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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evaluate ocular condi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so that to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preventive health care
and early treatment of ophthalmopathy.
誗 METHODS: By reviewing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reports from 1241 both serving and former college
teachers in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which
including visual acuity, slit lamp examination, fundus
examination, non-contact intraocular pressure and OCT.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SPSS 19. 0 and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occupational groups.
誗RESULTS: Totally 1119 cases (90. 17%) in 1241 suffered
from eye disease, including conjunctivitis ( 615 cases,
49郾 56%), conjunctival concretion (434 cases, 34. 97%),
cataract and post-cataract surgery (351 cases, 28. 28%),
fundus arteriosclerosis (326 cases, 26. 27%), ametropia
and post - refractive surgery ( 330 cases, 26. 59%),
maculopathy (160 cases, 12. 89%) .
誗 CONCLUSION: High prevalence of eye diseases are
observed in all age groups of college teachers, so that
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early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誗KEYWORDS:college teacher; physical examination; ey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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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高校教师眼科体检结果的分析,探讨高校教
师眼病防治的重要性。
方法:对重庆医科大学在职和退休教师 1241 人进行眼科
常规体检,包括裸眼及矫正视力、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小瞳
下直接眼底镜检查及非接触性眼压、OCT 等检测。 将检查
结果用统计软件 SPSS 19. 0 进行分析,并与其他行业人群
进行比较。
结果:在受检的 1241 人中有 1119 人(90. 17% )患一种或
一种以上眼病。 眼部患病率最高的疾病依次为结膜炎
615 人(49. 56% )、结膜结石 434 人(34. 97% )、白内障及
白内障摘除术后 351 人(28. 28% )、眼底动脉硬化 326 人
(26. 27% )、 屈 光 不 正 及 屈 光 不 正 矫 正 术 后 330 人
(26郾 59% )、黄斑病变 160 人(12. 89% )。
结论:高校教师眼病患病率高,应重视定期眼科随访,早发
现、早治疗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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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高校教师作为高学历人群,大多有长期、长时间阅读
及使用电脑习惯,更应注意眼部健康。 目前针对高校教师
眼部健康状况的报道尚不多,对这类人群的眼科体检报告
进行分析,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指导体检
项目的选择,尽早发现眼部疾病,预防疾病进一步发展。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选取 2011-10 / 12 在我院进行体检的重庆医科
大学在职和退休教师 1241 人。 男 591 人,年龄 22 ~ 84
(平均 47. 8依12. 9)岁;女 650 人,年龄 21 ~ 87(平均 47. 3依
13. 5)岁。
1. 2 方法摇 统计每位体检者的一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
年龄、眼部及全身疾病史。 对每位体检者进行眼科检查,
包括裸眼及矫正视力、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外眼及屈光介
质)、小瞳孔下直接眼底检查。 上述检查有异常者,进一
步行相关检查,如 OCT、眼底血管造影、泪液分泌试验等。
检查方法和诊断标准参照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眼科学》 [1]

标准。
摇 摇 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 19. 0 版本软件,采用 字2 检验,
当 P<0. 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眼病的年龄分布摇 在受检的 1241 人中共有 1119 人
患一种或一种以上眼病,占总受检人数的 90. 17% 。 各年
龄段眼病患病率均较高,特别是在 60 岁以上患病率极高,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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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1摇 患一种或一种以上眼病者年龄分布

人数 20 岁 ~ 30 岁 ~ 40 岁 ~ 50 岁 ~ 60 岁 ~ 70 岁 ~ 80 岁 ~ 90 岁 ~ 总计

总人数 48 250 291 333 168 104 46 1 1241
患病人数 41 210 238 312 167 104 46 1 1119
患病率(% ) 85. 42 84 81. 79 93. 69 99. 41 100 100 100 90. 17

表 2摇 不同眼部疾病患病率的年龄段分布 人(% )
年龄段
(岁)

