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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后结膜囊细菌菌群状况
及药物敏感性分析ꎮ
方法:观察性横断面研究ꎮ 招募 ２０２１－０９ / ２０２２－０８ 在西
安市第一医院门诊就诊的 ８ ~ １４ 岁青少年患者 １０１ 例ꎬ其
中配戴角膜塑形镜组 ５１ 例及配戴框架眼镜组 ５０ 例ꎬ均取
右眼入组ꎮ 比较两组患者结膜囊细菌培养情况ꎬ采用基质
辅助激光解吸 / 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鉴定种类ꎬ对配戴角
膜塑形镜组培养阳性菌株进行药物敏感性实验ꎮ
结果:配戴角膜塑形镜组患者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为
６８.６％(３５ / ５１)ꎬ配戴框架眼镜组培养阳性率为 ６０. ０％
(３０ / ５０)(Ｐ>０.０５)ꎬ两组检出率最高的菌种均为表皮葡萄
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ꎮ 配戴角膜塑形镜组检出菌株对
药物的敏感率为:左氧氟沙星(９８％)、莫西沙星(９８％)、
加替沙星(９８％)、头孢呋辛(９８％)、头孢硫脒(９８％)、利
福平(９８％)、氯霉素(９６％)、头孢西丁(９５％)、克林霉素
(８０％)、庆大霉素 ( ７４％)、夫西地酸 ( ７２％)、妥布霉素
(６４％)、复方新诺明(２６％)、美洛西林(１０％)、阿奇霉素
(６％)ꎬ其中革兰氏阳性球菌对万古霉素敏感率为 １００％ꎮ
结论: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后结膜囊主要分离菌属为革
兰氏阳性球菌ꎬ戴镜不会明显提高其结膜囊细菌阳性率ꎮ
药敏结果对戴镜者发生眼部感染后的经验性用药可能有
指导意义ꎮ
关键词:角膜塑形镜ꎻ结膜囊菌群ꎻ抗生素药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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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高度近视患病率显著上升ꎬ有研究

估计 ２０５０ 年 ３ ~ １９ 岁儿童和青少年的近视患病率约为

８４％ [１]ꎮ 而角膜塑形镜作为青少年防控近视的有效方法

之一应用越来越广泛ꎮ 虽然已有大量文献表明角膜塑形

镜安全有效[２－３]ꎬ但仍有一部分文献报道其不良事件ꎬ且
有感染性角膜炎的相关报道[４－６]ꎮ 正常人结膜囊中存在

的正常菌群和条件致病菌在一定条件下均可转变为致病

菌[７]ꎬ而角膜塑形镜可能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因为护理不

当、镜片污染、缺氧、机械损伤、镜片沉积物等各种原

因[６ꎬ ８]导致感染性角膜炎ꎮ 目前我国关于配戴角膜塑形

镜后结膜囊菌群分布的研究较少ꎬ且未见配戴角膜塑形镜

后菌群的药物敏感性相似研究ꎮ 因此ꎬ研究青少年配戴角

膜塑形镜者的结膜囊菌群及药敏分析ꎬ对于戴镜者发生眼

部细菌感染结果回示前的用药具有指导意义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观察性横断面研究ꎮ 招募 ２０２１－０９ / ２０２２－０８
在西安市第一医院视光门诊就诊的 ８ ~ １４ 岁青少年患者

１０１ 例ꎮ 初次验配角膜塑形镜并戴镜 ６ ~ １２ｍｏ 者 ５１ 例纳

入配戴角膜塑形镜组ꎬ配戴框架眼镜者 ５０ 例纳入配戴框

架眼镜组ꎮ 纳入标准:所有入组者在采样前 １ｍｏ 内均未

使用局部及全身抗生素ꎬ眼前节检查未见异常ꎬ无感染性

眼病ꎮ 排除标准:配戴框架眼镜组排除既往配戴角膜塑形

镜或其他角膜接触镜者ꎮ 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ꎬ
通过西安市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ꎮ 对纳入本研究的

患者及监护人详细说明研究目的、意义及安全性等ꎬ所有

患者监护人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标本采集　 所有标本均由专人采集ꎬ均以右眼为取

