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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藏族与汉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眼球生物学
参数的差异ꎬ分析藏族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分布特征ꎮ
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ꎮ 收集 ２０１９－０１ / ２０２０－１２ 就诊于
我院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 ６６１ 例 １ ０３０ 眼ꎬ其中藏族
患者 ４８３ 例 ７３９ 眼ꎬ汉族患者 １７８ 例 ２９１ 眼ꎮ 术前所有患
者均采用 ＩＯＬ Ｍａｓｔｅｒ ５００ 测量眼轴长度、前房深度、角膜
曲率、散光及散光轴向ꎮ
结果:藏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眼轴长度为 ２３. ３３
(２２.８１ꎬ２３.８６)ｍｍꎬ前房深度为 ３.０４(２.７９ꎬ３.３０)ｍｍꎬ散光
度为 ０.７３(０.４７ꎬ１.０７)Ｄꎬ平均角膜曲率为 ４３.８９±１.３５ Ｄꎬ
较汉族患者眼轴短ꎬ角膜曲率小(均 Ｐ<０.０５)ꎮ 藏族患者
的年龄与眼轴长度和前房深度均呈负相关ꎬ而与平均角膜
曲率呈正相关(均 Ｐ<０.０５)ꎮ 藏族患者中男性患者较女性
患者眼轴更长、前房更深、角膜更平坦(均 Ｐ<０.０５)ꎮ
结论:藏族与汉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的眼球生物学参
数存在差异ꎬ不同年龄和性别藏族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的
分布有所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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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眼球生物学参数和身高、体质量等众多生物学参数一

样ꎬ不仅个体间差异较大ꎬ且不同性别、年龄、地域和民族
人群也有一定差异[１－２]ꎮ 藏族人群在世界多个国家均有
分布ꎬ其中多数居住在我国境内ꎬ尤其是西藏地区ꎮ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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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特征外ꎬ藏族人群的眼球生物学参数与汉族人群也有一
定差异ꎮ 目前鲜有藏族白内障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的研
究ꎮ 刘江等[３]采用超声测量居住在拉萨的藏族人群平
均眼轴长度(ａｘｉ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ꎬＡＬ)为 ２３.０７±０.８６ ｍｍꎬ平均前
房深度(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ｄｅｐｔｈꎬＡＣＤ)为 ３.０５±０.４１ ｍｍꎬ
角膜散光值为 ０.７５(０.３７５ꎬ１.０００)Ｄꎬ与北京地区人群相
比ꎬ藏族人群眼轴明显偏短ꎬ前房偏深ꎮ 随着技术的进
步ꎬ眼球生物学测量已趋向更精准的光学测量ꎮ 本研究
采用ＩＯＬ Ｍａｓｔｅｒ ５００对藏族和汉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
者的眼球生物学参数进行光学测量ꎬ以期加深了解藏族
与汉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差异ꎬ
分析藏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分
布特征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ꎮ 连续收集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２０２０－１２ 就诊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
行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的年龄相关性
白内障患者 ６６１ 例 １ ０３０ 眼ꎬ年龄 ５０ － ９９(平均 ６６. ４９ ±
８.８９)岁ꎬ其中藏族患者 ４８３ 例 ７３９ 眼ꎬ汉族患者 １７８ 例
２９１ 眼ꎮ 纳入标准:(１)诊断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ꎻ(２)年
龄≥５０ 岁ꎻ(３) ２２ ｍｍ≤眼轴长度≤２６ ｍｍꎮ 排除标准:
(１)合并角结膜疾病ꎬ如翼状胬肉、角膜瘢痕、圆锥角膜
等ꎻ(２)合并严重的玻璃体、视网膜疾病ꎬ如玻璃体混浊、
视网膜脱离ꎻ(３)既往有眼部手术史ꎬ如角膜屈光手术、玻
璃体切除术、巩膜环扎或外垫压术ꎻ(４)既往有眼部外伤
史ꎮ 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ꎬ获得西藏自治区人民
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文号:
(２０２２)年科研第 ５ 号]ꎮ 纳入患者对各项检查均知情同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方法　 术前所有患者均采用 ＩＯＬ Ｍａｓｔｅｒ ５００ 测量眼轴
长度、前房深度、角膜曲率(ｋｅｒａｔｏｍｅｔｒｙꎬＫꎬ包括平坦轴角
膜曲率 Ｋ１、陡峭轴角膜曲率 Ｋ２、平均角膜曲率 Ｋｍ)、散光
(ｃｏｒｎｅａｌ ａ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ｓｍꎬＣＹＬ)及散光轴向ꎮ 所有测量均由同一
位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完成ꎬ重复测量 ３ 次ꎬ取其平均值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采用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法进行正

