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篇报道

综合性医院 ７２３９ 例新生儿眼部筛查结果的总结与分析

王　 刚１ꎬ２ꎬ李乃洋１ꎬ２

引用:王刚ꎬ李乃洋. 综合性医院 ７２３９ 例新生儿眼部筛查结果
的总结与分析.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２ꎻ２２(１１):１９３２－１９３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Ｎｏ.８１３００７３１)ꎻ广东省医学
科研基金项目(Ｎｏ.Ａ２０１５０４１)
作者单位:１ ( ５２４０００) 中国广东省湛江市ꎬ广东医科大学ꎻ
２(５２８４０３)中国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眼科中心
作者简介:王刚ꎬ在读硕士研究生ꎬ研究方向:视网膜和小儿
眼病ꎮ
通讯作者:李乃洋ꎬ毕业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ꎬ博士ꎬ主任医
师ꎬ硕士研究生导师ꎬ研究方向:视网膜、角膜、白内障和组织工
程. ｚｓｌｅｅ６＠ ｑｑ.ｃｏｍ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４－１９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２－０９－２９

摘要
目的:总结和分析综合性医院使用数字化广域眼底成像系
统(ＲｅｔＣａｍ３)进行新生儿眼部筛查的结果ꎬ为新生儿眼病
防治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收集 ２０１８－１２ / ２０２１－１２ 在中山市人民医院进行眼
部筛查的新生儿 ７２３９ 例的临床资料ꎬ均采用 ＲｅｔＣａｍ３ 获
取眼部筛查图像ꎮ 对筛查结果异常的新生儿进行相应治
疗和随访ꎬ并进行总结分析ꎮ
结果: 纳 入 新 生 儿 ７２３９ 例 中 眼 部 异 常 者 １２００ 例
(１６.５８％)ꎬ其中眼前节异常 ７ 例ꎬ眼底异常 １１９３ 例ꎮ ７ 例
眼前节异常者中ꎬ先天性白内障 ２ 例、瞳孔残膜 ２ 例、角膜
白斑 ３ 例ꎮ １１９３ 例眼底异常者中ꎬ视网膜出血(ＲＨ)１１４１
例ꎬ早产儿视网膜病变(ＲＯＰ) １９ 例ꎮ 足月儿中出现类
ＲＯＰ 者 ６ 例ꎮ
结论:新生儿眼部异常以眼后节为主ꎬ综合性医院进行新
生儿眼病筛查有利于早期发现和治疗新生儿眼病ꎮ
关键词:眼部筛查ꎻ眼底ꎻ视网膜出血ꎻ广域眼底成像ꎻ新生
儿ꎻ综合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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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新生儿出生后被发现的眼部异常主要包括眼球相关

