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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 AIM: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f pterygium in rural aged population in
Chicheng County of Zhangjiakou City 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region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terygium.
誗METHODS: Population - based cross - sectional study.
3981 rural residents aged more than 50 years old from 18
towns 180 villages in Chicheng County of Zhangjiakou City
were selected by cluster randomized sampling. All
subjects were taken slit lamp, life vision, external ocular
and funds photos, stages and grades of pterygium were
made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s.
誗RESULTS: A total of 3494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with the response rate of 87. 77%. The number of
pterygium was 280 with the prevalence 8. 01%; the
prevalence in male ( 10. 1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emale ( 6. 97%),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字2 = 10. 335, P = 0. 001 ), the prevalence of
pterygium was elevated as the increase of age under 80
year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字2 =15.949,
P = 0. 001) . Of the 280 cases 387 eyes, 297 eyes needed
surgical treatment, accounted for 76. 74%.
誗CONCLUSION: Pterygium is a common ocular disease
in rural aged population in Chicheng County of
Zhangjiakou City. Different gender and age groups have
different prevalence rate of pterygium. The percentage of
surgical treatment is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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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张家口市赤诚县老年农村居民翼状胬肉的患病
率及人群分布情况,为该地区翼状胬肉的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张家口市赤诚县 18 个
乡镇 180 个行政村 3981 例 50 岁以上农村居民进行以人
群为基础的横断面调查。 受检对象进行裂隙灯、生活视力
及眼前节照相等眼科检查并对翼状胬肉形成情况进行分
期及分级。
结果:选取 3981 例受检对象中资料完整者 3494 例,受检
率为 87. 77% ,其中发现翼状胬肉患者 280 例,患病率为
8. 01% ;男性翼状胬肉的患病率(10. 11% )明显高于女性
翼状胬肉的患病率(6. 97% ) ( 字2 = 10. 335,P = 0. 001),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80 岁以下患者中,翼状胬肉的患病率
随着年龄的增高逐渐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字2 =
15郾 949,P=0. 001)。 280 例 387 眼中需手术治疗者 297 眼
(76. 74% )。
结论:翼状胬肉是张家口市赤诚县农村老年居民常见的眼
表疾病。 不同性别及年龄组间翼状胬肉的患病率存在差
异。 需手术治疗者所占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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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翼状胬肉是常见的眼表疾病,临床表现为睑裂部肥厚
的球结膜及其下纤维血管组织呈三角形增生并侵犯角膜,
因其形状酷似昆虫的翅膀而命名为翼状胬肉[1]。 该病不
仅可引起眼部充血不适影响美观,而且随着病情发展可导
致角膜散光增加,侵入瞳孔区者可出现视力下降。 目前该
病的确切发病机制不清,大量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其发生与
地理纬度、户外工作、风沙、气候及紫外线照射等环境因素
有关[2,3]。 张家口市赤诚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地处冀北
深山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数国家级贫困县,医疗资源匮
乏,为了解该地区眼病患病情况,获得流行病学资料,我们
于 2011-05 / 07 对该地区老年农村居民进行眼病流行病调
查,现将翼状胬肉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选取 2011-05 / 07 在张家口市卫生局组织下,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对张家口赤诚县 18 个乡镇 440 个行政
村,1318 个自然村进行眼病流行病学调查,翼状胬肉流行
病学调查为其中的一部分。 调查地概况:赤诚县位于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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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1摇 不同性别及年龄组翼状胬肉患病率比较

年龄(岁)
男性

n / exam 患病率(% )
女性

n / exam 患病率(% )
总数

n / exam 患病率(% )
50 ~ 47 / 574 8. 19 58 / 1122 5. 17 105 / 1396 6. 19
60 ~ 41 / 352 11. 64 61 / 727 8. 39 102 / 1079 9. 45
70 ~ 25 / 189 13. 23 36 / 386 9. 33 61 / 575 10. 61
80 ~ 4 / 42 9. 52 8 / 102 7. 84 12 / 144 8. 33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合计 117 / 1157 10. 11 163 / 2337 6. 97 280 / 3494 8. 01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注:n:翼状胬肉例数;exam:受检例数。