材对象ꎬ嘱患者向上注视ꎬ翻开下眼睑ꎬ暴露下方球结膜和

穹窿结膜ꎬ用无菌植绒拭子蘸取生理盐水后由内眦部开始

从内到外旋转擦拭结膜囊和睑结膜表面ꎬ避免接触睫毛和

睑缘ꎬ采样后立即在无菌超净台中接种于普通巧克力琼脂

平板和血琼脂平板ꎬ置 ５％ ＣＯ２培养箱ꎬ３５℃培养 ４８ｈꎬ每
２４ｈ 观察 １ 次ꎮ 如有菌落生长则判定结膜囊细菌培养阳

性ꎬ并进一步完成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ꎮ 如无菌落生长则

为阴性[９]ꎮ 本次实验检查前未使用局部麻醉剂ꎬ未进行结

膜囊冲洗ꎬ未使用肉汤增菌管增菌ꎮ
１.２.２细菌鉴定方法 　 使用全自动快速生物质谱检测系

统ꎮ 将培养 ４８ｈ 阳性结果的单个菌落以薄膜形式直接涂

到质谱靶板上ꎬ覆盖 １μＬ ７０％甲酸水溶液ꎬ室温下自然晾

干ꎬ覆盖 １μＬ 质谱基质(ＨＣＣＡꎬα－氰基－４－羟基肉桂酸)
溶液ꎬ室温下自然晾干ꎬ将质谱靶板立即放入质谱仪检测ꎬ
查看每个样本的分类结果报告并记录结果ꎮ

１.２.３药物敏感性实验方法　 采用 Ｋ－Ｂ 纸片扩散法ꎬ对配
戴角膜塑形镜组培养阳性菌株分离获得单个菌落后进行
体外药敏实验ꎬ部分菌落因分离失败ꎬ未进行药物敏感性
实验ꎮ 选择平皿生长的单个菌落ꎬ调整菌液浓度 ０.５ 麦氏
浊度单位ꎬ涂布于血平皿培养基上ꎬ放置抗细菌药物敏感
性试纸片ꎬ３７℃培养 ２４ｈ 后观察抑菌圈大小ꎬ按照临床和
实验 室 标 准 化 协 会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ＣＬＳＩ) 标准[１０]ꎬ判定敏感 ( Ｓ)、中介 ( Ｉ) 或耐药
(Ｒ)ꎮ 药物敏感率 ＝ Ｓ / ( Ｓ＋Ｉ＋Ｒ) ×１００％ꎮ 万古霉素采用
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ꎬＭＩＣ)法检
测ꎬ仅用于检测革兰阳性球菌ꎮ 头孢西丁用于检测耐甲氧
西林葡萄球菌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ꎮ
计量资料以 ｘ±ｓ 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计
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ꎮ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本研究共招募青少年患者
１０１ 例ꎬ其中配戴角膜塑形镜组 ５１ 例ꎬ每日配戴时长 ８ ~
１０ｈꎬ平均配戴 ７.４７±１.８６ｍｏꎬ均使用双氧水护理液ꎬ摘戴镜
时使用无防腐剂的玻璃酸钠滴眼液ꎻ配戴框架眼镜组 ５０
例ꎮ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２.２两组患者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比较
２.２.１两组患者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　 配戴角膜塑形镜
组患者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 ３５ 眼ꎬ阳性率为 ６８. ６％
(３５ / ５１)ꎬ配戴框架眼镜组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 ３０ 眼ꎬ阳
性率 ６０.０％(３０ / ５０)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８１９ꎬＰ ＝
０.３６５)ꎮ
２.２.２两组患者不同性别间结膜囊培养阳性率比较　 配戴
角膜塑形镜组中男性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为 ６４. ０％
(１６ / ２５)ꎬ女性为 ７３.１％(１９ / ２６)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４８８ꎬＰ＝ ０.４８５)ꎻ配戴框架眼镜组中男性结膜囊细菌培
养阳性率为 ５９. １％ (１３ / ２２)ꎬ另有 １ 眼为真菌ꎬ女性为
６０.７％(１７ / ２８)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０１４ꎬＰ＝ ０.９０７)ꎮ
２.３ 两组患者结膜囊细菌培养结果比较 　 配戴角膜塑形
镜组患者共检出细菌 ５３ 株ꎬ共 １４ 种ꎬ有 ９ 例标本培养２ 种
以上细菌ꎮ 前 ３ 位分别是表皮葡萄球菌(５０.９％ꎬ２７ / ５３)ꎬ金
黄色葡萄球菌(１５.１％ꎬ８ / ５３)ꎬ人葡萄球菌(９.４％ꎬ５ / ５３)ꎮ
革兰氏阳性球菌占总培养阳性菌的 ８６.８％(４６ / ５３)ꎬ革兰
氏阳性杆菌主要为棒状杆菌菌属ꎬ占 ５.６６％(３ / ５３)ꎻ革兰
氏阴性球菌检出 １ 株浅黄色奈瑟球菌ꎬ占 １.９％(１ / ５３)ꎻ革
兰氏阴性杆菌占 ５.７％(３ / ５３)ꎬ检出最多的是流感嗜血杆
菌ꎬ占 ３.８％(２ / ５３)ꎬ见表 ２ꎮ

