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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ꎬ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电子产品的普及和工作压力
增加ꎬ造成人们睡眠障碍和干眼的患病率不断增加ꎮ 这既
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ꎬ也给社会经济造成一定负担ꎮ 有
研究认为睡眠障碍与干眼有明显相关性ꎬ睡眠障碍是干眼
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ꎮ 因此ꎬ在干眼的诊疗中需要考虑睡
眠因素的影响ꎮ 目前关于睡眠障碍如何导致干眼及眼表
损伤的机制是领域内的前沿课题ꎮ 本文具体分析了睡眠
障碍与干眼之间的相关性ꎬ总结了这种相关性的机制ꎬ并
进一步分析了改善睡眠对干眼的影响ꎬ以期为眼科医生提
供新的诊疗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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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干眼(ｄｒｙ ｅｙｅꎬＤＥ)是由于泪液分泌减少或者泪膜稳

定性下降而出现的一组症候群ꎬ常伴随眼部不适、视觉症
状以及眼表炎症[１]ꎮ 干眼在全世界的发病率为 ５％ ~
３０％ꎬ我国发病率为 ２１％ ~ ３０％ [２－３]ꎮ 研究表明在美国干
眼患者的治疗费用为 ７８３(７５７ ~ ８０９)美元 / (人年)ꎬ在
亚洲为 ５３０(１４６~ ９１４)美元 / (人年)ꎬ给整个美国社会
带来的损失为 ５５４ 亿美元[４－５]ꎮ ＤＥ 作为一种慢性、进展性
疾病ꎬ被认为是全世界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ꎬ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ꎬ加重社会经济负担[６－７]ꎮ

睡眠障碍(ｓｌｅｅｐ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ꎬＳＤ)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
公共健康问题ꎬ睡眠障碍包括睡眠指数低、睡眠持续时间
短、睡眠潜伏期长、主观睡眠差[８－９]ꎮ 睡眠质量对身心健
康有重要影响ꎬＳＤ 会损害自主神经和内分泌功能ꎬ导致糖
尿病、高血压和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增加[６ꎬ １０－１１]ꎮ 研究表明
睡眠时间长短会对人的视觉功能造成影响ꎬ但是睡眠质量
与干眼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一直未受到临床重视[１２]ꎮ 睡眠
障碍是干眼病患者中一个突出但被忽视的问题ꎬ据估计超
过 ４０％的干眼患者睡眠质量不佳[１３－１４]ꎮ
１睡眠障碍与干眼呈正相关

