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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眼外伤入院者疾病
谱变化趋势及流行病学特点ꎮ
方法:回顾性病例分析ꎮ 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入院治疗的眼外伤者 ８７６ 例 ９０５ 眼ꎬ其中对照组(２０１９－
０１ / ０６)５４５ 例 ５６５ 眼ꎬ研究组(２０２０－０１ / ０６)３３１ 例 ３４０ 眼ꎮ
比较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受伤地点、受伤原因、居住地、受
伤类型等信息ꎮ
结果:研究组眼外伤住院人数较对照组减少 ３９.３％ꎬ对照
组和研究组年龄均呈双峰样分布ꎬ分别为 ０ ~ １０ 岁
(２０.５５％ꎬ２１.４５％)和 ４１~ ５０ 岁(１７.９８％ꎬ１９.０３％)占比最
高ꎬ两组年龄分布无差异(Ｐ＝ ０.９０７)ꎮ 对照组和研究组均
以男性为主ꎬ占比 ８０.３７％ꎬ８３.６９％(Ｐ ＝ ０.２１９)ꎮ 研究组居
家受伤比例(２８.４０％)高于对照组(１１.３８％) (Ｐ<０.００１)ꎮ
研究 组 机 械 性 眼 外 伤 占 比 ( ９８. １９％) 高 于 对 照 组
(９５.６０％)(Ｐ＝ ０.０４１)ꎬ开放性眼外伤占比(８５.５４％)高于
对照组(７６.５８％)(Ｐ ＝ ０.００１)ꎬ无光感者占比(１８.８６％)高
于对照组(９.５３％)(Ｐ<０.００１)ꎮ
结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ꎬ眼外伤住院患者显著
减少ꎬ机械性眼外伤是主要眼外伤类型ꎬ在流行病暴发期
间ꎬ仍应加强眼外伤的防护意识ꎮ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ꎻ肺炎ꎻ眼外伤ꎻ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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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２０１９－１２ 因我国多个地区相继报告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ꎬ国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１]ꎮ 全国各省市出台了一系列抗疫举措ꎬ人群流动

性明显减少ꎬ医院就诊人数也相应减少[１]ꎮ
在全球范围内ꎬ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ꎬ

眼科急诊人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２－４]ꎮ ２０２０ 年美国

眼科门诊就诊量减少了 ４０％ ~ ６０％ [２]ꎮ 在新型冠状病毒

流行期间ꎬ对于眼外伤及其特征数据分析将有助于了解传

染病暴发期间眼外伤流行病学的变化ꎮ 因此本研究通过

回顾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眼外伤住院患者的受伤年龄、受伤类型、受伤原因等

资料ꎬ比较 ２０２０－０１ / ０６ 与 ２０１９－０１ / ０６ 因急诊眼外伤住院

患者疾病谱的变化和流行病学特点ꎬ以期为眼外伤的防治

提供参考及依据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回顾性病例分析ꎮ 收集我院眼科住院治疗的

眼外伤患者 ８７６ 例 ９０５ 眼ꎮ ２０１９－０１ / ０６ 眼外伤住院患者

５４５ 例 ５６５ 眼为对照组ꎬ２０２０－０１ / ０６ 眼外伤住院患者 ３３１
例 ３４０ 眼为研究组ꎮ 本研究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

理委员会审批ꎬ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本研究ꎬ检查前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方法　 收集患者年龄、性别、受伤眼别、受伤地点、致
伤原因、居住地、眼外伤类型、入院视力ꎮ 患者年龄以 １０ａ
为间隔分组[５－６]ꎬ共分为 ０ ~ １０、１１ ~ ２０、２１ ~ ３０、３１~４０、
４１~５０、５１~６０、６０ 岁以上共七组ꎮ