态检验ꎬ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ｘ±ｓ 表示ꎬ两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ꎻ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Ｍ(Ｐ２５ꎬＰ７５)表示ꎬ两
组间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ꎬ多组间比较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ꎮ 采用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进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ꎬ探讨年龄和性别与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关
系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 不同民族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比较 　 藏族和汉族年
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的性别构成、前房深度、散光度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但藏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
者的年龄、眼轴长度、角膜曲率均低于汉族患者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藏族和汉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
者的散光轴向分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０６)ꎬ藏族患
者以逆规散光为主(４８.０％)、顺规散光次之(３４.５％)ꎬ汉
族患者则以顺规散光为主 ( ４３. ６％)、 逆规散光次之
(３７.５％)ꎬ见表 １ꎮ 由于我院患者来源构成分布导致藏族
患者和汉族患者样本量差异较大ꎬ本研究对藏族和汉族患
者采用 １∶ １ 的临近匹配方法(卡钳值为 ０.２)进行了倾向性
评分匹配ꎬ匹配了年龄、性别后再次进行对比分析ꎬ结果仍
提示藏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眼轴长度、角膜曲率均低
于汉族患者(Ｐ<０.０５)ꎬ且藏族和汉族患者散光轴向分类
存在差异(Ｐ<０.０５)ꎮ
２.２ 不同年龄藏族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比较 　 根据年龄
将藏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分为 ５０－５９ 岁组、６０－６９ 岁
组、７０－７９ 岁组、≥８０ 岁组ꎬ不同年龄藏族年龄相关性白
内障患者的眼轴长度、角膜曲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ꎬ但性别构成、前房深度、散光度及散光轴向分类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２.３ 不同性别藏族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比较 　 不同性别
藏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的散光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但男性患者角膜曲率均低于女性患者ꎬ眼轴长
度、前房深度均高于女性患者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１)ꎮ 不同性别藏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的散光轴
向分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６)ꎬ女性患者中逆规散
光占比更高(５３.７％)ꎬ见表 ３ꎮ

表 １　 不同民族患者基本资料和眼球生物学参数比较

临床资料 藏族(４８３ 例 ７３９ 眼) 汉族(１７８ 例 ２９１ 眼) χ２ / Ｚ / ｔ Ｐ
性别(例ꎬ％) ０.５８３ ０.３０２
　 男 ２４５(５０.７) ８６(４８.３)
　 女 ２３８(４９.３) ９２(５１.７)
年龄[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岁] ６５.００(５９.００ꎬ７２.００) ７０.００(６２.００ꎬ７７.００) －６.４０６ <０.００１
ＡＬ[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ｍｍ] ２３.３３(２２.８１ꎬ２３.８６) ２３.４８(２２.９０ꎬ２４.１９) －３.０１５ ０.００３
角膜曲率(Ｄ)
　 Ｋ１[Ｍ(Ｐ２５ꎬＰ７５)] ４３.４４(４２.５１ꎬ４４.３５) ４３.７７(４２.７２ꎬ４４.７６) －２.９１５ ０.００４
　 Ｋ２[Ｍ(Ｐ２５ꎬＰ７５)] ４４.２５(４３.３２ꎬ４５.２４) ４４.５３(４３.７２ꎬ４５.６１) －３.０１９ ０.００３
　 Ｋｍ(ｘ±ｓ) ４３.８９±１.３５ ４４.２１±１.５５ －３.２６４ ０.００１
ＡＣＤ[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ｍｍ] ３.０４(２.７９ꎬ３.３０) ３.０８(２.７４ꎬ３.３８) －１.０７２ ０.２８４
ＣＹＬ[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Ｄ] ０.７３(０.４７ꎬ１.０７) ０.７４(０.４６ꎬ１.１３) －０.３０８ ０.７５８
散光轴向(眼ꎬ％) １０.１３２ ０.００６
　 顺规散光 ２５５(３４.５) １２７(４３.６)
　 逆规散光 ３５５(４８.０) １０９(３７.５)
　 斜轴散光 １２９(１７.５) ５５(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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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年龄藏族患者基本资料和眼球生物学参数比较

