼患病率均较男性高[１ꎬ７－９] ꎮ 同
时研究也发现女性前房较男性浅、房角较男性窄[１０－１１] ꎮ
因为远视眼及闭角型青光眼结构与过短眼轴长度有高
度相关性[１２－１３] ꎬ本次研究结果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以上研
究结果ꎮ

本次研究表明 ４ ~ ９ 岁人群左、右眼眼轴长度间无统
计学差异ꎬ但 １０~２２ 岁人群右眼眼轴长度长过左眼ꎬ有统
计学差异ꎮ 有研究表明屈光度增长值在主导眼与非主导
眼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主导眼不同与近视进展无统计学
相关性[１４]ꎮ 但也有相关研究表明近视屈光参差患者主导
眼比非主导眼的近视程度深[１５]ꎬ眼轴长度长ꎬ主导眼倾向
于右眼[１６]并倾向于更高度数近视眼[１７]ꎮ 因此本研究提
示对于主导眼与非主导眼的屈光度或眼轴长度等临床对
照研究ꎬ需要将年龄因素考虑在内ꎮ

既往研究发现近视高发年龄为 １０ ~ １３ 岁[１８－１９]ꎬ但从
本次研究发现ꎬ７~８ 岁及 １８ 岁是眼轴长度增长速度的高
峰ꎬ这两个年龄段正是小学入学及高考阶段ꎮ 近视加重与
眼轴长度增长呈正相关性ꎬ本次研究结果表明ꎬ预防近视
发生的干预措施应当重点在小学入学时便开始开展ꎬ而防
止近视加深过多应当关注高考阶段的人群ꎮ

本次研究得出回归方程:男性(４ ~ ２２ 岁)眼轴长度
(ｍｍ)＝ ２１ ９７ ＋ ０ ２２４ ×年龄 (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Ｆ ＝
１４３５２ ９ꎬＰ<０ ００１ꎬ调整 Ｒ２ ＝ ０ ３３２)ꎻ女性(４ ~ ２２ 岁)ꎬ
眼轴长度(ｍｍ)＝ ２１ ４０＋０ ２３４×年龄(线性回归模型分

析 Ｆ ＝ １２４９１ ９ꎬＰ<０ ００１ 调整ꎬＲ２ ＝ ０ ３４９)ꎮ 既往学者
研究得出眼轴长度随年龄增长而增长ꎬ回归系数 ｂ ＝
０ ２１[２０]ꎬ与本研究相近ꎮ 本回归方程可为临床工作中预
测近视发生及发展提供参考ꎮ

综上ꎬ东莞地区 ４ ~ ２２ 岁人群中:女性平均眼轴长度
短于男性ꎻ随着年龄增长ꎬ１０ 岁开始右眼轴增长速度快过
左眼ꎻ７~８ 岁及 １８ 岁阶段眼轴增长速度较快ꎻ本研究采用
大样本数据ꎬ研究结果与国内外其他学者相关研究结论相
互对应[６－１７ꎬ２０]ꎮ 同时本研究发现 １０ 岁起ꎬ左右眼轴长度
开始出现差异ꎬ７ ~ ８ 岁及 １８ 岁为眼轴增长速度较快的
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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