配戴框架眼镜组共检出细菌 ４５ 株ꎬ共 １５ 种ꎬ有 １１ 例
标本培养 ２ 种以上细菌ꎮ 另有 １ 眼有 １ 株真菌生长ꎬ为近
平滑念珠菌ꎮ 前 ３ 位分别是表皮葡萄球菌 ( ４０. ０％ꎬ
１８ / ４５)ꎬ金黄色葡萄球菌(２２.２％ꎬ１０ / ４５)ꎬ麦氏棒状杆菌
(８.９％ꎬ４ / ４５)ꎮ 革兰氏阳性球菌占总培养阳性菌的８２.２％
(３７ / ４５)ꎬ革兰氏阳性杆菌均为棒状杆菌菌属ꎬ占 １１.１％
(５ / ４５)ꎻ革兰氏阴性球菌检出 １ 株干燥奈瑟球菌ꎬ占 ２.２％
(１ / ４５)ꎻ革兰氏阴性杆菌占 ４.４％(２ / ４５)ꎬ见表 ２ꎮ

０９５１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第 ２３ 卷　 第 ９ 期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电话: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０５９０６　 电子信箱:ＩＪＯ.２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男 /女ꎬ例) 年龄(ｘ±ｓꎬ岁) 等效球镜(ｘ±ｓꎬＤ)
配戴角膜塑形镜组 ５１ ２５ / ２６ １０.９４±１.８６ －３.００±１.１１
配戴框架眼镜组 ５０ ２２ / ２８ １０.４６±２.０６ －２.８８±１.２３
χ２ / ｔ ０.２５６ －１.２３２ －０.５５９
Ｐ ０.６１３ ０.２２１ ０.５７８

表 ２　 两组患者结膜囊细菌培养结果比较 株(％)
菌种 配戴角膜塑形镜组(ｎ＝ ５３) 配戴框架眼镜组(ｎ＝ ４５)
革兰氏阳性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 ２７(５０.９) １８(４０.０)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８(１５.１) １０(２２.２)
人葡萄球菌 ５(９.４) ２(４.４)
肺炎链球菌 １(２.２)

路登葡萄球菌 １(２.２)
头状葡萄球菌 １(２.２)
藤黄微球菌 ２(３.８) １(２.２)

科氏葡萄球菌 １(１.９)
ｐｅｔｔｅｎｋｏｆｅｒｉ 葡萄球菌 １(１.９)

沃式葡萄球菌 １(１.９) １(２.２)
山羊葡萄球菌 １(２.２)
缺陷乏养菌 １(２.２)
变异库克菌 １(１.９)

革兰氏阳性杆菌 麦氏棒状杆菌 １(１.９) ４(８.９)
非发酵棒杆菌非发酵亚种 １(２.２)

拥挤棒状杆菌 １(１.９)
ｌｉｐｏｐｈｉｌｏｆｌａｖｕｍ 棒状杆菌 １(１.９)

革兰氏阴性球菌 干燥奈瑟菌 １(２.２)
浅黄奈瑟菌 １(１.９)

革兰氏阴性杆菌 流感嗜血杆菌 ２(３.８)
结核硬脂酸杆菌 １(２.２)

金黄微杆菌 １(２.２)
鲁氏不动杆菌 １(１.９)