Ｌｅｅ 等[１５]统计发现ꎬ与睡眠时间超过 ６ｈ 的人相比ꎬ睡
眠时间小于 ５ｈ 的人患干眼的可能性高出 ２０％ꎬ表明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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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越短ꎬ干眼的患病率就越高ꎮ Ｏｎｇ 等[１６]对 １２０ 名退伍
军人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ꎬ评估了 ＤＥ 的症状进展ꎬ并确
定了 １ａ 后与严重症状相关最显著的非眼部危险因素是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ＯＲ ＝ ３ ８ꎻ９５％ ＣＩ:１ ００ ~ １４ ４９ꎻＰ ＝
０ ０５)ꎮ 一项样本量为 ３３０３ 例的大型横断面研究[１７] 显
示ꎬ睡眠时间短和睡眠质量差与干眼状独立相关ꎮ 根据对
干眼、慢性结膜炎和过敏性结膜炎患者的睡眠和情绪障碍
调查[１８]ꎬ干眼患者的睡眠质量明显低于其他刺激性眼表
疾病患者ꎬ且与干眼的严重程度相关ꎮ 韩国一项针对
４１８５ 例干眼患者的报告表明ꎬ女性可能是干眼的危险因
素ꎬ而睡眠时间≥９ｈ / ｄ 可能为干眼的保护性因素[１９]ꎮ 刘
欣等[２０]对 ６１５ 名老年人的调查显示ꎬ老年人干眼和睡眠
障碍多同时发生ꎬ共病患病率为 １２ ５％ꎬ睡眠障碍老年人
的干眼发病率为 ２７ １％ꎬ干眼老年人的睡眠障碍发病率为
４９ ６％ꎮ 上述研究表明睡眠障碍与干眼呈正相关ꎬ睡眠障
碍是干眼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ꎬ且睡眠障碍对于干眼的影
响强于干眼对睡眠障碍的影响ꎬ因此加强对患者睡眠质量
的重视ꎬ改善睡眠质量对防治干眼意义重大ꎮ
２睡眠障碍导致干眼的发病机制
２ １损伤泪膜　 干眼的核心机制是泪膜不稳定[２１]ꎮ 泪膜
动态平衡的丧失可以由多种因素引起ꎬ除了眼表或泪液成
分异常外ꎬ还包括眼睑和瞬目异常[７]ꎮ 研究表明睡眠不足
会降低小鼠泪腺内源性脂质棕榈酰乙醇酰胺(ＰＥＡ)的表
达ꎬ使脂质堆积、泪腺肥大和功能障碍ꎬ造成脂质代谢异
常[２２]ꎮ ＳＤ 小鼠通过脂质代谢异常破坏角膜上皮细胞微
绒毛的形态诱发干眼ꎬ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下调过氧化物酶
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ＰＰＡＲａ 的表达(ＰＰＡＲａ 是脂质代谢的
主要调控因子之一ꎬ能上调脂肪酸 β 氧化酶ꎬ减少甘油三
酯的合成ꎬ促进脂质代谢[２３－２４] )ꎬ引起脂质代谢障碍ꎬ导致
ＴＲＰＶ６ 的表达下调(脂肪酸能促进 ＴＲＰＶ６ 的表达ꎬＴＲＰＶ６
的激活能促进微绒毛的形成[２５－２６] )ꎬ从而破坏角膜上皮细
胞微绒毛形态ꎬ使泪液无法吸附在角膜表面ꎬ导致泪膜不
稳定ꎬ诱发干眼[２７]ꎮ 同时ꎬ随着睡眠障碍持续时间的延
长ꎬ还表现出分泌蛋白和游离氨基酸谱的异常[２８]ꎮ

自发性眨眼(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ｙｅ ｂｌｉｎｋꎬＳＥＢ)在维持眼表
完整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ꎬ它有助于眼表湿度的动态平
衡ꎬ有利于泪液排出和睑板腺释放脂质ꎬ并将泪液中的脂
质、水液及黏蛋白均匀涂布于角膜表面ꎬ从而完成泪膜重
建ꎮ 研究报道 ＤＥ 可能是由于瞬目频率减低使眼睛暴露
在环境中的时间增加所致ꎬ目前尚无研究表明睡眠障碍患
者的瞬目频率的变化ꎬ但睡眠时间的减少会导致眼睛暴露
在干燥环境条件下的时间增加ꎬ泪液蒸发量升高[２９]ꎮ
２ ２泪液渗透压升高　 研究发现睡眠因素可能是作为干
眼的一个重要保护因素ꎬ充足的睡眠可以降低眼表渗透
压ꎮ 泪液渗透压具有昼夜节律性ꎬ与其他时段相比清晨醒
来时泪液渗透压最低[３０－３１]ꎮ 睡眠质量下降可以扰乱泪液
渗透压的昼夜节律ꎬ导致眼表高渗、泪液分泌减少并损伤
泪膜ꎬ而泪液渗透压升高和泪膜不稳定被认为是引起干眼
的主要因素ꎬ同时高渗透压引起的眼表炎症不仅可以直接
损伤眼表上皮细胞ꎬ还可能刺激角膜神经末梢ꎬ使眼睛干
涩不适[７ꎬ ３２－３３]ꎮ
２ ３炎症刺激反应　 睡眠障碍可以促进炎症反应[３４]ꎮ 研
究报道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可以刺激多种炎症因
子的表达ꎬ如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 －ａ、白细胞介素( ＩＬ) －１
和 ＩＬ－６[３５]ꎮ 炎症在干眼的发病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ꎬ研