结膜炎
结膜
结石

白内障
白内障
术后

眼底动
脉硬化

屈光
不正

角膜屈
光术后

黄斑
病变

结膜
松弛

20 ~ 22(45. 83) 9(18. 75) 0 0 0 17(35. 42) 3(6. 25) 1(2. 08) 0
30 ~ 164(65. 60) 87(34. 80) 5(2. 00) 0 0 141(56. 40) 2(0. 80) 0 0
40 ~ 170(58. 42) 105(36. 08) 11(3. 78) 1(0. 34) 17(5. 84) 115(39. 52) 0 11(3. 78) 1(0. 34)
50 ~ 167(50. 15) 146(43. 84) 83(24. 92) 0 104(31. 23) 41(12. 31) 1(0. 30) 49(14. 71) 12(3. 60)
60 ~ 56(33. 33) 59(35. 12) 100(59. 52) 7(4. 17) 94(55. 95) 7(4. 17) 0 42(25. 00) 14(8. 33)
70 ~ 24(23. 08) 20(19. 23) 92(88. 46) 8(7. 69) 76(73. 08) 2(1. 92) 0 36(34. 62) 15(14. 42)
80 ~ 12(26. 09) 8(17. 39) 33(71. 74) 10(21. 74) 34(73. 91) 1(2. 17) 0 21(45. 65) 9(19. 57)
90 ~ 0 0 1(100) 0 1(100) 0 0 0 0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总计 615(49. 56) 434(34. 97) 325(26. 19) 26(2. 10) 326(26. 27) 324(26. 11) 6(0. 48) 160(12. 89) 51(4. 11)

年龄段
(岁)

睑板
腺阻塞

倒睫
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
翼状胬肉 弱视

青光
眼术后

斜视
视网膜

脱离术后
角膜白斑

20 ~ 1(2. 08) 1(2. 08) 0 0 0 0 0 0 0
30 ~ 10(4. 00) 6(2. 40) 0 0 4(1. 60) 0 1(0. 40) 0 0
40 ~ 10(3. 44) 4(1. 37) 0 0 1(0. 34) 0 1(0. 34) 0 1(0. 34)
50 ~ 13(3. 90) 10(3. 00) 3(0. 90) 3(0. 90) 1(0. 30) 0 0 1(0. 30) 0
60 ~ 5(2. 98) 7(4. 17) 3(1. 79) 2(1. 19) 0 0 0 1(0. 60) 0
70 ~ 5(4. 81) 7(6. 73) 2(1. 92) 1(0. 96) 0 4(3. 85) 0 0 0
80 ~ 2(4. 35) 3(6. 52) 2(4. 35) 0 0 1(2. 17) 1(2. 17) 0 0
90 ~ 0 0 0 0 0 0 0 0 0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总计 46(3. 71) 38(3. 06) 10(0. 81) 6(0. 48) 6(0. 48) 5(0. 40) 3(0. 24) 2(0. 16) 1(0. 08)

2. 2 各检出眼病患病情况摇 在 1241 人教师体检中,检出
眼病种类如下:结膜炎 615 人(49. 56% )、结膜结石 434 人
(34. 97% )、白内障及白内障摘除术后 351 人(28. 28% )、
眼底动脉硬化 326 人(26. 27% )、屈光不正及屈光不正矫
正术后 330 人(26. 59% )、黄斑病变 160 人(12. 89% )、结
膜松弛 51 人(4. 11% )、睑板腺阻塞 46 人(3. 71% )、倒睫
38 人 ( 3. 06% )、 翼状胬肉 6 人 ( 0. 48% )、 弱视 6 人
(0郾 48% )、 青 光 眼 术 后 5 人 ( 0. 40% )、 斜 视 3 人
(0郾 24% )、视网膜脱离术后 2 人(0. 16% )、角膜白斑 1 人
(0. 08% )。 不同眼部疾病患病率的年龄段分布见表 2。
3 讨论
摇 摇 此次 1241 人高校教师眼科体检结果提示,高校教师
的眼部健康状况并不乐观。 张翠微等[2] 对深圳市 35261
人其他行业的知识分子(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公务员、企
事业单位的员工、知识分子)进行调查分析,发现患一种
及一种以上眼病的患者占全体体检者的 76. 35% ,而本调
查中高校教师的眼部疾病患病率为 90. 17% ,可见教师眼
部疾病的患病率可能较其他知识分子更高。 究其原因,可
能是因为作为高校教师大多有长期、长时间阅读及使用电
脑的习惯,容易导致用眼疲劳,从而诱发其他眼部疾病。
另外,我们发现即使是 20 ~ 39 岁年龄段的青年人,眼部疾
病患病率也大于 84% ,所以,是否教师这一行业是眼疾发
生的危险因素,有待进一步考究。