真菌 近平滑念珠菌 １(２.２)∗

注:∗:不纳入构成比统计ꎮ

２.４ 配戴角膜塑形镜组患者药物敏感性实验结果 　 配戴
角膜塑形镜组检出菌株对左氧氟沙星(９８％)、莫西沙星
(９８％)、加替沙星 ( ９８％)、头孢呋辛 ( ９８％)、头孢硫脒
(９８％)、利福平(９８％)、氯霉素(９６％)、头孢西丁(９５％)
敏感性较高ꎻ对克林霉素(８０％)、庆大霉素(７４％)、夫西
地酸(７２％)、妥布霉素(６４％)敏感性一般ꎻ对复方新诺明
(２６％)、美洛西林(１０％)、阿奇霉素(６％)敏感性较差ꎮ
其中革兰氏阳性球菌对万古霉素敏感率为 １００％ꎬ筛查出
２ 株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ꎬ见表 ３ꎮ
３讨论

角膜塑形镜是一项成熟可靠的光学干预技术ꎬ也是目
前临床应用于近视控制的最有效的干预方法之一[１１]ꎬ其
有效性[１２－１４]及安全性[１５]已得到大量文献的证实ꎮ 但日常
配戴和取出角膜塑形镜镜片的过程可能会影响眼部微生
物群ꎬ并增加微生物转移到眼部的风险ꎮ 另外ꎬ配戴角膜
塑形镜可能会增加泪膜不稳定和眼表损伤[１６－１７]ꎬ且由于
角膜塑形镜的反转弧区不贴合角膜、镜片蛋白沉积物、光
学区对角膜上皮施加的压力等原因可能增加了细菌对角

膜上皮细胞表面的黏附ꎬ镜片在过夜配戴后比普通硬性角
膜接触镜(ＲＧＰ)会保留更多的细菌ꎬ可能导致角膜塑形
镜使用者容易发生感染[１８]ꎮ

结膜囊菌群被认为在眼表维持局部环境稳定和对感
染的保护性免疫中发挥作用[１９]ꎮ 当眼表微环境或机体自
身状态发生改变时ꎬ结膜囊内细菌可能会导致结膜、角膜
的感染[７]ꎮ Ｅｌａｎｄｅｒ 等[２０] 研究显示配戴软性角膜接触镜
对结膜囊细菌检出率无明显变化ꎮ 而在 Ｓａｎｋａｒｉｄｕｒｇ 等[２１]

研究发现儿童在配戴软性角膜接触镜后球结膜囊检出的
细菌量有减少的趋势ꎮ 王英明等[２２] 研究结果显示ꎬ配戴
角膜塑形镜者不会增加青少年结膜囊带菌率ꎮ 既往也有
研究显示长时间连续配戴软性角膜接触镜可显著增加正
常结膜囊菌群的细菌数量[２３]ꎮ 在本研究中ꎬ配戴角膜塑
形镜组患者结膜囊细菌阳性率为 ６８.６％ꎬ配戴框架眼镜组
为 ６０.０％ꎬ两组细菌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提示
在正确配戴角膜塑形镜的情况下并不会增加结膜囊细菌
的阳性检出率ꎮ

有研究认为配戴角膜接触镜会改变眼结膜囊的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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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配戴角膜塑形镜组患者药物敏感性实验结果

抗菌药名称 标本数量(份) 敏感(份) 中介(份) 耐药(份) 敏感率(％)
克林霉素 ５０ ４０ １０ ８０
左氧氟沙星 ５０ ４９ １ ９８
利福平 ５０ ４９ １ ９８
氯霉素 ５０ ４８ ２ ９６
阿奇霉素 ５０ ３ １ ４６ ６
妥布霉素 ５０ ３２ ５ １３ ６４
头孢西丁ａ ４２ ４０ ２ ９５
庆大霉素 ５０ ３７ ６ ７ ７４
复方新诺明 ５０ １３ ２ ３５ ２６
美洛西林 ５０ ５ ４５ １０
夫西地酸 ５０ ３６ ５ ９ ７２
莫西沙星 ５０ ４９ １ ９８
加替沙星 ５０ ４９ １ ９８
万古霉素ｂ ４３ ４３ １００
头孢呋辛 ５０ ４９ １ ９８
头孢硫脒 ５０ ４９ １ ９８

