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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pterygium of the
household population aged 40 and above in Hengli Town
of Dongguan.
誗 METHODS: Using the method of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select 3628 people aged 40 and above in four
villages and one community for visual examination,
intraocular pressure check, slit lamp examination and
questionnaire.
誗 RESULTS: The actual number of subjects was 3393
people, and examination rate was 93. 52%. We detected
843 patients with pterygium. The prevalence of pterygium
was 24. 85%.
誗CONCLUSION: There is high prevalence of pterygium in
Dongguan area. The prevalence of pterygium is related
with age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but has no relation
with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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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东莞市横沥镇 40 岁及以上户籍人口翼状胬肉

的患病率。
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 4 个村,1 个社区,
40 岁及以上户籍人口共 3628 人,进行视力检查、眼压检

查、裂隙灯检查和问卷调查。
结果:实际受检人数为 3393 人,受检率为 93. 52% 。 检出

翼状胬肉患者 843 例,翼状胬肉的患病率为 24. 85% 。
结论:东莞地区翼状胬肉患病率较高,翼状胬肉患病率与

年龄、工作环境有关,与性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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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翼状胬肉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在低纬度沿海地区

发病率较高[1-3],常引起眼部充血,异物感,并影响外观,
如果胬肉侵入瞳孔区,将严重影响视力。 广东省是翼状胬

肉的高发地区,为了解广东珠三角东莞地区翼状胬肉的患

病率、分布特点和相关因素,2013-03 / 12 我院联合各村、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站成立调查小组,对东莞市横沥镇 40
岁及以上户籍人口进行翼状胬肉患病率流行病学调查,现
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我们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 4 个村和

1 个社区,40 岁及以上户籍人口共 3628 人,进行流行病学

调查。 实际接受检查 3393 人,受检率 93. 52% ,其中男

1905 人,女 1488 人,平均年龄 59. 37 岁;检出翼状胬肉患

者 843 例,翼状胬肉的患病率为 24. 85% 。 843 例翼状胬

肉患者中,单眼患者 371 例(44. 01% ),双眼患者 472 例

(55. 99% );其中右眼翼状胬肉 663 眼,左眼翼状胬肉 652
眼,共 1315 眼。
1. 2 方法摇 调查前的准备: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由镇

公安分局户籍股提供横沥人口基本资料,通过村(居)委

会取得所有受检者的联系方式,核实资料,在调查前召开

村(居)民动员大会,说明我们调查的目的,取得受检者的

理解和同意,并通知受检者在指定时间到村内检查点接受

检查;现场组织和检查流程:村(居)委会工作人员负责布

置场地,维持现场秩序,协助调查工作;调查队成员分工明

确、流程合理,保证检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受检人员拿

到检查表后填写一般资料,依次进行视力检查、眼压检查、
裂隙灯检查和问卷调查;在调查结束时再一次通知漏检

者,并安排补查,确保所有的受检者都能够接受检查;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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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1摇 各年龄段翼状胬肉的患病率分布情况

年龄(岁) 患翼状胬肉人数 非翼状胬肉人数 总人数 患病率(% )
40 ~ 49 199 927 1126 17. 67
50 ~ 59 221 685 906 24. 39
60 ~ 69 175 463 638 27. 43
逸70 248 475 723 34. 30

摇 摇
合计 843 2550 3393 24. 85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2摇 不同性别翼状胬肉的患病率分布情况

性别 患翼状胬肉人数 非翼状胬肉人数 总人数 患病率(% )
男 492 1413 1905 25. 83
女 351 1137 1488 23. 59

摇 摇
合计 843 2550 3393 24. 85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3摇 居民和村民翼状胬肉的患病率分布情况

职业 患翼状胬肉人数 非翼状胬肉人数 总人数 患病率(% )
居民 241 996 1237 19. 48
村民 602 1554 2156 27. 92

摇 摇
合计 843 2550 3393 24. 85

行动不便者由眼科医生上门检查。 仪器设备:国际标准视

力表、镜片箱、拓普康 CT-80 型非接触眼压计、苏州六六

医疗仪器厂 YZ-5J 型裂隙灯。 调查组成员:调查组由 2
位眼科医生、1 位社区全科医生和 2 位护士组成;2 位眼科

医生分别负责眼压和裂隙灯检查,2 位护士负责视力检

查,社区医生负责问卷调查。 诊断标准:角膜缘的增生组

织达到或者越过角巩膜缘诊断为翼状胬肉[4];对于翼状胬

肉切除术后的患者,不论是否复发均诊断为翼状胬肉。
摇 摇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5. 0 软件建立数据库,独立

录入两份数据,经计算机核查一致后,再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卡方检验,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不同年龄段翼状胬肉的患病率摇 按每 10 岁分为一个

年龄段,共分为 4 个年龄段,40 ~ 49 岁年龄段翼状胬肉的

患病率最低(17. 67% ),70 岁以上年龄段翼状胬肉的患病

率最高(34. 30% ),翼状胬肉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

增加,如表 1 所示;不同年龄段翼状胬肉的患病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 =68,P=0. 00)。
2. 2 不同性别翼状胬肉的患病率摇 在男性受检者 1905 人