临床资料
５０－５９ 岁组

(１３３ 例 １９６ 眼)
６０－６９ 岁组

(１９７ 例 ２９８ 眼)
７０－７９ 岁组

(１３１ 例 ２１２ 眼)
≥８０ 岁组

(２２ 例 ３３ 眼)
χ２ / Ｈ / Ｆ Ｐ

性别(例ꎬ％) １４.５４５ ０.００２
　 男 ７０(５２.６) １１６(５８.９) ５１(３８.９) ８(３６.４)
　 女 ６３(４７.４) ８１(４１.１) ８０(６１.１) １４(６３.６)
ＡＬ[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ｍｍ] ２３.３７(２２.８２ꎬ２３.９２) ２３.３６(２２.８１ꎬ２３.８６) ２３.２９(２２.８１ꎬ２３.８６) ２３.２１(２２.６３ꎬ２３.５９) ３.３０１ ０.３４７
角膜曲率(ｘ±ｓꎬＤ)
　 Ｋ１ ４３.４５±１.３０ ４３.３９±１.３４ ４３.５１±１.３３ ４３.７７±１.７３ ０.９６０ ０.４１１
　 Ｋ２ ４４.３２±１.４３ ４４.１７±１.３７ ４４.４５±１.４０ ４４.７４±１.５８ ０.２７６ ０.０５１
　 Ｋｍ ４３.８９±１.３２ ４３.７８±１.３３ ４３.９８±１.３３ ４４.２６±１.６３ １.８１３ ０.１４３
ＡＣＤ[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ｍｍ] ３.２１(２.９７ꎬ３.４９) ３.０６(２.８３ꎬ３.３１) ２.８４(２.５８ꎬ３.１４) ２.７６(２.５５ꎬ２.９６) ９７.６４５ <０.００１
ＣＹＬ[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Ｄ] ０.７０(０.４６ꎬ１.１０) ０.６６(０.４４ꎬ０.９８) ０.８２(０.５３ꎬ１.１５) ０.８０(０.６７ꎬ１.１１) １３.３２７ ０.００４
散光轴向(眼ꎬ％) １３.８４１ ０.０３１
　 顺规散光 ５２(２６.６) １０１(３３.９) ８７(４１.０) １５(４５.４)
　 逆规散光 １１２(５７.１) １４３(４８.０) ８８(４１.５) １２(３６.４)
　 斜轴散光 ３２(１６.３) ５４(１８.１) ３７(１７.５) ６(１８.２)

表 ３　 不同性别藏族患者基本资料和眼球生物学参数比较

临床资料 男性(２４５ 例 ３７０ 眼) 女性(２３８ 例 ３６９ 眼) χ２ / Ｚ / ｔ Ｐ
年龄[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岁] ６４.００(５９.００ꎬ７０.００) ６６.００(５９.００ꎬ７４.００) －２.４０４ ０.０１６
ＡＬ[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ｍｍ] ２３.４９(２２.９７ꎬ２３.９３) ２３.２４(２２.７４ꎬ２３.７５) －３.９９０ <０.００１
角膜曲率(ｘ±ｓꎬＤ)
　 Ｋ１ ４３.２８±１.３７ ４３.６４±１.３０ －３.７１６ <０.００１
　 Ｋ２ ４４.１３±１.４２ ４４.５０±１.３８ －３.６４１ <０.００１
　 Ｋｍ ４３.７０±１.３７ ４４.０７±１.３１ －３.７６３ <０.００１
ＡＣＤ[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ｍｍ] ３.１１(２.８３ꎬ３.３５) ２.９８(２.７５ꎬ３.２３) －４.０５３ <０.００１
ＣＹＬ[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Ｄ] ０.７２(０.４６ꎬ１.１０) ０.７３(０.４９ꎬ１.０６) －０.６１５ ０.５３８
散光轴向(眼ꎬ％) １０.２９６ ０.００６
　 顺规散光 １４６(３９.５) １０９(２９.５)
　 逆规散光 １５７(４２.４) １９８(５３.７)
　 斜轴散光 ６７(１８.１) ６２(１６.８)

２.４影响藏族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纳入的藏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中ꎬ男性患者眼轴长

度长于女性患者ꎬ年龄与眼轴长度呈负相关ꎬ见表 ４ꎻ年龄

与前房深度呈负相关ꎬ见表 ５ꎻ男性患者平均角膜曲率低

于女性患者ꎬ年龄与平均角膜曲率呈正相关ꎬ见表 ６ꎮ
３讨论

眼球生物学参数是眼球及其内部结构的各项重要解

剖指标ꎬ包括眼轴长度、角膜曲率、角膜直径、前房深度、晶
状体厚度等[４]ꎬ是许多眼部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参考ꎮ
同时ꎬ精确的眼球生物学测量也是屈光性白内障手术中人