注:ａ:用于筛查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ꎻｂ:只筛查革兰氏阳性球菌ꎮ

物结构ꎬ使其更类似于皮肤微生物群[２４]ꎮ 赵慧英等[２５] 回
顾分析 １４ 岁以下儿童的眼部标本培养细菌的菌属分布ꎬ
革兰氏阳性球菌占 ５０.８％ꎬ培养阳性菌中凝固酶阴性葡萄
球菌(主要是表皮葡萄球菌)的比例最高ꎬ为 １８％ꎮ 王英
明等[２５]调查配戴角膜塑形镜者的结膜囊细菌中革兰氏阳
性球菌占总阳性率的 ６９.５％ꎬ前 ２ 位为表皮葡萄球菌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ꎮ 本研究中配戴角膜塑形镜组和配戴框架
眼镜组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相近ꎬ主要菌群均为革兰氏
阳性球菌ꎬ前 ２ 位均为表皮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ꎬ
这与既往的研究结果一致ꎬ提示配戴角膜塑形镜对结膜囊
细菌的菌群构成无明显影响ꎮ

本研究中细菌培养阳性率较既往文献偏高ꎬ分析原因
可能是使用植绒拭子采样、未使用局部麻醉剂[２６]、所处地
区环境因素[２７]等不同采样方式对细菌的检出率会产生影
响ꎮ 有研究报道配戴角膜塑形镜发生角膜感染者以女性
为主ꎬ男女之比为 １∶ １.７[４]ꎮ 在本次研究中统计配戴角膜
塑形镜组男性与女性的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ꎬ分别为
６４.０％和 ７３.１％ꎬ女性检出率略高于男性ꎬ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ꎬ也可能与样本量较小有关ꎮ

Ｓｈｉ 等[２８]对初次配戴角膜塑形镜 ６ｍｏ 内患者眼周分
离葡萄球菌ꎬ发现其耐消毒剂(ｑａｃ)基因增加ꎮ 孙敏等[２９]

以是否携带 ｑａｃＡ / Ｂ 基因进行分组ꎬ发现携带 ｑａｃＡ / Ｂ 基
因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氨基糖苷类、喹诺酮
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较未携带
ｑａｃＡ / Ｂ 基因的菌株明显升高ꎮ 因此ꎬ本研究对配戴角膜
塑形镜后的结膜囊细菌的药敏性进行调查ꎬ结果显示配戴
角膜塑形镜组培养菌株对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加替沙
星、头孢呋辛、头孢硫脒、利福平、氯霉素、头孢西丁的药物
敏感性均达 ９５％以上ꎻ对克林霉素、庆大霉素、夫西地酸、
妥布霉素敏感性一般(６４％ ~ ８０％)ꎻ对复方新诺明、美洛
西林、阿奇霉素敏感性较差(６％ ~ ２６％)ꎮ 其中革兰氏阳
性菌对万古霉素药敏性高ꎬ可将万古霉素作为其他药物耐
药的选择ꎮ 根据本研究结果ꎬ配戴角膜塑形镜者在发生眼

表细菌感染时ꎬ在药敏结果回示前可经验性用药ꎬ后期应
根据培养及药敏结果酌情调整抗生素ꎮ

感染性角膜炎是使用角膜塑形镜的过程中面临的最
严重的并发症[４]ꎬ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发生感染性角膜炎
的概率为 ０.１３９％ [３０]ꎮ 与角膜塑形镜相关的感染性角膜
炎中ꎬ铜绿假单胞菌是最常见的病原体[４]ꎬ但本研究没有
从任何配戴角膜塑形镜组或配戴框架眼镜组的结膜囊中
分离出来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配戴角膜塑形镜未明显增加
青少年结膜囊细菌检出率ꎬ对菌群结构影响较小ꎬ且戴镜
者结膜囊细菌对大多数眼科常用抗生素敏感率较高ꎮ 在
配戴角膜塑形镜组中筛查出 ２ 株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
菌和 ２ 株流感嗜血杆菌ꎬ在后期随访过程中无不良事件发
生ꎬ但我们仍需密切监控以避免耐药株的增加和其他眼表
炎症的发生ꎮ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配戴角膜塑形镜组
患者均使用双氧水护理系统ꎬ对于使用多功能护理液的戴
镜者的结膜囊细菌的药物敏感性是否会发生变化还需进
一步研究ꎻ我们的结果存在很多局限性ꎬ样本量较少ꎬ观察
时间较短ꎬ且未对结膜囊菌群数量进行定量研究ꎬ对于更
长时间的配戴角膜塑形镜ꎬ其结膜囊菌群状况还需更进一
步的研究ꎮ
参考文献