究发现干眼患者泪液和结膜上皮中的多种细胞因子包括
ＩＬ－１、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ａ、ＴＮＦ－β 的水平较正常人有显著
提高ꎬ且与干眼的严重程度相关[７ꎬ ３６]ꎮ 睡眠障碍诱发的炎
症反应ꎬ导致角结膜上皮损伤ꎬ使炎症因子从扩张的结膜
血管和受损的上皮释放至泪腺、结膜和泪膜中ꎬ造成持续
的炎症状态ꎬ在炎症因子的长期作用下会引起细胞毒性作
用ꎬ导致泪腺被破坏ꎬ结膜上皮受损ꎬ进而引发一系列干眼
症状[３５]ꎮ
２ ４神经和内分泌调节紊乱　 泪液分泌受到神经和激素
的调节ꎮ 睡眠障碍会抑制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张力[３７]ꎮ 泪
液是由泪腺产生的ꎬ它受到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的支
配ꎬ副交感神经被认为能刺激泪液分泌ꎮ 睡眠障碍可能通
过降低副交感神经张力而导致泪液分泌减少ꎬ加重干眼症
状ꎮ 眼是性激素作用的靶器官之一ꎬ研究表明睡眠障碍会
导致雄激素分泌减少[３８]ꎮ 低雄激素和高雌激素水平ꎬ是
导致干眼的危险因素之一[３９]ꎮ 雄激素被认为可以促进泪
腺和睑板腺的功能ꎬ低雄激素水平可能导致泪水蒸发过
多[４０]ꎮ 一项在美国进行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表明ꎬ在 １８ ~
３４ 岁之间的人群中ꎬ女性患 ＤＥ 的比率几乎是男性的两
倍ꎬ分别为 ８ ８％和 ４ ５％ [４１]ꎮ 除性激素之外ꎬ睡眠障碍还
会造成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ＨＰＡ 轴)亢进ꎬ使血液中
肾上腺素浓度升高ꎬ导致排尿量增加ꎬ最终导致机体脱
水[４２]ꎮ 其脱水的潜在机制可能是夜间血压下降和肾素－
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水平下降[４３]ꎮ 这些激素水平的
变化和过度利尿会导致机体脱水ꎬ减少泪液分泌ꎮ
３干眼导致睡眠障碍的发病机制
３ １疼痛刺激　 干眼的症状多样ꎬ患者通常描述为眼部不
适ꎬ包括干涩感、异物感、烧灼感等ꎬ而这些症状本质上属
于“疼痛” [４４]ꎮ ２０１７ 年ꎬ在国际泪膜与眼表协会发布的第
２ 版干眼专家指南中增加了眼表神经感觉异常在干眼发
病中的影响和作用ꎮ Ｓａｌｄａｎｈａ 等[４５] 认为在现有的干眼研
究结果和患者认为重要的结果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ꎬ
调查结果显示患者认为最需要解决的 ３ 个问题是眼睛灼
热或刺痛、眼睛不适和眼睛疼痛ꎬ由此可见疼痛是干眼患
者最为苦恼的问题ꎮ 众所周知ꎬ疼痛是影响睡眠质量的一
个严重问题ꎬ为了调查干眼患者疼痛与睡眠障碍严重程度
的关系ꎬＧａｌｏｒ 等[４６]将 １８７ 例眼科就诊患者(平均年龄 ６３
岁)分为高眼痛组和低眼痛组ꎬ与 ＤＥ 低疼痛组相比ꎬＤＥ
高疼痛组经历了更严重的失眠ꎮ 这项研究表明ꎬ眼痛可能
会导致干眼患者的睡眠障碍ꎮ
３ ２抑郁和焦虑　 一项关于干眼与抑郁、焦虑关系的 Ｍｅｔａ
分析[４７] 显示ꎬ抑郁(ＯＲ ＝ ２ ９２ꎬ９５％ ＣＩ:２ １３ ~ ４ ０１ꎬＰ <
０ ００００１)和焦虑 ( ＯＲ ＝ ２ ８０ꎬ ９５％ ＣＩ: ２ ６１ ~ ３ ０２ꎬ Ｐ <
０ ００００１)与 ＤＥ 相关ꎮ 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在 ＤＥ 患
者中大约高出 ３ 倍ꎮ 特别是患有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的 ＤＥ
患者可能会遭受更严重的抑郁和焦虑ꎮ 这是一个重要的
点ꎬ因为抑郁症与睡眠障碍密切相关ꎮ Ｚｈｅｎｇ 等[４８]回顾相
关文献发现ꎬ眼科患者中抑郁症的患病率最高的是 ＤＥ 患
者(２９％)ꎬ其次是青光眼(２５％)ꎬ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２４％)和白内障(２３％)ꎮ ＤＥ 患者可能由于眼睛的干涩
感和疼痛不适而持续烦躁ꎬ严重的 ＤＥ 患者症状将持续终
生ꎬ并随时可能恶化ꎮ 因此 ＤＥ 患者可能经常对自己的眼
睛感到焦虑抑郁ꎬ情绪紊乱ꎬ从而导致睡眠障碍ꎮ 关于 ＤＥ
与抑郁症、睡眠障碍的因果关系问题ꎬ值得我们进一步
探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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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治疗建议
杭州一项以社区为基础的大型研究显示ꎬ睡眠质量差