中,检出翼状胬肉患者 492 例 (25. 83% ),女性受检者

1488 人中,检出翼状胬肉患者 351 例(23. 59% ),如表 2
所示,不同性别之间翼状胬肉的患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字2 =2. 24,P=0. 134)。
2. 3 不同职业翼状胬肉的患病率摇 在本次调查中,社区居

民 1237 人,为城镇户口,均为镇内企事业单位在职和离退

休职工,主要从事室内工作;村民 2156 人,为农业户口,主
要从事农业、渔业或者养殖业,多数在室外工作。 社区居

民中检出 241 例翼状胬肉患者,翼状胬肉的患病率是

19郾 48% ;村民中检出 602 例翼状胬肉患者(27. 92% ),如
表 3 所示,不同职业翼状胬肉的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字2 =29. 97,P=0. 00)。
3 讨论

摇 摇 东莞是广东省翼状胬肉的高发地区,横沥镇位于东莞

的中东部,地处穗、深、港经济走廊腹地,总面积 50 平方公

里,是一座正在崛起的现代化新型工业城镇;其下辖 16 个

村和 1 个社区全镇人口 28. 5 万,其中户籍人口 3. 67 万,
外来人口 24. 83 万,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

沿海地区之一,经济位于东莞中等水平,全国上等水平,能
较好地代表东莞和珠三角地区;本次调查样本量适中,针
对性强,受检率高。
摇 摇 在这次调查中,翼状胬肉的患病率为 24. 85% ,高于

北京地区 40 岁及以上人群翼状胬肉患病率的 3. 01% [3]、
泸州 40 岁及以上人群的 5. 36% [5] 以及云南贡山的

3郾 9% [4];低于赣南稀土矿区 40 岁及以上人群翼状胬肉患

病率的 29. 86% [6]和日本久米岛的 30. 8% [7];而与巴巴多

斯 40 岁及以上人群的黑种人群的 23. 4% [8] 和海南省两

县市 40 岁及以上人群的 21. 25% [9]相比,翼状胬肉的患病

率相近;高于广东省大亚湾地区 35 岁及以上人群的

16郾 54% [10],而 低 于 斗 门 县 50 岁 及 以 上 人 群 的

37郾 46% [11],大亚湾和斗门县与东莞都是广东省南部地

区,地域相近,气候环境相似,可能是由于调查人群的年龄

分布不同,导致翼状胬肉患病率的不同。
摇 摇 年龄与翼状胬肉患病率的关系:与以往的调查结果相

同,本次调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翼状胬肉的患病率也

明显增加;40 岁以上是翼状胬肉的高发人群,可能是由于

累积户外活动时间增加,以及既往紫外线暴露对眼表组织

的损害逐渐积累,在 40 岁左右翼状胬肉发病率增加;Al-
Bdour 等[12]也调查研究发现,先前紫外线暴露与翼状胬肉

的相关性比当前紫外线暴露的相关性强;紫外线导致翼状

胬肉发病,可能是一个随着年龄逐渐积累的过程;而且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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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胬肉一旦形成就不会自行消失,而在流行病学调查中,
翼状胬肉术后的受检者也诊断为翼状胬肉,因此随着年龄
增加累积病例也逐渐增加。
摇 摇 性别与翼状胬肉患病率的关系: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男性翼状胬肉的患病率是 25. 83% ,女性翼状胬肉的患病
率是 23. 59%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一些调查
发现男性翼状胬肉的患病率高于女性[3,7,13],并认为这是
由于男性从事户外劳动的时间多于女性,受到紫外线辐射
和风沙刺激较多的缘故;然而在广东斗门县[11]、海南省两
县市[9]和武汉城区及周边农村[14]的翼状胬肉流行病学调
查中,发现女性翼状胬肉的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而国内
多数调查报道翼状胬肉的患病率无性别差异[5,15-17];这很
难用从事户外劳动时间的差别来解释,所以性别与翼状胬
肉患病率的关系,目前仍存在着争议,其具体的原因有待
进一步研究。
摇 摇 工作环境与翼状胬肉患病率的关系:目前多数研究认
为翼状胬肉的患病率与工作环境有关,农民、渔民等户外
工作者翼状胬肉的患病率高于工人及职员等室内工作
者[7,14,15],与以往国内外调查结果一致,本次调查显示:从
事农业、渔业或者养殖业的村民翼状胬肉患病率是
27郾 92% ,而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社区居民翼状胬肉的患
病率是 19. 48% ,村民翼状胬肉患病率明显高于社区居
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户外活动、紫外线照射和风沙
刺激是翼状胬肉患病率的危险因素。
摇 摇 翼状胬肉的发病原因还不是十分清楚,目前认为是由
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流行病学调查,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影响其发病的相关因素,有利于其防治
工作。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发现东莞地区翼状胬肉患病率
高,翼状胬肉患病率与年龄、工作环境有关,而与性别无
关。 在调查工作结束后,我们为受检者建立了健康档案,
对影响视力的翼状胬肉患者免费手术治疗,并确定每年一
次定期检查,健全干预措施,早期预防,提高受检者的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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