40毅30忆37义 ~ 41毅23忆26义,东经 115毅25忆18义 ~ 116毅27忆33义。 地
处冀北山区,东接承德丰宁县,南界北京延庆县,西邻张家
口市,北靠坝上草原。 全县平均海拔 945m。 年平均气温
5. 5益,年均降水量 421. 3mm。 日照 2629. 8h。 目标人群
是该县 50 岁以上农业人口(农业人口占农村人口 90% )。
抽样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从该县 18 个乡镇每个乡镇
中随机抽取 10 个行政村,共计 180 个行政村作为抽样调
查点。 按照卫生部全国防盲指导组规定的公式即 n =
(罔0 / 匾) 2P(1-P)计算样本量,其中 n 为样本量,罔0 为 95%
可信区间时的 t 值(1. 96),匾 为允许误差取 0. 2P,P 为翼
状胬肉的患病率。 考虑到该地区既往未见同类流行病调
查报告,且该县毗邻北京延庆县,因此翼状胬肉患病率参
考北京农村老年居民翼状胬肉患病情况分析的调查结果,
P 取 4. 14% [4],计算得出 n=2223 例。 在假设抽样调查受
检率为 90% 的条件下,计算出调查需要样本量为 2470
例,实际抽取 3981 例为研究对象进行横断面调查研究,并
以各乡镇卫生院为调查单位进行现场调查。 本调查符合
关于人体研究伦理学方面的准则要求并经过当地县卫生
局及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检查前通过宣传工作,绝大多数
受检者同意并自愿配合检查。
1. 2 方法摇 为使调查工作顺利开展,张家口市卫生局和赤
诚县卫生局成立项目领导管理小组,由一名县卫生局干部
随队负责协调工作,各乡镇卫生院院长及各乡镇村医负责
调查人群的联系及调查前的组织宣传工作,张家口市第四
医院眼科医生组成筛查小组,负责调查前的培训及具体的
眼科检查、诊断。
1. 2. 1 基本信息调查摇 由一名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
受检者基本信息的采集,并统一填写自行设计的翼状胬肉
调查登记表,内容包括编号、日期、姓名、性别、年龄,眼部
检查及结果等。
1. 2. 2 眼科检查摇 全部受检者进行视力、裂隙灯、眼底照
相和眼前节照相等眼科检查,采用日本 Canon 免散瞳眼底
照相机拍摄受检者眼前节及眼底后极部图像,并存储在计
算机中,记录翼状胬肉的形态大小、部位及分期。 同时按
事先设计的翼状胬肉患病调查表进行逐一登记。
1. 2. 3 诊断标准摇 依据《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眼科学分册》
及《眼科诊断学》的标准诊断[5,6],根据翼状胬肉的形态及
大小分为三期[7],即进行期、静止期及退行期。 分为五
级[8]:Grade玉:翼状胬肉头部位于角膜缘,Grade域:翼状
胬肉头部位于角膜缘与瞳孔之间,Grade芋:翼状胬肉头部
位于瞳孔缘,Grade郁:翼状胬肉头部位于瞳孔缘以内,
Grade吁:翼状胬肉头部跨过瞳孔至对侧瞳孔缘。 根据翼
状胬肉出现部位分为鼻侧,颞侧及双侧。 根据其出现的眼
别分为右眼、左眼及双眼翼状胬肉。

1. 2. 4 质量控制摇 正式调查前对所有参与调查的人员进
行培训,向工作人员明确调查的目的、意义和内容。 对参
加检查诊断的眼科医生统一检查方法、仪器操作方法及检
查流程,并参阅文献制定统一的诊断标准及结果判读标
准。 现场调查中由一名眼科副主任医师负责质量控制,并
由专人负责调查资料的收集保管和整理。
摇 摇 统计学方法:全部统计资料采用 SPSS 13. 0 统计软件
进行资料分析,调查对象年龄采用均数依标准差表示,年
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P<0. 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患者人数用频数表示,发病情况用率表示,患病率
之间的比较用 Pearson 卡方检验,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 1 调查人群的一般情况摇 随机抽取的 3981 例受检对象
中资料完整者 3494 例,受检率为 87. 77% ,其中男 1157
例,女 2337 例。 年龄 50 ~93(平均 65. 89依8. 31)岁,其中男
性调查对象年龄为 50 ~ 85(平均 64. 70依8郾 08)岁,女性调
查对象年龄 50 ~ 93(平均 66. 20依7. 76)岁,两组年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 90,P=0. 37)。 3494 例调查对象
中发现翼状胬肉患者 280 例,患病率为 8. 01% ;男性翼状
胬肉患者 117 例,女性翼状胬肉患者 163 例,翼状胬肉患
者平均年龄为 66. 45依9. 42 岁。
2. 2 翼状胬肉的患病率与年龄性别的相关性摇 在确诊为

翼状胬肉的 280 例患者中,各年龄组人群翼状胬肉患病率
为 6. 19% (50 ~ 59 岁),9. 45% (60 ~ 69 岁),10郾 68% (70 ~
79 岁),8. 33% (80 岁及以上),80 岁以下各年龄组翼状胬
肉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高逐渐增加,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字2 = 15. 949,P = 0. 01)。 不同性别间男性患病

率为 10. 11% ,女性患病率为 6. 97% ,男性翼状胬肉的患
病率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 = 10. 335,P =
0郾 01,表 1)
2. 3 翼状胬肉的病变部位摇 选取 3494 例调查对象中发现
翼状胬肉患者 280 例,单眼患病者 173 例(61. 79% ),其中
右眼 88 例,左眼 85 例;双眼患病者 107 例(38. 21% )。 病
变位于鼻侧者 268 例 375 眼,颞侧 9 例 9 眼,鼻颞双侧均
发生者 3 例 3 眼。
2. 4 翼状胬肉分期及分级摇 对 280 例 387 眼翼状胬肉患