工晶状体计算的重要因素[５]ꎬ故研究眼球生物学参数十分

必要ꎮ 既往研究表明ꎬ不同种族人群的眼球生物学参数存

在差异ꎮ 西藏地区藏族人群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ꎬ高原缺

氧环境下人体生理指标与平原地区有所不同[６]ꎮ 因此藏

族与汉族人群眼球生物学参数可能存在差异ꎬ而目前关于

藏族人群眼球生物学参数的研究较少ꎮ 王耿等[７] 和刘江

等[３]使用超声测量法进行了相关研究ꎬ提示藏族和汉族人

群眼球生物学参数存在差异ꎮ 超声测量法测量自角膜前

表面到内界膜的距离[８]ꎬ其分辨率较低、测量精度较差[９]ꎬ

　 　表 ４　 性别和年龄对藏族患者眼轴长度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β
ｔ Ｐ

常数项 ２３.５２６ ０.２１０ １１２.０１２ <０.００１
性别 ０.３０８ ０.０５０ ０.１８９ ６.１８１ <０.００１
年龄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８ －２.８７４ ０.００４

表 ５　 性别和年龄对藏族患者前房深度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β
ｔ Ｐ

常数项 ４.０１０ ０.２２８ １７.５８０ <０.００１
年龄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１２８ －４.１３３ <０.００１

表 ６　 性别和年龄对藏族患者平均角膜曲率影响的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β
ｔ Ｐ

常数项 ４３.７５１ ０.３６８ １１８.９５０ <０.００１
性别 －０.４１４ ０.０８７ －０.１４７ －４.７３９ <０.００１
年龄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０ ２.５８４ 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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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测量结果易受操作者影响ꎬ可重复性较差ꎮ 有研究指出

通过 Ａ 超测量眼轴长度ꎬ往往导致测量结果变小[１]ꎮ 而

光学测量利用光学相干技术测量自角膜前表面到视网膜

色素上皮层的距离[８]ꎬ测量结果的精确度和重复性均优于

超声测量[１０]ꎮ 自 １９９９ 年 ＩＯＬ Ｍａｓｔｅｒ 光学生物测量仪问世

以来ꎬ光学生物测量已被广泛接受为眼球生物学测量的金

标准[１１]ꎮ 本研究采用了光学生物测量的方法ꎬ以提供更

为准确及可靠的眼球生物学参数结果ꎮ
本研究对比分析了藏族和汉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

者的眼球生物学参数ꎬ藏族患者眼轴长度为 ２３.３３(２２.８１ꎬ
２３.８６)ｍｍꎬ前房深度为 ３.０４(２.７９ꎬ３.３０)ｍｍꎬ平均角膜曲

率为 ４３.８９±１.３５ Ｄꎬ而汉族患者眼轴长度为 ２３.４８(２２.９０ꎬ
２４.１９)ｍｍꎬ前房深度为 ３.０８(２.７４ꎬ３.３８)ｍｍꎬ平均角膜曲

率为 ４４.２１±１.５５ Ｄꎮ 本研究中汉族患者眼轴长度、前房深

度、平均角膜曲率测量结果与 Ｃｈｅｎ 等[１２]对广州社区老年

人群的眼球生物学参数测量结果相近ꎬ证明本研究纳入的

汉族患者具有良好的代表性ꎮ 对比分析提示ꎬ藏族年龄相

关性白内障患者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均低于汉族患者

(Ｐ<０.０５)ꎬ而散光度、前房深度与汉族患者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本研究中藏族患者眼轴长度较汉族患

者短的结论与王耿等[７] 和刘江等[３] 研究结果一致ꎮ 但本

研究中藏族患者眼轴长度的中位数值为 ２３.３３ ｍｍꎬ大于

上述两项研究眼轴长度的平均值 ２２.９７±０.８０ ｍｍ(男)、
２２.５２±０.７９ ｍｍ(女)及 ２３.０７±０.８６ ｍｍꎬ分析可能与上述两

项研究均采用超声测量法测得的眼轴长度偏小有关ꎮ 藏

族患者眼轴长度更短符合西藏地区藏族人群多以游牧生

活为主ꎬ正视或远视状态居多ꎬ近视占比小的特点ꎮ 本研

究还发现一有趣的现象ꎬ汉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以顺

规散光多见ꎬ这与既往研究[２] 结果相似ꎬ而藏族患者以逆

规散光居多ꎬ该结果未见相关报道ꎬ仍需扩大样本量进一

步证实ꎮ 种族遗传及地域环境等的区别可能是导致藏族

和汉族人群眼球生物学参数差异的主要原因ꎮ
本研究对不同年龄藏族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分布