将眼外伤类型分为非机械性损伤和机械性损伤ꎮ 机

械性眼外伤分为闭合性眼外伤和开放性眼外伤ꎬ开放性眼

外伤分为穿孔伤、贯通伤、眼内异物、眼球破裂伤ꎮ
患者视力分为无光感、光感~０.１、０.１２ ~ ０.３、０.４ ~ ０.５、

０.６~０.８、０.９ ~ １.０ꎬ对于无法配合视力检查者(婴幼儿或意

识障碍者)不进行视力比较ꎮ 其中对照组 ５２ 例ꎬ研究组

５０ 例无法配合视力检查ꎬ不进行视力对比ꎮ
患者居住地按河南省内和河南省外分为两组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 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非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Ｍ(Ｐ２５ꎬＰ７５ )表示ꎬ采用 Ｍａｎｎ －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ꎬ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χ２或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ꎬ检验水准:α＝ ０.０５ꎮ
２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本研究共纳入眼外伤患者

８７６ 例 ９０５ 眼ꎬ其中对照组 ５４５ 例 ５６５ 眼ꎬ研究组 ３３１ 例

３４０ 眼ꎮ 研究组患者数量较对照组减少 ３９.３％[(研究组

例数－对照组例数) / 对照组例数×１００％]ꎮ
对照组患者年龄为 ３７.０(１５.０ꎬ５２.０)岁ꎬ研究组为３２.５

(１５.０ꎬ５３. ０)岁ꎬ两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Ｕ ＝
９０１６６.５ꎬＰ ＝ ０.９９３)ꎮ 对照组男女比为 ４.１ ∶ １ꎬ研究组为

５.１ ∶ １ꎬ两组患者性别及受伤眼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 ０.２１９、０.２６３)ꎬ见表 １ꎮ
研究组就诊患者数量较对照组明显减少ꎬ２０２０－０２ 患

者数量仅 １５ 例ꎬ而对照组同期为 １１０ 例ꎮ ２０２０－０３ / ０６ꎬ患
者数量开始回升ꎬ但 ２０２０－０４ / ０５ 较对照组同期仍有下降ꎬ
见表 １ꎮ

对照组和研究组患者中ꎬ年龄分布均呈现为双峰值ꎬ
分别为 ０~１０ 岁(２０.５５％ꎬ２１.４５％)和 ４１ ~ ５０ 岁(１７.９８％ꎬ
１９.０３％)ꎬ两组患者年龄分布整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９０７)ꎬ见表 １ꎮ
２.２ 两组患者致伤原因比较 　 对照组和研究组主要致伤

原因均为尖锐物体刺伤ꎬ分别占 ５２.２９％和 ５７.４０％ꎬ其次

为摔伤碰伤ꎬ分别占 １１.９３％和 ９.６７％ꎮ 研究组化学伤和

爆炸伤比例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
其他致伤原因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
见表 ２ꎮ
２.３ 两组患者受伤地点比较 　 研究组施工场所受伤占比

(５４.０８％)较对照组(６８.８１％)下降ꎬ而研究组居家受伤占

比(２８.４０％)高于对照组(１１.３８％)ꎬ见表 ２ꎮ
２.４两组患者入院视力比较　 对照组 ５２ 例ꎬ研究组 ５０ 例

无法配合视力检查ꎬ不进行视力对比ꎮ 对照组和研究组入

院视力比较ꎬ其中研究组无光感者占 １８.８６％(５３ 例)高于

对照组(９.５３％ꎬ４７ 例)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３.８４２ꎬ
Ｐ<０.００１)ꎮ 研究组 ５３ 例无光感者中ꎬ２０２０－０１ / ０３ 无光感

者 １９ 例(３５.８５％)ꎬ２０２０－０４ / ０６ 为 ３４ 例(６４.１５％)ꎬ对照

组 ４７ 例 无 光 感 者 中ꎬ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０３ 无 光 感 者 ２９ 例

(６１.７０％)ꎬ２０１９－０４ / ０６ 为 １８ 例(３８.３０％)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研究组 ５３ 例无光感者中破裂伤 ２４ 例(４５.２８％)ꎬ穿