者进行分级,处于进行期者 202 眼(52. 20% ),静止期 116
眼(29. 97% ),退行期 69 眼(17. 83% )。 387 眼中 Grade玉
级翼状胬肉 19 眼(4. 91% ),Grade域级翼状胬肉 157 眼
(40. 57% ),Grade芋级翼状胬肉 110 眼(28. 42% ),Grade
郁级翼状胬肉 74 眼(19. 12% ),Grade吁级翼状胬肉 27 眼
(6. 98% )。 387 眼中需手术治疗者 297 眼(76.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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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摇 摇 翼状胬肉是受外界刺激而引起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病
变,单眼或双眼受累,组织病理学显示翼状胬肉的结膜上
皮增生伴上皮下纤维血管增生和胶原纤维变性,角膜前弹
力层由于血管的侵入而破坏,但其具体的发病原因及病理
遗传学机制不明。 国内外文献关于翼状胬肉的流行病学
研究显示翼状胬肉的发生与地理位置、紫外线照射、年龄、
性别及经济条件等因素相关,其患病率由 0. 3% 到
37郾 46%不等,发展中国家患病率较高。 我国不同地区翼
状胬肉患病率的调查也屡见报道[9-11],本研究是该地区翼
状胬肉患病情况的首次报道,调查显示张家口市赤城县老
年农村人口翼状胬肉的患病率为 8. 01% ,低于西藏地区
的 22. 9%,高于北京特定地区农村 40 岁以上的 5. 65% [12],邯
郸永年县农村地区 7. 1% ,云南贡山县 4. 4% 的患病率。
这可能与该地区毗邻坝上草原,干燥多风,日照时间长,农
村居民以户外劳作为主等因素有关。 此外由于翼状胬肉
患病率与年龄相关,相比其他同类调查选择 40 岁以上中
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本调查选择 50 岁以上农村老年居民
为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65. 89依8. 31 岁,因此年龄因素可
能是本研究患病率高于其他同类研究的原因之一。
摇 摇 既往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翼状胬肉的患病率随年龄增
长而逐渐上升,本研究显示不同年龄组翼状胬肉的患病率
有逐渐增高趋势,其中 50 岁组患病率最低为 6. 19% ,70
岁组患病率最高为 10. 68% ,这提示随着年龄的增大,户
外劳动总时间变长,紫外线的慢性蓄积作用也增大。 80
岁以上组翼状胬肉的患病率有所下降为 8. 33% ,其原因
不清,有学者认为可能与结膜组织自然凋亡,萎缩有关。
此外通过比较不同性别间翼状胬肉的患病率,发现该地区
男性翼状胬肉的患病率 10. 11% ,高于女性 6. 97%的患病
率,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国内外大多数研究一
致。 但也有报道翼状胬肉的患病率在性别间无显著性差
异,其原因与不同性别在不同地区户外劳动中担任的角色
比重不同有关,此外也与不同的生活方式及特殊的暴露等
混杂因素有关。
摇 摇 Kwork 等的模型研究显示,人眼鼻侧球结膜接受紫外
线辐射高于颞侧 20 倍,这与翼状胬肉发生多发生在鼻侧
有关。 本调查中病变位于鼻侧者 268 例 375 眼(96. 90%),颞
侧及双侧者较少共计 12 例 12 眼(3. 10% ),与既往流行病
学研究一致。 翼状胬肉由于侵入角膜引起散光增大,影响
视力,同时累及瞳孔区者会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甚至有因

此致盲的报道,因此临床中进行期翼状胬肉头部侵入角膜
2mm 以上及静止期翼状胬肉累及瞳孔区者为手术适应
证[13]。 本调查发现该地区 280 例 387 眼翼状胬肉患者中
翼状胬肉处于进行期者 202 眼(52. 20% ), 累及瞳孔的
Grade芋级以上翼状胬肉 211 眼(54. 52% )。 需手术治疗
者 235 例 297 眼(76. 74% )。 需手术患者比例较高,这与
该地区眼科医生不足,医疗资源匮乏,广大农民群众卫生
保健及防病意识淡薄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为我们今后制
定眼病防治决策,建立更完善的眼病防治体系及提供切实
可行的眼病防治措施提供了依据。
摇 摇 此外本研究采用免散瞳眼底照相机拍摄眼前节照片
联合裂隙灯检查的筛查模式,不仅有利于翼状胬肉的检查
诊断,拍摄的图像也为指导患者治疗、解释病情及眼睛健
康宣教提供了直观的影像学资料。 同时除翼状胬肉外,通
过眼前节及眼底的拍摄还筛查了如白内障、青光眼、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等多种眼病,为探索简单、高效、经济的多病
种眼病筛查模式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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