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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 ２２５ 例儿童异常瞬目的发病原因及治疗方法ꎮ
方法:收集 ２０１７ －０３ / ２０１８－０３ 就诊的 ２２５ 例儿童异常瞬
目的病因、检查结果、治疗方法和疗效等进行回顾性分析ꎮ
结果: 收 集 的 ２２５ 例 患 儿 中ꎬ 角 膜 结 膜 疾 病 １５６ 例
(６９ ３％)ꎬ其中过敏性结膜炎 ６８ 例(３０ ２％)ꎬ其他角结膜
疾病 ８８ 例(３９ １％)ꎬ眼睑疾患 ３８ 例(１６ ９％)ꎬ屈光不正
６５ 例(２８ ９％)ꎬ干眼症 ５６ 例(２４ ９％)ꎬ视频终端综合征
１０８ 例(４８％)ꎮ 经眼科针对病因治疗及克服不良习惯
１ｗｋ~２ｍｏ 后ꎬ１７５ 例治愈ꎬ３５ 例好转ꎬ１５ 例无改善ꎮ
结论:儿童异常瞬目病因较为复杂ꎬ与过敏性结膜炎、视频
终端综合征、干眼症及屈光不正等关系密切ꎬ在临床中应
该综合考虑ꎬ根据病因不同给予相应治疗ꎮ
关键词:儿童ꎻ异常瞬目ꎻ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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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瞬目反射为正常的眼部神经反射ꎬ是角膜受声音、光

等外界刺激而引起眼睑闭合的防御反射ꎮ 自然状态下每
分钟瞬目 １０ ~ １５ 次ꎬ如果超过每分钟 １５ 次ꎬ则定义为异
常瞬目或者频繁瞬目ꎮ 近两年来ꎬ眼科门诊中异常瞬目就
诊的患儿有逐年增加的趋势ꎮ 现将我院眼科 ２０１７－０３ /
２０１８－０３ 诊治的儿童异常瞬目的病因、检查结果、治疗及
病程总结ꎬ报告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收集 ２０１７－０３ / ２０１８－０３ 就诊于我院眼科ꎬ以
家长发现“频繁眨眼”为主诉就诊ꎬ瞬目次数在 １５ 次 / ｍｉｎ
以上ꎬ不伴有面部肌肉痉挛和其他神经症状的患儿 ２２５
例ꎬ其中男 １２８ 例ꎬ女 ９７ 例ꎮ 发病年龄 ３ ~ １１(平均 ５ ８±
２ １)岁ꎮ 病程 ３ｄ~３ｍｏꎮ 单次就诊者 １５８ 例ꎬ就诊两次及
以上者 ６７ 例ꎮ 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ꎬ所有
患者均知情同意ꎮ
１ ２方法　 病史收集:详细询问患儿及家属病史:有无如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及哮喘等过敏性疾病ꎻ是否长时
间看电视、电脑、手机等ꎻ患儿发病前有无精神刺激或不良
心理情绪影响ꎻ询问患儿用眼卫生情况ꎬ是否有充足睡眠
时间(≥８ｈ / ｄ)ꎮ 进行视力检查ꎬ若裸眼视力低于其年龄
对应的正常标准ꎬ给予散瞳后电脑验光检查屈光状态ꎻ采
用角膜映光法和遮盖法行眼位检查ꎻ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眼
睑、睫毛、结膜、角膜、前房、晶状体等ꎻ排除眼表炎症患儿
进行泪膜破裂时间(ＢＵＴ)试验ꎮ

疗效判定标准:(１)治愈:频繁瞬目症状完全消失ꎻ
(２)好转:频繁瞬目次数减少ꎬ但仍>１５ 次 / ｍｉｎꎻ(３)无效:
治疗前后频繁瞬目症状无明显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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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果
２ １视力结果　 收集的 ２２５ 例患儿中ꎬ裸眼视力≥１ ０ 者
７５ 例(３３ ３％)ꎬ０ ６~０ ８ 者 ９４ 例(４１ ８％)ꎬ<０ ５ 者 ５６ 例
(２４ ９％)ꎮ
２ ２ 眼位 　 经角膜映光法和遮盖法检查ꎬ未发现斜视
患儿ꎮ
２ ３眼表疾患　 结膜及角膜病变 １５６ 例(６９ ３％)ꎬ其中过
敏性结膜炎 ６８ 例(３０ ２％)ꎬ慢性结膜炎以及结膜炎伴结

膜结石 ４０ 例 ( １７ ８％)ꎬ结膜炎合并浅层角膜炎 ９ 例
(４％)ꎬ角膜上皮损伤 ３９ 例 (１７ ３％)ꎮ 眼睑疾患 ３８ 例
(１６ ９％)ꎬ其中睑板腺炎及睑板腺囊肿者 ２５ 例(１１ １％)ꎬ
睑内翻及倒睫 １３ 例(５ ８％)ꎮ 根据 ＢＵＴ<１０ｓꎬ且患儿伴有