组织的功能缺损或异常ꎮ 新生儿眼部筛查主要是针对眼
部异常的全面筛查ꎬ包括眼前节和眼后节疾病ꎬ如视网膜
出血 (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ꎬ ＲＨ )、 早 产 儿 视 网 膜 病 变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ｉｔｙꎬＲＯＰ)、先天性视网膜母细胞瘤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ｒｅｔｉｎ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ꎬＲＢ)、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
膜病变(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ｅｘｕｄａｔｉｖｅ ｖｉｔｒｅｏ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ꎬＦＥＶＲ)、脉络膜
缺损等ꎮ 早期、准确和全面的新生儿眼部检查是儿童视力
保健乃至全社会防盲治盲的关键一步ꎬ有利于在最佳时间
窗内对新生儿的各类眼科疾病进行及时有效干预ꎬ对新生
儿的身心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１－２]ꎮ 数字化广域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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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系统(ＲｅｔＣａｍ３)设备成像清晰ꎬ操作简便ꎬ可客观准
确记录眼部情况ꎬ已在全球很多医院广泛开展ꎬ对新生儿
眼病筛查意义重大[３]ꎮ 本研究对 ２０１８－１２ / ２０２１－１２ 在中
山市人民医院出生的 ７２３９ 例新生儿眼部检查结果进行回
顾性分析总结ꎬ以期为新生儿眼病防治提供客观有效的参
考依据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ꎮ 收集 ２０１８－１２ / ２０２１－１２
于中山市人民医院完成新生儿眼部初次筛查的新生儿
７２３９ 例ꎮ 纳入新生儿均于中山市人民医院出生ꎬ排除经
新生儿科医生评估生命体征不稳定而不能接受眼部检查
或家属不同意进行眼部筛查的新生儿ꎮ 本研究经医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所有纳入筛查的新生儿监护人均同
意并签署«新生儿眼病筛查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方法　 纳入筛查的新生儿筛查前 ３０ｍｉｎ 禁止哺乳ꎬ检
查前 １ｈ 用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对新生儿双眼进行散瞳ꎬ
点眼 ３ 次ꎬ每次间隔 １０ｍｉｎꎬ待新生儿瞳孔散大后在新生
儿监护室或专用新生儿眼病筛查室完成ꎮ 双眼滴 ０.５％盐
酸丙美卡因滴眼液表面麻醉后ꎬ使用 ＲｅｔＣａｍ３ 参照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业委员会儿童眼病筛查学组
«关于新生儿眼底筛查的专家共识» [４] 进行检查ꎬ采用五
向摄影法对整个视网膜进行成像ꎬ即按照眼底视乳头后极
部、颞侧、上方、鼻侧、下方的顺序依次采集视网膜图像ꎬ此
外注意观察眼前节和玻璃体腔情况ꎬ并详细记录检查结
果[５]ꎮ 检查结束时即刻点妥布霉素滴眼液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ꎮ 计数资
料用例(％)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一般情况　 纳入 ７２３９ 例新生儿均完成眼部筛查ꎬ其
中男 ３８０３ 例ꎬ女 ３４３６ 例ꎬ男女比例 １.１ ∶ １ꎻ足月新生儿
６３９８ 例ꎬ胎龄 ３９.１±１.２ 周ꎬ出生体质量 ３２４９.６±３８１.２ｇꎻ早
产新生儿 ８４１ 例ꎬ胎龄 ３２.８±２.１ 周ꎬ出生体质量 ２４５３.７±
４９４.６ｇꎻ出生体质量低于 ２０００ｇ 者 ３４７ 例ꎬ出生体质量超
过 ２０００ｇ 者 ６８９２ 例ꎻ产妇自然阴道分娩 ４５１３ 例ꎬ剖宫产
２７２６ 例ꎻ单胎出生 ６９８４ 例ꎬ双胎出生 ２５２ 例ꎬ三胎出生
３ 例ꎮ
２.２眼部异常结果分析　 纳入 ７２３９ 例新生儿中发现眼部
异常者 １２００ 例(１６.５８％)ꎬ其中眼前节异常 ７ 例(０.５８％)ꎬ
眼底异常 １１９３ 例 ( ９９. ４２％)ꎬ 主要包括 ＲＨ、 ＲＯＰ 等
(表 １)ꎮ １９ 例 ＲＯＰ 患儿中 ６ 例行玻璃体腔抗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ＶＥＧＦ)注药术ꎮ 此外ꎬ１ 例新生儿的哥哥曾诊断
ＲＢꎬ但该新生儿随访期间未见明显异常ꎮ １２００ 例眼部异
常新生儿中经阴道分娩 １０８９ 例(９０.７５％)ꎬ视网膜出血
１０５７ 例(８８.０８％)ꎻ剖宫产 １１１ 例(９.２５％)ꎬ视网膜出血 ８４
例(７.００％)ꎬ经阴道分娩视网膜出血检出率明显高于剖宫
产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９４.４４２ꎬＰ<０.０５)ꎮ
２.３眼部异常预后转归　 筛查结果异常的 １２００ 例新生儿
中ꎬ视网膜出血未行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最终均已吸收ꎮ
ＲＯＰ 新生儿中有 ６ 例经过 １ ~ ２ 次抗 ＶＥＧＦ 药物(雷珠单
抗)注射治疗后视网膜嵴逐渐减轻并最终消退ꎬ周边视网
膜血管化ꎬ其余新生儿均自行消退ꎮ ２ 例先天性白内障新
生儿中 １ 例转至上级医院就诊ꎬ未行手术治疗ꎬ保持随访