摇 摇 同时,作为高学历人员,特别是医学院校的教师,我们
本该相信他们会对自身健康有更多的关注,但在体检过程
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人缺乏对眼部基本保健知识的缺
乏,不知自己患病,更有部分教师主动放弃眼部体检,错过
了眼病的早期诊治机会。 在体检中,通过眼科医护人员的
宣教,受检教师反映对眼部健康知识有了新的认识,同时
也开始关注眼部健康。 目前很多单位的眼科体检都只是
包含了视力的检测,并无眼压、裂隙灯、眼底的检查。 从这
一方面讲,眼科体检项目的扩充,不仅可早期发现眼病,更
做到了健康知识的宣教,提高了体检的效果。
摇 摇 结膜炎、结膜结石在高校教师中不仅总患病率高,在
各年龄段患病率都较高。 睑板腺阻塞在各年龄段分布较
平均,倒睫则在 70 岁以上年龄段有较高检出率。 白内障
(不包括白内障术后)总患病率 26. 19% ,20 ~ 79 岁各年龄
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白内障患病率随年龄
呈上升趋势,从 50 岁开始上升,60 岁急剧上升,这与 1998
年我国眼病调查情况基本一致[3]。 30 岁年龄段白内障为
先天性白内障及外伤性白内障。 80 岁年龄段患病率相对
低,与此年龄段白内障手术接受率高有关。 另外,胡蓉
等[4]在对重庆大学 55 岁以上高校离退休教职工的体检中
发现,教师组白内障的发生率 ( 80. 5% ) 高于职工组
(72% )。 唐斌等[5] 曾报道江北区城镇人口 50 岁以上人
口白内障患病率为 30. 66% ,而本研究中 50 岁以上高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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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患病率为 47. 3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这些
结果均提示了教师这一职业因素对白内障患病率的影响。
此外,本调查研究中发现,医科院校的教师本应更加关注
健康情况,但却至少有 18 人(5. 54% )需行白内障除术的
白内障患者未行手术治疗,再次提示了定期眼科体检、白
内障知识宣传以及防盲工作的重要性。
摇 摇 眼底检查在高校教师体检中不可忽视,本调查中视网
膜动脉硬化患病率居第四位,尤以 50 岁以上患病率极高,
为 47. 39% ,40 ~ 69 岁各年龄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 05),患病率随年龄呈上升趋势。 黄斑病变患病率居高
校教师眼病第六位,本次体检发现的黄斑病变主要为年龄
相关性黄斑变性(AMD),主要分布在 50 ~ 89 岁年龄段,
且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80 ~ 89 岁年龄段达 45郾 65% 。
其中 50 ~ 59,60 ~ 69 岁及 70 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分别为
14. 71% ,25. 00% ,34. 62% ,据调查重庆市主城区 AMD 的
患病率在以上年龄段分别为 2. 06% ,4. 86% ,19. 51% [6],
本次研究结果明显高于该水平,提示教师是否也为 AMD
的多发人群。 据余琼武等[7]报道,黄斑病变引起的低视力
居于低视力康复门诊病因的第二位,约 18郾 59% 。 黄斑病
变作为严重的致盲病,其早期常较隐蔽,特别是 AMD[6]。
此外,60 岁以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逐渐增多,DR 是
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是一严重的致盲性眼病。 近年
来随着糖尿病发病率的上升和患者寿命的延长,DR 的发
病率和致盲率也在逐年增加,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
量 [8] 。 及时发现眼底病变,不仅为保留视力提供帮助,
还可帮助检出、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全身疾病,给予
必要的医疗指导及干预,有助于提高高校教师健康
水平。
摇 摇 另外,值得提出的是,体检中我们听到很多教师主诉
经常使用电脑,有眼干、易疲劳、喜闭目等不适,休息后可
好转,这类人群可能为视疲劳患者,因视疲劳检查较繁琐,
耗费时间长,故体检时建议有此类症状的教师择期来眼科
进一步检查,未能统计。 随着各类视频终端的使用,眼疲
劳或者说视频终端综合症[9] 的眼部表现应当引起重视。
教师常常无法避免近距离阅读及使用视频终端,但通过健

康宣教,可以提高眼部舒适度。 缩短连续近距离用眼时

间,适当参加户外活动是从事近距离作业者预防视疲劳的

有效方法[10]。 此外,舒适的视频终端工作站应该采用明

亮背景深色字体,采用下视姿势,观察距离应在 50 ~ 70cm
之间[11]。
4 结论

摇 摇 本调查研究表明,普通高校教师不仅眼病患病率高,
在各年龄段的眼病患病率都较高。 同时,由于其工作特殊

性,长期和持续近距离工作导致很多眼病在高校教师人群

中发病率较其他行业发病率高,因此定期的眼科体检和随

访是非常有必要的。 眼科体检项目的扩充,不仅可早期发

现眼疾,更可增加眼部健康知识宣教的机会,提高体检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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