孔伤 １８ 例(３３.９６％)ꎬ眼内异物 ９ 例(１６.９８％)ꎬ闭合性眼

外伤 ２ 例(３.７７％)ꎬ对照组 ４７ 例无光感者中破裂伤 ２５ 例

(５３. １９％)ꎬ 穿 孔 伤 ８ 例 ( １７. ０２％)ꎬ 眼 内 异 物 ８ 例

(１７.０２％)ꎬ贯通伤 １ 例 ( ２. １３％)ꎬ闭合性眼外伤 ５ 例

(１０.６４％)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２.５两组患者眼外伤类型比较　 对照组机械性眼外伤 ５２１
例(９５.６０％)ꎬ非机械性眼外伤 ２４ 例(４.４０％)ꎻ研究组机械

性眼 外 伤 ３２５ 例 ( ９８. １９％)ꎬ 非 机 械 性 眼 外 伤 ６ 例

(１.８１％)ꎬ两组患者眼外伤分类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１８０ꎬＰ＝ ０.０４１)ꎮ 两组非机械性眼外伤者均为化学

物质烧伤ꎮ
机械性眼外伤 中ꎬ 对 照 组 开 放 性 眼 外 伤 ３９９ 例

(７６.５８％)ꎬ闭合性眼外伤 １２２ 例(２３.４２％)ꎬ研究组开放性

眼外伤 ２７８ 例(８５.５４％)ꎬ闭合性眼外伤 ４７ 例(２２.３９％)ꎬ
两组患者机械性眼外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０.０４０ꎬＰ＝ ０.００１)ꎮ

开放性眼外伤中ꎬ对照组中穿孔伤 ２２７ 例(５６.８９％)、
贯通伤 ６ 例(１.５０％)、破裂伤 １０９ 例(２７.３２％)、眼内异物

５７ 例(１４.２９％)ꎬ研究组中穿孔伤 １６５ 例(５９.３５％)ꎬ贯通

伤 ５ 例(１.８０％)ꎬ破裂伤 ８０ 例(２８.７８％)ꎬ眼内异物 ２８ 例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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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例(％)

指标 对照组(５４５ 例) 研究组(３３１ 例) χ２ Ｐ
性别 男 ４３８(８０.３７) ２７７(８３.６９) １.５１２ ０.２１９

女 １０７(１９.６３) ５４(１６.３１)
受伤眼别 右眼 ２５２(４６.２４) １７１(５１.６６) ２.６６７ ０.２６３

左眼 ２７３(５０.０９) １５１(４５.６２)
双眼 ２０(３.６７) ９(２.７２)

居住地 河南省外 ５０(９.１７) １７(５.１４) ４.７５５ ０.０２９
河南省内 ４９５(９０.８３) ３１４(９４.８６)

入院时间 １ 月份 １０１(１８.５３) ５３(１６.０１) ０.９０３ ０.３４２
２ 月份 １１０(２０.１８) １５(４.５３) ４１.２３９ <０.００１
３ 月份 ８７(１５.９６) ６５(１９.６４) １.９３８ ０.１６４
４ 月份 ８３(１５.２３) ６８(２０.５４) ４.０７７ ０.０４３
５ 月份 ９２(１６.８８) ７５(２２.６６) ４.４５６ ０.０３５
６ 月份 ７２(１３.２１) ５５(１６.６２) １.９２６ ０.１６５

年龄 ０~１０ 岁 １１２(２０.５５) ７１(２１.４５)
１１~２０ 岁 ３９(７.１６) ２５(７.５５)
２１~３０ 岁 ６１(１１.１９) ３５(１０.５７)
３１~４０ 岁 ８７(１５.９６) ４２(１２.６９) ２.１３３ ０.９０７
４１~５０ 岁 ９８(１７.９８) ６３(１９.０３)
５１~６０ 岁 ９０(１６.５１) ６０(１８.１３)
６０ 岁以上 ５８(１０.６４) ３５(１０.５７)

注:对照组:２０１９－０１ / ０６ 眼外伤住院患者ꎻ研究组:２０２０－０１ / ０６ 眼外伤住院患者ꎮ

表 ２　 两组患者受伤特点比较 例(％)