与干眼严重程度增加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ꎬ预防其中一
种不适可能会缓解另一种不适[４９]ꎮ 这提示我们以睡眠障
碍为重点的精神治疗对 ＤＥ 患者可能是有益的ꎮ 日本一
家眼科诊所发现在对 ＤＥ 患者提供睡眠服务治疗(包括配
戴蓝光护目镜、使用蓝光治疗灯、褪黑素激动剂)后ꎬ早期
ＤＥ 患者的症状有明显改善[５０]ꎮ 此外ꎬ在改善睡眠质量的
前提下ꎬ恢复眼组织稳态可能也是治疗睡眠障碍所致 ＤＥ
的途径之一ꎮ 研究表明ꎬ非诺贝特作为一种 ＰＰＡＲａ 的激
动剂ꎬ可以上调 ＳＤ 模型小鼠角膜 ＰＰＡＲａ 的表达ꎬ改善脂
质代谢障碍ꎬ从而恢复 ＴＲＰＶ６ 的表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
微绒毛的形成[２７]ꎮ 由此可见ꎬ非诺贝特对于睡眠障碍所
致干眼可能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ꎮ 综上所述ꎬ在临床
治疗中兼顾睡眠质量的改善与干眼局部症状的治疗ꎬ更有
利于患者的康复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ꎬ若为了改善睡眠或
稳定情绪而服用一些安眠药物ꎬ包括苯二氮类药物、催眠
用的苯二氮卓类受体激动剂、抗抑郁药、抗组胺药等ꎬ可能
会加重干眼症状[５１]ꎮ 抗抑郁药可通过抗胆碱能不良反应
(抑制睑板腺和泪腺的胆碱能神经纤维)或其他减少泪液
分泌的潜在药理机制诱发干眼[５２]ꎮ 但大多数其他安眠药
与干眼之间的联系尚不清楚ꎬ鉴于不同的安眠药可能对泪
液分泌有不同的影响ꎬ所以有必要区分不同机制的安眠药
与干眼的关系ꎮ
５总结