特征进行分析ꎬ结果表明年龄与眼轴长度、前房深度均呈

负相关ꎬ随年龄增长眼轴长度变短、前房深度变浅ꎮ 在目

前已发表的多项研究中年龄和眼轴长度的关系尚存在争

议ꎮ Ｈａｓｈｅｍｉ 等[１３] 报道指出年龄与眼轴无明显相关性ꎮ
刘江等[３]研究结果提示高龄组较中青年组眼轴更短ꎬ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而本研究结果与 Ｋｉｍ 等[１４] 和 Ｃｈｅｎ
等[１５]研究结果相似ꎬ认为年龄与眼轴长度呈负相关ꎬ这可

能与随着年龄增长ꎬ眼球逐渐出现退化萎缩导致眼轴变短

有关ꎮ 本研究还发现年龄与前房深度呈负相关ꎬ分析原因

可能与年龄增长后眼轴缩短、白内障程度加重、晶状体膨

胀变厚有关ꎮ 同时随着年龄增长晶状体调节功能有所下

降ꎬ晶状体位置前移ꎬ也会导致前房变浅ꎮ 此外ꎬ本研究还

发现藏族患者以逆规散光居多ꎬ散光类型占比随年龄发生

变化ꎬ年龄增加逆规散光比例减少ꎬ顺规散光比例增加ꎮ
这与 Ｍａ 等[２] 报道的中国西部人群随年龄增长逆规散光

发病率上升ꎬ顺规散光发病率相应下降的结果不一致ꎮ 散

光类型及变化的差异可能由于种族原因导致ꎮ 目前有待

进一步研究明确相关结论ꎮ
在对不同性别藏族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分布特征的

分析中发现ꎬ与女性患者相比ꎬ男性患者眼轴更长ꎬ前房更

深ꎬ平均角膜曲率更低ꎮ Ｌｅｉ 等[１６] 针对我国 ９ 个城市白内

障患者的研究曾得出较为一致的结果ꎮ Ｙｉｎ 等[１７] 对眼轴

相关因素的分析中发现ꎬ眼轴与性别、身高、体质量相关ꎮ
Ｗｅｉ 等[１８]研究也指出身高较高的人眼球更大ꎮ 可能是由

于眼球增长发生在个体整体生长发育的同时ꎬ眼轴与身高

的增长存在潜在的共同机制ꎮ 眼轴长度与前房深度呈正

相关[１３]ꎬ因此不难解释男性前房深度较女性更深ꎮ 本研

究还发现ꎬ藏族患者中男性患者的平均角膜曲率低于女性

患者ꎬ年龄与平均角膜曲率呈正相关ꎮ 这与既往研究[１９]

报道吻合ꎬ眼轴长度与角膜曲率呈负相关ꎬ即眼轴越长ꎬ角
膜曲率越小ꎮ 可能原因为眼轴增长时ꎬ较低的角膜曲率可

代偿眼轴变长所带来的近视ꎬ使屈光状态向正视方向调

整ꎮ 因此藏族患者中男性患者及年龄较小者眼轴较长ꎬ其
平均角膜曲率更低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首次采用光学测量方法对藏族年龄

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进行分析ꎬ结果显示藏

族患者眼轴和角膜曲率小于汉族患者ꎮ 同时分析了藏族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分布特征ꎬ其年

龄与眼轴长度、前房深度呈负相关ꎬ而与平均角膜曲率呈

正相关ꎬ男性患者较女性患者眼轴更长、前房更深、角膜更

平坦ꎮ 本研究结果为藏族人群眼病的诊治提供了一定的

解剖学参考ꎬ同时提示建立藏族人群的眼球生物学参数数

据库的必要性ꎮ 但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１)西藏地

区地域辽阔ꎬ其海拔跨度较大ꎬ本研究并未对藏族患者来

源明确具体地区及海拔ꎬ可收集更全面的信息进行分析ꎻ
(２)本研究中未对患者白内障程度分级ꎬ可能存在白内障

程度严重而导致的测量误差ꎻ(３)本研究仅能反映藏族年

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眼球生物学参数分布ꎬ要建立藏族人

群眼生物参数参考区间ꎬ需进一步进行多中心、扩大样本

量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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