表 １　 纳入 ７２３９ 例新生儿眼部异常情况

眼部异常 人数 占比(％)
ＲＨ １１４１ １５.７６
ＲＯＰ １９ ０.２６
类 ＲＯＰ∗ ６ ０.０８
ＲＢ ２ ０.０３
永存原始玻璃体增生症 ３ ０.０４
视网膜变性 ６ ０.０８
先天性白内障 ２ ０.０３
瞳孔残膜 ２ ０.０３
角膜白斑 ３ ０.０４
其他＃ １６ ０.２２

　 　 　 　 　 　 　 　
合计 １２００ １６.５８

注:∗:类 ＲＯＰ 指足月儿中发现的类似早产儿视网膜病变ꎻ＃:其
他包括白化病眼底、视乳头色素沉着、视网膜周边白斑、外层渗
出性视网膜病变等ꎮ

观察ꎻ另 １ 例在我院随访中ꎮ ２ 例 ＲＢ 新生儿均转至上级
医院确诊并完成了手术治疗ꎬ其中 １ 例新生儿确诊双眼
ＲＢꎬ左眼较右眼严重ꎬ双眼经手术治疗后左眼无视功能ꎬ
右眼视力 ０.５ꎬ上级医院建议定期随访ꎬ必要时再次行手术
治疗ꎻ另 １ 例新生儿确诊右眼 ＲＢꎬ左眼正常ꎬ已行右眼眼
球摘除术ꎬ上述 ２ 例新生儿接受手术治疗后生命均未受到
威胁ꎮ 此外ꎬ视网膜变性、永存原始玻璃体增生症、瞳孔残
膜、角膜白斑等眼部异常新生儿均尚未进行特殊干预治
疗ꎬ仍然在随访中ꎮ
３讨论

眼部疾病在新生儿时期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具有特殊
性ꎬ５０％以上的新生儿眼病如果获得及时准确的治疗可避
免其致盲性的发生[６－７]ꎮ ＲＢ 甚至关乎新生儿生命ꎮ 因
此ꎬ新生儿眼部筛查对于新生儿视力保健乃至全社会的防
盲治盲都具有重大意义[１]ꎮ

本研究收集 ７２３９ 例新生儿进行眼病筛查的数据ꎬ结
果显示异常率达 １６.５８％(１２００ 例)ꎬ其中比率最高的是
ＲＨꎬ占所有异常者的 ９５.０８％(１１４１ 例)ꎬ本研究以综合性
医院单中心多学科合作模式进行的研究结果与既往在全
国开展的以多中心合作模式下进行的研究结果[２] 基本一
致ꎮ 本研究发现ꎬ经阴道自然分娩新生儿中视网膜出血所
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剖宫产的新生儿ꎬ可能是由于胎儿头部
经阴道分娩时受到挤压ꎬ造成颅内静脉压升高ꎬ导致静脉
回流受阻ꎬ最终末梢血管淤血扩张破裂出血所致[８－９]ꎮ 本
研究经过长期随访发现ꎬ最终大部分视网膜出血均可在
４ｗｋ 内完全吸收ꎮ 本研究对这部分新生儿仍在进一步跟
踪随访中ꎬ对此将进行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ꎬ长期跟踪随
访ꎬ进一步确定视网膜出血新生儿分别在儿童期、青春期
乃至成年期的视功能特征ꎮ