综上所述ꎬ睡眠障碍在 ＤＥ 患者中普遍且严重ꎬ睡眠
障碍与干眼可以相互影响ꎮ 睡眠障碍可以导致眼表高渗ꎬ
损伤泪膜ꎬ同时诱发炎症反应进一步破坏泪膜ꎬ造成泪膜
稳定性下降ꎬ而雄激素水平、副交感神经系统张力的降低
以及 ＨＰＡ 轴亢进则使泪液分泌减少、蒸发增加ꎬ最终导致
干眼ꎮ 与此同时ꎬＤＥ 患者的长期眼痛及精神抑郁、焦虑也
会加重睡眠障碍ꎮ 目前治疗干眼的思路多数针对的是炎
症、泪膜不稳定和房水缺乏ꎬ以期缓解患者的局部症状ꎬ未
能有效解决根本问题ꎮ 临床医生应当重视睡眠障碍与干
眼的相关性ꎬ意识到睡眠障碍、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问题也
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的危险因素ꎬ针对这些危险因素进行预
防ꎬ帮助教育患者有关睡眠行为的知识ꎬ树立“治未病”和
“整体观念”ꎬ这对于预防和降低 ＤＥ 发病率以及延缓疾病
的进展速度ꎬ尽早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减轻社会经济负担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ꎮ 未来建议开展睡眠障碍与干眼之
间的相关性的多中心、大样本临床研究ꎬ重点关注睡眠质
量差的个体中干眼的发生率ꎬ并开展相关流行病学调查与
分子生物学研究ꎬ为进一步指导临床治疗提供切实的证据
与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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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Ｏｎｇ ＥＳꎬ Ａｌｇｈａｍｄｉ ＹＡꎬ Ｌｅｖｉｔｔ ＲＣ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ｅ ｄｒｙ ｅｙ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ＵＳ ｖｅｔｅｒａｎｓ.
ＪＡＭ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７ꎻ１３５(２):１１６－１２３
１７ Ｌｉｍ ＥＷＬꎬ Ｃｈｅｅ ＭＬꎬ Ｓａｂａｎａｙａｇａｍ Ｃ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Ｔｅａｒ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ａｌａｙ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ｓ.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９ꎻ６０(６):１８８９－１８９７
１８ Ａｙａｋｉ Ｍꎬ Ｋａｗａｓｈｉｍａ Ｍꎬ Ｎｅｇｉｓｈｉ Ｋꎬ ｅｔ ａｌ. 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ｍｏｏｄ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ｄｒｙ ｅｙ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ｌｌｉｅｄ ｉｒｒｉｔａｔｉｎｇ ｏ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Ｓｃｉ Ｒｅｐ ２０１６ꎻ
６:２２４８０
１９ Ｋｉｍ ＫＩꎬ Ｐａｒｋ ＹＳꎬ Ｋｉｍ ＲＨ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ｒｙ ｅｙ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ｋｏｒ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Ｋｏｒｅａｎ Ｊ Ｆａｍ Ｍｅｄ ２０１９ꎻ４０(１):２２－３０
２０ 刘欣ꎬ 曹丹ꎬ 齐丽莉ꎬ 等. 大场地区老年人群干眼症和睡眠障碍

相关性的现况调查.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２０１９ꎻ１９(６７):２４０－２４１
２１ Ｋｏｊｉｍａ Ｔꎬ Ｄｏｇｒｕ Ｍꎬ Ｋａｗａｓｈｉｍ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ｒｙ ｅｙｅ. Ｐｒｏｇ Ｒｅｔｉｎ Ｅｙｅ Ｒｅｓ ２０２０:１００８４２
２２ Ｃｈｅｎ Ｑꎬ Ｊｉ ＣＹꎬ Ｚｈｅｎｇ ＲＨꎬ ｅｔ ａｌ. Ｎ－ｐａｌｍｉｔｏｙｌｅｔｈａｎｏｌａｍｉｎ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
ｌｏｃａｌ ｌｉｐｉｄ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ｔｏ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ｓｌｅｅｐ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ｒｙ ｅｙ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Ｆｒｏ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１９ꎻ１０:１６２２
２３ Ｌｅｅ ＨＹꎬ Ｇａｏ Ｘꎬ Ｂａｒｒａｓａ ＭＩꎬ ｅｔ ａｌ. ＰＰＡＲ － α ａｎｄ 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ｓｙｎｅｒｇｉｚ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ｒｙｔｈｒｏｉｄ 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 ｓｅｌｆ －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５ꎻ５２２(７５５７):４７４－４７７
２４ Ｂｉ Ｘꎬ Ｋｕｗａｎｏ Ｔꎬ Ｌｅｅ ＰＣꎬ ｅｔ ａｌ. ＩＬＲＵＮꎬ ａ ｈｕｍａ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ｌｉｐｉｄ
ＧＷＡＳ ｌｏｃｕｓ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ｍｉｃｅ. Ｃｉｒｃ Ｒｅｓ ２０２０ꎻ
１２７(１１):１３４７－１３６１
２５ Ｍｉｕｒａ Ｓꎬ Ｓａｔｏ Ｋꎬ Ｋａｔｏ － ＮｅＧｉｓｈｉ Ｍꎬ ｅｔ 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ｓｈｅａｒ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ｍｉｃｒｏｖｉｌｌ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ｍｅｃｈａｎ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ＰＶ６. 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１５ꎻ６:８８７１
２６ Ｚｈａｎｇ ＬＨꎬ Ｈｕ ＪＸꎬ Ｌｉ Ｍ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２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ｈｏｌｅｃａｌｃｉｆｅｒｏ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ａｃｔ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ｏｎ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ｗ － ｓｕｃｋｌｉｎｇ ｐｉｇｌｅｔ ｐａｉｒｓ. Ｊ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 Ｍｅｔａｂ ２０１９ꎻ３７
(６):１０８３－１０９４
２７ 唐丽颖. 睡眠缺乏小鼠通过脂质代谢异常破坏角膜上皮细胞微绒