１ Ｄｏｎｇ Ｌꎬ Ｋａｎｇ ＹＫꎬ Ｌｉ Ｙ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ｔｉｎａ ２０２０ꎻ４０(３):３９９－４１１
２ 朱梦钧ꎬ 丁莉ꎬ 李珊珊ꎬ 等. 配戴角膜塑形镜后调节幅度的改变及

其控制近视进展的临床观察.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２ꎻ２２(２):２９３－２９７
３ 赵文辰ꎬ 何鲜桂ꎬ 许迅. 角膜塑形镜临床应用的安全性研究进展.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２０２２ꎻ２４(３): ２３５－２４０
４ Ｋａｍ ＫＷꎬ Ｙｕｎｇ Ｗꎬ Ｌｉ ＧＫＨ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ｋｅｒａｔ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ｏｒｔｈｏｋｅ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ｌｅｎｓ ｕｓ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ꎻ４５ ( ６):
７２７－７３５
５ Ｓｈｅｈａｄｅｈ－Ｍａｓｈａｏｕｒ Ｒꎬ Ｓｅｇｅｖ Ｆꎬ Ｂａｒｅｑｕｅｔ ＩＳꎬ ｅｔ ａｌ. Ｏｒｔｈｏｋｅ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ｋｅｒａｔｉｔｉｓ. Ｅｕｒ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０９ꎻ１９(１):１３３－１３６
６ Ｗｕ ＪＦꎬ Ｘｉｅ ＨＴ. Ｏｒｔｈｏｋｅ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ｌｅ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ａｎｔｈａｍｏｅｂａ ｋｅｒａｔｉｔｉｓ:

２９５１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第 ２３ 卷　 第 ９ 期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电话: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０５９０６　 电子信箱:ＩＪＯ.２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Ｉｎｔ Ｍｅｄ Ｒｅｓ ２０２１ꎻ ４９ ( ３ ):
３０００６０５２１１０００９８５
７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ＲＡ.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ｙ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ｐｔ
２０００ꎻ２０(６):４２９－４４１
８ Ｙｏｕｎｇ ＡＬꎬ Ｌｅｕｎｇ ＡＴＳꎬ Ｃｈｅｕｎｇ ＥＹＹꎬ ｅｔ ａｌ. Ｏｒｔｈｏｋｅ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ｌｅｎｓ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ｋｅｒａｔｉｔｉｓ. Ｃｏｒｎｅａ ２００３ꎻ２２(３):
２６５－２６６
９ 眼科检验协作组. 感染性眼病细菌学检查操作专家共识(２０１９). 中
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２０１９ꎻ２１(２):８１－８５
１０ 陈宏斌ꎬ 王辉. ２０１７ 年 ＣＬＳＩ Ｍ１００－Ｓ２７ 主要更新内容解读. 中华

检验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ꎻ４０(４):２３８－２４１
１１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视光学组ꎬ 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

眼视光专业委员会ꎬ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视光

学组ꎬ 等. 近视管理白皮书(２０２２).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２０２２ꎻ２４(９):６４１－６４８
１２ Ｈｅ ＭＭꎬ Ｄｕ ＹＲꎬ Ｌｉｕ Ｑ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ｋｅ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６ꎻ１６:１２６
１３ Ｌｙｕ ＴＢꎬ Ｗａｎｇ ＬＹꎬ Ｚｈｏｕ ＬＴ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ｉｇｈ ｍｙｏｐｉ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ｔｈｏｋｅ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Ｅｙ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 Ｓｃｉ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２０ꎻ
４６(３):１４１－１４６
１４ Ｃｈｏ Ｐꎬ Ｃｈｅｕｎｇ ＳＷ. 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Ｏｒｔｈｏｋｅ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ＲＯＭＩＯ) ｓｔｕｄｙ: ａ ２－ｙｅａ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２ꎻ５３(１１):７０７７－７０８５
１５ Ｌｉｕ ＹＭꎬ Ｘｉｅ ＰＹ.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ｋｅｒａｔｏｌｏｇｙ－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ｙ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 ２０１６ꎻ４２(１):３５－４２
１６ 张丽ꎬ 马建霞ꎬ 王锋ꎬ 等. 夜戴型角膜塑形镜对青少年眼表功能

的影响.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０ꎻ２０(１１):１９８７－１９９０
１７ 杨立ꎬ 俞萍萍. 过夜配戴角膜塑形镜对儿童青少年眼表和睑板腺