眼干涩症状的诊断干眼症ꎬ干眼症 ５６ 例(２４ ９％)ꎮ
２ ４屈光状态　 屈光不正 ６５ 例(２８ ９％)ꎬ其中远视及远
视散光 ４４ 例(１９ ６％)ꎬ近视及近视散光 ２１ 例(９ ３％)ꎬ屈
光性弱视 ４ 例(１ ８％)ꎮ
２ ５不良生活习惯 　 长时间注视视频终端 １０８ 例(４８％)
(大于 ２ｈ / ｄ)ꎬ常用脏手揉眼 １３ 例(５ ８％)ꎬ睡眠不足 １７
例(７ ６％)ꎮ
２ ６治疗方法及疗效

２ ６ １治疗方法　 (１)眼科对症治疗:对于过敏性结膜炎
者给予局部非甾体类抗炎如普拉洛芬滴眼液、抗组胺肥大
细胞稳定双效抗过敏的盐酸氮卓斯汀滴眼液及玻璃酸钠
滴眼液稀释过敏源等治疗ꎬ对于慢性结膜炎者给予左氧氟

沙星滴眼液及左氧氟沙星眼膏ꎬ合并结石者先行表面麻醉
下取结石后应用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及左氧氟沙星眼膏ꎬ合
并浅层角膜炎使用左氧氟沙星滴眼液与促角膜修复类重
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滴眼液联合应用ꎮ 睑板腺

炎及睑板腺囊肿者使用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及眼膏ꎬ配合热
敷疗法ꎬ睑板腺化脓者给予切开排脓ꎬ睑板腺囊肿 １ｍｏ 未
吸收者手术治疗ꎮ 睑内翻及倒睫者使用角膜修复类重组
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滴眼液及重组牛碱性成纤维

细胞生长因子眼用凝胶ꎬ拔除个别倒睫睫毛ꎬ必要时手术
矫正睑内翻ꎮ 屈光不正患儿散瞳验光配镜治疗ꎬ合并弱视
者进行弱视治疗ꎮ 干眼症患儿给予玻璃酸钠滴眼液治疗ꎬ
合并角膜上皮损伤加用角膜修复类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

胞生长因子滴眼液ꎮ (２)用眼习惯纠正:对于长时间看手
机、电脑及电视患儿ꎬ叮嘱家长监督患儿ꎬ限制电子产品的
使用时间ꎬ并注意屏幕的亮度、色彩及用眼距离ꎮ 对于脏
手揉眼和睡眠不足患儿嘱其注意用眼卫生ꎬ保证充足睡

眠ꎮ 对患儿及家长进行心理疏导ꎬ避免患儿焦躁情绪及过
分紧张等的精神状况ꎮ
２ ６ ２治疗效果　 进行综合治疗ꎬ经过纠正不良用眼习惯

及眼科对症治疗 １ｗｋ~２ｍｏ 后ꎬ１７５ 例(７７ ８％)治愈ꎬ３５ 例
(１５ ６％)好转ꎬ１５ 例(６ ７％)无效ꎮ
３讨论

瞬目是指双侧眼睑快速闭合和睁开的动作ꎬ是形成稳

定泪膜的重要条件之一ꎮ 正常的瞬目可将泪液均匀涂布
眼表ꎬ并对眼表泪液流量及蒸发速度进行调节ꎬ具有保护、
湿润和清洁眼球的作用ꎮ 正常瞬目频率为每分钟 １０ ~ １５
次ꎬ如果超过正常范围则为频繁瞬目或异常瞬目[１]ꎮ 儿童

时期中枢神经系统发育还未完善ꎬ角膜神经敏感度高ꎬ其

解剖和生理特点导致频繁瞬目在儿童多发ꎮ 既往研究表
明ꎬ儿童频繁瞬目为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２－４]ꎮ 环境因

素、生化因素、眼部疾病及心理因素等都可引起儿童频繁

瞬目的发生[５]ꎮ
本研究中ꎬ眼表疾病是引起儿童频繁瞬目的主要因

素ꎬ与吴燕等[６]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眼表疾病主要包括结膜

角膜病变、眼睑疾病以及干眼症等ꎬ本研究中以过敏性结
膜炎和干眼症最为常见ꎬ其中过敏性结膜炎占 ３０ ２％ꎬ与
黄静等[７]的研究有一定差异ꎬ考虑可能与地理位置、气候、
空气质量以及饮食习惯不同有关ꎮ 过敏性结膜炎又称免
疫性结膜炎ꎬ为结膜组织对外界过敏源刺激产生的超敏性
免疫反应ꎬ是常见的眼表过敏性疾病ꎮ 既往研究表明过敏
性结膜炎不仅能造成泪膜破裂时间缩短ꎬ泪膜稳定性下