指标 对照组(５４５ 例) 研究组(３３１ 例) χ２ Ｐ
致伤原因 尖锐物体 ２８５(５２.２９) １９０(５７.４０) ２.１６５ ０.１４１

摔伤碰伤 ６５(１１.９３) ３２(９.６７) １.０６７ ０.３０２
打架 ３９(７.１６) ２７(８.１６) ０.２９６ ０.５８６
车祸 ３８(６.９７) ２４(７.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８７６

化学伤 ２４(４.４０) ６(１.８１) ４.１８０ ０.０４１
爆炸伤 ４７(８.６２) １５(４.５３) ５.２４３ ０.０２２

其他原因∗ ４７(８.６２) ３７(１１.１８) １.５５０ ０.２１３
受伤地点 施工场所 ３７５(６８.８１) １７９(５４.０８) １９.２１８ <０.００１

居家 ６２(１１.３８) ９４(２８.４０) ４０.７６９ <０.００１
工作单位 ５３(９.７２) ２２(６.６５) ２.４９２ ０.１１４
运动场 １７(３.１２) １２(３.６３) ０.１６５ ０.６８５
学校 ７(１.２８) ８(２.４２) １.５６９ ０.２１０

其他地点＃ ３１(５.６９) １６(４.８３) ０.２９６ ０.５８６
入院视力１ 无光感 ４７(９.５３) ５３(１８.８６) １３.８４２ <０.００１

光感~０.１ ３２４(６５.７２) １７４(６１.９２) １.２５６ ０.２８９
０.１２~０.３ ６１(１２.３７) ２８(９.９６) １.０２１ ０.３１２
０.４~０.５ ２９(５.８８) １２(４.２７) ０.９２７ ０.３３６
０.６~０.８ ２３(４.６７) ８(２.８５) １.５３９ ０.２１５
０.９~１.０ ９(１.８３) ６(２.１４) ０.０９０ ０.７６３

注:对照组:２０１９－０１ / ０６ 眼外伤住院患者ꎻ研究组:２０２０－０１ / ０６ 眼外伤住院患者ꎻ∗:其他受伤原因包括高压气枪冲击、动物踢伤、动物

抓伤、动物咬伤、患者自残、护理儿童期间被打伤等ꎻ＃:其他受伤地点包括野外、农业环境、公路或高速等ꎮ １:研究组 ５０ 例不配合视力

检查ꎬ对照组 ５２ 例不配合视力检查ꎬ不纳入视力对比ꎮ

(１０.０７％)ꎬ两组患者开放性眼外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２.７０１ꎬＰ＝ ０.４４０)ꎮ
３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多地管控举措ꎬ人群

流动量明显减少ꎬ研究组眼外伤住院患者较对照组患者数

量明显下降ꎬ并且受伤原因、受伤地点、受伤类型等方面均

有不同程度的改变ꎮ
３.１患者数量及入院时间　 ２０２０ 年在全球范围内ꎬ眼外伤

患者数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ꎮ ２０２０ 年美国眼外伤发

生率由 ６２ / １０ 万降至 ４６ / １０ 万[２]ꎮ 费城一眼科护理中心

２７８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第 ２２ 卷　 第 ５ 期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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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日均数下降了 ２６％ [７]ꎮ 意大利一紧急医疗部门眼外