的影响.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２０２０ꎻ２２(１):５１－５７
１８ Ｃｈｏｏ ＪＤꎬ Ｈｏｌｄｅｎ ＢＡꎬ Ｐａｐａｓ ＥＢꎬ ｅｔ ａ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ｔｏ ｏｒｔｈｏｋｅ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ｌｅｎｓｅｓ. Ｏｐｔｏｍ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０９ꎻ
８６(２):９３－９７
１９ Ｐｅｔｒｉｌｌｏ Ｆꎬ Ｐｉｇｎａｔａｒｏ Ｄꎬ Ｌａｖａｎｏ ＭＡꎬ 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ｕｌ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２０２０ꎻ８
(７):１０３３
２０ Ｅｌａｎｄｅｒ ＴＲꎬ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ＭＡꎬ Ｓａｌｉｎｇｅｒ ＣＬ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ｕｌａ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 ｗｅａｒ. Ｃｌａｏ Ｊ １９９２ꎻ１８(１):５３－５５
２１ Ｓａｎｋａｒｉｄｕｒｇ ＰＲꎬ Ｍａｒｋｏｕｌｌｉ Ｍꎬ Ｌａｚｏｎ ｄｅ ｌａ Ｊａｒａ Ｐꎬ ｅｔ ａｌ. Ｌｉ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ｌ ｍｉｃｒｏ ｂｉｏｔ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 ｗｅａｒ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ｐｔｏｍ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０９ꎻ８６(４):３１２－３１７
２２ 王英明ꎬ 张晓峰ꎬ 钱雪峰ꎬ 等. 青少年角膜塑形镜配戴者结膜囊

及镜盒菌群研究.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２０１５ꎻ１７(１０):
６１４－６１７
２３ Ｉｓｋｅｌｅｌｉ Ｇꎬ Ｂａｈａｒ Ｈꎬ Ｅｒｏｇｌｕ Ｅ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ｌ ｆｌｏｒａ ｗｉｔｈ ３０－ｄａ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ｗｅａｒ ｓｉｌｉｃｏｎ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ｅｓ. Ｅｙ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 ２００５ꎻ３１(３):１２４－１２６
２４ Ｓｈｉｎ Ｈꎬ Ｐｒｉｃｅ Ｋꎬ Ａｌｂｅｒｔ Ｌ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ｙ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ｍＢｉｏ ２０１６ꎻ７(２):ｅ１９８
２５ 赵慧英ꎬ 李然ꎬ 王智群ꎬ 等. 儿童眼部分离细菌的病原学分析. 眼
科研究 ２００５ꎻ４:４１８－４２０
２６ Ｒａｚａｖｉ ＢＭꎬ Ｂａｚｚａｚ ＢＳＦ.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Ｅｕｒ 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２０１９ꎻ３８(６):
９９１－１００２
２７ 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 Ｆꎬ Ｋｅａｙ ＬＪꎬ Ｓａｎｆｉｌｉｐｐｏ ＰＧ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ꎬ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ｋｅｒａｔｉｔｉ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０７ꎻ１４４
(５):６９０－６９８
２８ Ｓｈｉ ＧＳꎬ Ｂｏｏｓｔ Ｍꎬ Ｃｈｏ Ｐ.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ｓｅｐｔ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ｏｒｔｈｏｋｅ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ｌｅｎｓ ｗｅａｒｅｒｓ ｏｖ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ｉｘ－ｍｏｎ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ｕｓｅ. Ｅｕｒ 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２０１６ꎻ３５
(６):９５５－９６２
２９ 孙敏ꎬ 王金波ꎬ 李海英. 社区和医院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

萄球菌耐药基因及耐消毒剂基因的检测. 检验医学与临床 ２０２１ꎻ１８
(１５):２２４２－２２４６
３０ Ｂｕｌｌｉｍｏｒｅ ＭＡꎬ Ｓｉｎｎｏｔｔ ＬＴꎬ Ｊｏｎｅｓ－Ｊｏｒｄａｎ ＬＡ.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ｋｅｒａｔｉｔｉｓ ｗｉｔｈ ｏｖｅｒｎｉｇｈｔ ｃｏｒｎｅａｌ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ｌｅｎｓｅｓ. Ｏｐｔｏｍ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３ꎻ９０
(９):９３７－９４４

３９５１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３ꎬ Ｎｏ.９ Ｓｅｐ.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０５９０６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