降ꎬ还存在角膜上皮完整性破坏[８]ꎮ 近年来ꎬ随着周围环

境的改变尤其是环境污染的加重ꎬ儿童过敏性结膜炎的发
病呈逐年上升趋势ꎬ引起眼科医生的重视ꎮ 儿童过敏性结
膜炎不仅具有成人的常见症状:眼痒、异物感、流泪畏光
等ꎬ异常瞬目也是其主要表现ꎮ 在临床工作中ꎬ应该注意
提高对过敏性结膜炎的认识ꎬ接诊过程中详细询问患儿过
敏史ꎬ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哮喘及湿疹等其他病史ꎮ 在治
疗方面ꎬ给予非甾体类抗炎滴眼液、抗组胺肥大细胞稳定
双效抗过敏滴眼液及人工泪液治疗ꎬ并叮嘱患儿避免揉
眼ꎬ减少角膜上皮的损害ꎬ并可辅以冷敷缓解症状ꎮ 此外ꎬ
引起频繁瞬目的眼表因素中ꎬ干眼症也是不容忽视的问
题ꎮ 任何引起泪液质或者量的异常以及泪液动力学异常

的因素都可能引起干眼症[９]ꎮ 李柯然等[１０] 研究儿童异

常瞬目与干眼的相关性表明干眼可能是导致眼表正常
儿童异常瞬目的主要原因ꎮ Ｅｖｉｎｇｅｒ 等[１１] 研究证实干眼

能引起瞬目增加ꎬ徐蕾等[１２]也表明干眼症是异常瞬目的

重要原因ꎬ并且建议异常瞬目的患儿要定期接受干眼症

相关检查ꎮ 陈金国等[１３] 研究表明儿童干眼症频繁瞬目

的症状较成人明显增多ꎮ 本研究中 ２４ ９％的患儿与干

眼症有关ꎬ高于杜芬等[２] 报道的 １７ ７％ꎬ考虑可能与不

同研究病例的选择有关ꎮ 针对这部分患儿ꎬ祛除诱因ꎬ
补充人工泪液ꎬ异常瞬目明显好转ꎮ 除了以上两方面因
素ꎬ眼睑疾患也应该提起我们的注意ꎮ 儿童眼睑睑板腺
炎及囊肿ꎬ以及睑内翻和倒睫都会引起患儿眼部不适ꎬ
导致频繁瞬目的发生ꎮ

本研究中屈光不正在儿童异常瞬目中也占一定比例ꎬ
这部分患儿主要是轻度远视、近视及散光ꎬ与刘蕾等[１４] 结

果一致ꎮ 分析其原因可能为轻度屈光不正患儿为了成像
清晰ꎬ会动用更多的调节和集合ꎬ使眼外肌及睫状肌处于
长时间紧张状态ꎬ极易产生疲劳ꎻ此外ꎬ通过瞬目可以使泪
膜重建ꎬ从而对视物的清晰度起改善作用ꎬ所以患儿常以
频繁瞬目来改善其视疲劳及视物模糊的状态ꎮ 针对这部
分患儿ꎬ及时散瞳验光检查屈光状态ꎬ配戴合适的眼镜ꎬ改
善其视觉疲劳状态ꎬ并且注意减少近距离用眼ꎬ患儿异常
瞬目明显好转ꎮ

本研究中ꎬ长期看电视、电脑、手机等视频终端的患儿
占 ４８％ꎮ 近年来视频终端综合症受到人们的关注ꎬ视频终
端综合征定义为与使用视频终端有关的眼部和视觉问
题[１５]ꎮ 章玲等[１６] 认为儿童视频终端综合征能够导致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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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瞬目的发生ꎮ 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ꎬ家长对孩子的陪伴
减少ꎬ儿童接触电视、电脑、手机等时间增加ꎮ 分析其引起
异常瞬目的原因:(１)儿童视觉中枢发育尚未完善ꎬ在长
期注视视频终端后ꎬ高级中枢兴奋性增高引起反射性防卫
动作ꎻ(２)接触视频终端时睑裂增大ꎬ结膜角膜暴露面积
增大ꎬ泪膜蒸发增加ꎬ通过瞬目使泪膜得以重新分布ꎬ加上
其注视视频终端时需要动用更多的调节和辐辏运动ꎬ易产
生疲劳ꎬ从而引起瞬目增加以缓解眼部不适ꎮ 针对这部分
患儿首先减少用眼时间ꎬ并嘱家长注意其用眼距离、屏幕
分辨率及亮度等ꎬ同时应用人工泪液效果显著ꎮ

此外ꎬ在诊治异常瞬目的患儿还要注意心理因素的影
响ꎬ分散其注意力ꎬ嘱家长不要对患儿过分强调ꎬ避免患儿
情绪紧张及心理暗示ꎮ

总之ꎬ引起儿童异常瞬目病因较为复杂ꎬ与过敏性结
膜炎、视频终端综合征、干眼症及屈光不正等关系密切ꎬ常
为多种因素同时存在ꎬ患儿的主诉表达又欠清楚ꎮ 在临床
诊疗中ꎬ面对异常瞬目的患儿应详细询问病史和细致的眼
部检查ꎬ针对病因综合治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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