伤患者数量减少了 ６８.４％ [８]ꎬ印度疫情期间眼外伤减少了

５８.５％ [９]ꎮ 马燕等[１]报道同仁医院 ２０２０ 年急诊眼科患者

总例数以及急诊眼外伤患者例数均较 ２０１９ 年同期患者例

数减半ꎮ
本研究中研究组眼外伤患者数量同样出现显著下降ꎬ

尤其是 ２０２０－０２ 仅 １５ 例ꎬ而对照组同期为 １１０ 例ꎬ２０２０－
０３ / ０６ 眼外伤患者数量开始逐渐增多ꎮ 本研究中研究组

眼外 伤 患 者 数 量 变 化 趋 势 与 国 内、 外 研 究 基 本

相符[１ꎬ１０－１１]ꎮ
３.２患者年龄和性别　 本研究中ꎬ两组眼外伤年龄分布均

呈现双峰样分布ꎬ高发年龄段均为 ０ ~ １０ 岁以及 ４１ ~ ５０
岁ꎬ对于 ０~１０ 岁儿童ꎬ由于儿童喜爱活动ꎬ对危险情况的

认识不足ꎬ是导致该年龄段儿童外伤比例较高的原因ꎬ此
外中年人群也是眼外伤高发人群ꎬ此类人群多为家庭中主

要劳动力ꎬ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生外伤的可能性均较大ꎮ 目

前对于眼外伤年龄的分布尚无统一意见ꎬ眼外伤的发病年

龄大约在 ３０ 岁左右ꎬ国内有报道在 ７ ~ １４ 岁和 １８ ~ ４５ 岁

两个年龄段为眼外伤高发期[１２]ꎮ
对照组和研究组男女比例分别为 ４.１∶１ 和 ５.１∶１ꎬ与其

他文献报道相符[(３~１０) ∶１]ꎬ男性所占比例较大ꎬ原因为

各种类型的工厂和体力劳动中均以男性为主ꎬ并且男性酗

酒、鲁莽驾驶比例较高[１３]ꎮ
３.３受伤地点　 本研究中两组受伤地点主要为施工场所ꎮ
对照组和研究组施工场所受伤分别占 ６８.８１％和 ５４.０８％ꎬ
与杨文等[１４]报道陕西及周边地区眼外伤患者受伤地点相

符(工作单位和农耕场所共占 ６４.２５％)ꎮ 由于居家隔离的

政策ꎬ２０２０ 年施工场所受伤比例较 ２０１９ 年降低ꎬ但居家

受伤的比例在由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１.３８％升高至 ２０２０ 年 ２８.４０％
(Ｐ<０.０１)ꎮ Ｗｕ 等[７] 报道美国新冠流行期间ꎬＷｉｌｌｓ 眼科

就诊的眼外伤患者中居家受伤的比例由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０％升

高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８４％ꎮ 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ｉ 等[８]报道意大利一医院眼