毛的形态诱发干眼. 厦门大学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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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Ｌｉ ＳＭꎬ Ｎｉｎｇ Ｋꎬ Ｚｈｏｕ Ｊꎬ ｅｔ ａｌ. Ｓｌｅｅｐ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ｒｕｐｔｓ ｔｈｅ ｌａｃｒｉｍ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ｄｒｙ ｅｙ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ｘｐ Ｍｏｌ Ｍｅｄ ２０１８ꎻ５０(３):ｅ４５１
２９ 黄桦. 视频显示终端使用时间及睡眠时间与儿童干眼关系的研

究.广西医科大学 ２０１７
３０ 赵燕华ꎬ 王晓霞ꎬ 陆泽梅ꎬ 等. 干眼症患者睡眠时间对其泪液代

谢的影响分析. 世界睡眠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ꎻ６(５):６７９－６８１
３１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ＥＭꎬ Ｈａｙｎｅｙ ＭＳꎬ Ｌｏｖｅ ＧＤ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ꎬ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 ｉｎ ａｇ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ＰＮＡＳ ２００５ꎻ１０２(５１):
１８７５７－１８７６２
３２ Ｌｅｅ ＹＢꎬ Ｋｏｈ ＪＷꎬ Ｈｙｏｎ ＪＹꎬ ｅｔ ａｌ. Ｓｌｅｅｐ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ｅａｒ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ｉｒ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ｒ ｆｉｌｍ.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４ꎻ５５
(６):３５２５－３５３１
３３ Ｐｉñａ Ｒꎬ Ｕｇａｒｔｅ Ｇꎬ Ｃａｍｐｏｓ Ｍꎬ ｅｔ 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ＰＭ８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ｎ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ｃｏｌ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ｒｎｅ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ａｘｏｎ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２０１９ꎻ３９(４１):８１７７－８１９２
３４ Ｂｌａｉｒ ＬＭꎬ Ｐｏｒｔｅｒ Ｋꎬ Ｌｅｂｌｅｂｉｃｉｏｇｌｕ Ｂꎬ ｅｔ ａｌ. Ｐｏｏｒ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ｂｉｒｔｈ: ｈｅ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ｒｉｓｋ ａｍｏ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Ｓｌｅｅｐ ２０１５ꎻ３８(８):１２５９－１２６７
３５ Ｋａｒａｃａ ＥＥꎬ Ａｋçａｍ ＨＴꎬ Ｕｚｕｎ Ｆꎬ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ｕｌ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ｌｅｅｐ ａｐｎｅ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Ｔｕｒｋ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６ꎻ４６(３):１０４－１０８
３６ Ｒｏｄａ Ｍꎬ Ｃｏｒａｚｚａ Ｉꎬ Ｂａｃｃｈｉ Ｒｅｇｇｉａｎｉ ＭＬꎬ ｅｔ ａｌ. Ｄｒｙ Ｅｙ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ｅａｒ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Ｌｅｖｅｌｓ－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 ２０２０ꎻ２１(９):３１１１
３７ ｖｏｎ Ｔｒｅｕｅｒ Ｋꎬ Ｎｏｒｍａｎ ＴＲꎬ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ＳＭ. Ｏｖｅｒｎｉｇｈｔ ｈｕｍａ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ｅｌａｔｏｎｉｎꎬ ｃｏｒｔｉｓｏｌꎬ 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ꎬ ＴＳＨꎬ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ｌｅｅｐꎬ
ｓｌｅｅｐ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Ｊ Ｐｉｎｅａｌ Ｒｅｓ １９９６ꎻ２０(１):７－１４
３８ Ｌｅｅ ＤＳꎬ Ｃｈｏｉ ＪＢꎬ Ｓｏｈｎ ＤＷ.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ｓｌｅｅｐ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ｇｏｎａｄａｌ ａｘｉｓ ａｎｄ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Ｊ Ｓｅｘ Ｍｅｄ ２０１９ꎻ
１６(１):５－１６
３９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ＤＡꎬ Ｒｏｃｈａ ＥＭꎬ Ａｒａｇｏｎａ Ｐꎬ ｅｔ ａｌ. ＴＦＯＳ ＤＥＷＳ ＩＩ ｓｅｘꎬ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ａｎｄ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ｃｕｌ Ｓｕｒｆ ２０１７ꎻ１５(３):２８４－３３３
４０ Ｔｒｕｏｎｇ Ｓꎬ Ｃｏｌｅ Ｎꎬ 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 Ｆ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ｘ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ｙ ｅｙｅ.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Ｏｐｔｏｍ ２０１４ꎻ９７(４):３２４－３３６