本研究纳入的新生儿筛查出 ＲＯＰ 者 １９ 例ꎬ其诊断标
准、筛查间隔日期、终止筛查的条件及是否需要干预按照
«中国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指南» [１０] 要求进行ꎬ１９ 例
ＲＯＰ 患儿均未出现Ⅲ期及以上病变ꎬⅠ期病变 １３ 例ꎬⅡ期
病变 ６ 例均接受玻璃体腔注射抗 ＶＥＧＦ 药物(雷珠单抗)
治疗ꎬ抗 ＶＥＧＦ 治疗不仅能减少不受控制的视网膜新生血
管形成和发展ꎬ而且能使无血管区血管化ꎬ包括支持视网
膜的神经和血管发育[１１]ꎮ 其中 ５ 例新生儿在接受 １ 次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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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ＧＦ 药物注射治疗后ꎬ视网膜嵴出现不同程度减轻和消
退ꎬ周边视网膜完全血管化ꎻ另 １ 例新生儿在接受第一次
抗 ＶＥＧＦ 药物注射治疗后 １ｗｋ 复查时发现其视网膜嵴并
未减轻或消退ꎬ随即安排第二次抗 ＶＥＧＦ 药物注射治疗ꎬ
之后周边视网膜完成血管化ꎮ 临床治疗中应根据 ＲＯＰ 分
期、转归情况等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和判断是否需要重复
抗 ＶＥＧＦ 药物治疗或联合激光、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等治
疗ꎬ依据 ２０２２ 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眼科学组提出的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治疗规范专家共识» [１２] 进行规范治
疗ꎬ即嵴和附加病变复发或加重则再次行抗 ＶＥＧＦ 药物治
疗或联合激光治疗ꎬ若Ⅰ区 ＲＯＰ、Ⅱ区后部 ＲＯＰ、急进型
ＲＯＰ 伴有明显的增殖膜、Ⅳ期及以上 ＲＯＰ 则考虑行玻璃
体视网膜手术ꎬ以最大程度挽救新生儿视功能ꎮ 此外ꎬ足
月儿和近足月儿中也可能出现类 ＲＯＰ 的眼底改变ꎬ本研
究中发生类 ＲＯＰ 者 ６ 例ꎮ 该 ６ 例类 ＲＯＰ 患儿的病程发展
均未达到接受干预的标准ꎬ其视网膜嵴均逐渐自然减轻并
最终消退ꎮ 类 ＲＯＰ 样病变的危险因素与早产儿类似ꎬ即
给氧、低出生体质量、多胞胎等ꎬ可导致不可逆的视力损
害[１３－１５]ꎮ 所以对存在这些危险因素的新生儿进行眼底筛
查是更加必要的ꎮ

此外ꎬ本研究中发现的 ２ 例 ＲＢ 新生儿均转至上级医
院确诊并完成了手术治疗ꎬ该 ２ 例新生儿接受手术治疗后
生命均未受到威胁ꎮ 另有 １ 例新生儿的哥哥曾诊断 ＲＢꎬ
该新生儿存在明确的家族史ꎬ但该新生儿随访期间未见明
显异常ꎬ尚在进一步跟踪随访中ꎮ 随着公众尤其是父母、
全科医生和儿科医生对该疾病的认识提高ꎬ以及目前医疗
技术的发展使得 ＲＢ 获得适当治疗的机会增加ꎬ可以进一
步提高 ＲＢ 儿童的筛查率和存活率ꎮ

总之ꎬ结合新生儿自身的特点和筛查流程规范ꎬ综合
性医院进行新生儿眼病筛查有利于早期发现和治疗各种
眼部疾病ꎬ减少漏诊ꎮ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未对新生儿眼
部异常结果的高危因素进一步分析讨论ꎬ为此未来将进一
步研究ꎬ以明确新生儿眼部筛查的高危人群ꎬ同时为新生
儿眼部全面筛查的可行性提供参考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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