外伤患者中ꎬ居家受伤的比例由对照组的 １２.４％提高至研

究组的 １７.０％ꎮ
３.４ 致伤原因及类型 　 眼外伤致伤原因与患者职业和年

龄相关ꎬ多为生活或工作事件造成的损伤ꎬ工人多以建筑、
金属切割、钻孔等相关工种ꎬ此部分受伤与高速飞溅尖锐

物有关ꎬ儿童多为剪刀、玩具刺伤等原因[１３]ꎮ
吴敏等[１５]报道 ２６８ 例眼外伤患者中ꎬ金属物体刺伤

占 ２９.４％ꎮ 杨文等[１４]报道 １７２３ 例眼外伤患者中ꎬ锐器和

飞溅异物两项是主要致伤原因(４２.９％)ꎮ 本研究中对照

组和研究组眼外伤主要致伤原因均为尖锐物体刺伤

(５２.２９％、５７.４０％)、摔伤碰伤(１１.９３％、９.６７％)ꎬ与上述报

道相符ꎮ
受伤类型:机械性眼外伤在我国仍是眼外伤住院患者

主要受伤类型[１ꎬ１５－１６]ꎬ马燕等[１] 报道 ２０２０－０１ / ０３ 急诊门

诊眼科机械性眼外伤比例 ８５.６０％ꎬ本研究中机械性眼外

伤比例高于其报道ꎬ达到 ９８.１９％ꎬ可能与本研究对象为住

院患者有关ꎮ 谢潇杭等[１６]报道 ６９２ 例眼外伤住院患者中

机械性眼外伤占比 ９８.０２％ꎬ本研究与之报道相符ꎮ
机械性眼外伤住院患者中ꎬ开放性眼外伤占比报道不

一ꎬ挫伤占 ９.６９％~ ５４.４６％ꎬ穿孔伤占 １８.４６％ ~ ６１.５％ꎬ眼
内异物占 １５.８２％~５４.８３％ [１３]ꎮ

本研究中开放性眼外伤占比高于闭合性眼外伤ꎬ其中

研究 组 开 放 性 眼 外 伤 占 比 ( ８５. ５４％) 高 于 对 照 组

(７６.５８％)ꎬ原因可能是疫情期间部分闭合性眼外伤患者

未进行住院治疗ꎬ开放性眼外伤住院患者占比随之升高ꎮ
本研究中开放性眼外伤中穿孔伤占比最高ꎬ对照组和

研究组穿孔伤分别占 ５６. ８９％、 ５９. ３５％ꎬ 眼内异物占

１４.２９％、１０.０７％ꎬ与上述报道相符ꎮ
对于眼化学伤比例报道不一ꎮ Ｐｏｙｓｅｒ 等[５] 报道英国

疫情期间化学伤比例较 ２０１９ 年呈下降趋势ꎬＨａｌａｗａ 等[２]

报道美国疫情期间化学伤比例较 ２０１９ 年无明显变化ꎬ同
仁医院眼科疫情期间眼科门诊眼化学伤比例较 ２０１９ 年增

加[１]ꎬ本研究中ꎬ研究组眼化学伤住院患者比例较对照组

减少ꎬ可能与本研究统计的为住院患者ꎬ部分轻症的眼化

学伤门诊处理后未住院治疗ꎬ因此存在一定差异ꎮ
３.５入院视力　 眼外伤住院患者入院视力受致伤类型、伤
口大小、并发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ꎬ但多数报道患者入院

视力较差ꎮ 刘美麟等[１７]报道 １５２ 例眼外伤患者中ꎬ入院视

力光感至 ０.１ 者占 ５２％ꎬ谢潇杭等[１６] 报道 ６９２ 例眼外伤患

者中(６２１ 眼配合视力检查)ꎬ视力低于 ０.０５ 者占 ４４.１２％
(挫伤９３ 眼ꎬ穿孔伤 １０１ 眼ꎬ破裂伤 ７４ 眼ꎬ化学伤 ６ 眼)ꎮ

本研究中对照组和研究组住院患者入院视力多为光

感 ~０.１ꎬ分别占 ６５.７２％和 ６１.９２％ꎬ０.１ 以上者占 ２４.７５％和

１９.２２％ꎬ无光感者占 ９.５３％和 １８.８６％ꎮ
虽然疫情期间患者数量较前减少ꎬ但是住院患者中无

光感者占比升高ꎬ研究组无光感者比例达 １８.８６％ꎬ较对照

组增加ꎬ可能是由于轻、中度外伤患者多在当地就诊ꎬ仅较

重的眼外伤转至我院ꎬ因此患者总量减少ꎬ导致无光感者

占比大幅提高ꎮ
对于无光感者ꎬ破裂伤占比高于其它类型外伤ꎬＦｅｎｇ

等[１８]报道 ７３ 例开放性眼外伤致无光感者中ꎬ破裂伤占

７２.６％ꎬＳｏｎｉ 等[１９] 报道 ３３ 例眼外伤无光感者ꎬ破裂伤占

７２.７％ꎬ本研究中破裂伤所致无光感者同样占比较高ꎬ对
照组破裂伤占 ５３.１９％ꎬ研究组破裂伤占 ４５.２８％ꎮ

本研究仍存在缺乏疫情期间眼科门诊患者流行病学

的相关信息等不足之处ꎬ并且缺乏多中心数据ꎬ可能存在

偏倚ꎬ统计病例时间跨度较短ꎬ未对住院患者治疗方式及

预后进行分析ꎬ有待后期进一步研究ꎮ
综上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ꎬ虽然眼外伤总数

较前明显减少ꎬ少儿及中年人群仍是高发人群ꎬ机械性眼

外伤仍是眼外伤患者住院的主要原因ꎬ并且患者居家受伤

的比例增加ꎬ需引起社会重视ꎬ在流行病暴发期间ꎬ应加强

群众对眼外伤的防护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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