４１ Ｆａｒｒａｎｄ ＫＦꎬ Ｆｒｉｄｍａｎ Ｍꎬ Ｓｔｉｌｌｍａｎ ＩÖ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ｄｒｙ ｅｙ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ｇｅｄ １８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７ꎻ１８２:９０－９８
４２ 吴雪芬ꎬ 郑雪娜ꎬ 郭鑫ꎬ 等. 针刺对失眠大鼠 ５－ＨＴ 及其受体、
ＨＰＡ 轴相关激素影响的研究进展. 中华中医药学刊 ２０１８ꎻ３６(１):
１２７－１２９
４３ Ｍａｈｌｅｒ Ｂꎬ Ｋａｍｐｅｒｉｓ Ｋꎬ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ｌｅｅｐ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ｅｘｃｅｓｓ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ｓｉ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Ｒｅｎａ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２ ０１２ꎻ３０２(２):２３６－２４３
４４ 林祥ꎬ 刘昭麟ꎬ 吴洁丽ꎬ 等. 干眼感觉神经性疼痛的研究进展. 中

华眼科杂志 ２０１８(２):１４４－１４８
４５ Ｓａｌｄａｎｈａ ＩＪꎬ Ｐｅｔｒｉｓ Ｒꎬ Ｈａｎ ＧＮ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ｄ ｂ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ｒｙ ｅｙｅ. ＪＡＭ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８ꎻ
１３６(１０):１１７０－１１７９
４６ Ｇａｌｏｒ Ａꎬ Ｓｅｉｄｅｎ ＢＥꎬ Ｐａｒｋ Ｊ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ｙ Ｅｙ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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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ｙｅ (Ｌｏｎｄ) ２０１６ꎻ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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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Ｙｕ ＸＮꎬ Ｇｕｏ ＨＬꎬ Ｌｉｕ Ｘꎬ ｅｔ ａｌ. Ｄｒｙ ｅｙｅ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ｌｅｅｐ ２０１９ꎻ４２(１１):ｚｓｚ１６０
５０ Ａｙａｋｉ Ｍꎬ Ｔｏｄａ Ｉꎬ Ｔａｃｈｉ Ｎ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ｒｙ ｅｙ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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