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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在湖南省儿童医院眼科就诊的眼
外伤患儿的病例资料进行分析总结ꎬ为儿童眼外伤的预防
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２０－１２ 在湖南省儿童医院
眼科门急诊及住院治疗的眼外伤患儿 ２２９８ 例 ２３３２ 眼的
临床资料ꎬ对患儿性别、年龄、受伤眼别、就诊时间、致伤月
份、致伤原因、受伤部位、眼外伤类型、并发症、治疗方法和
视力进行分析ꎮ
结果:眼外伤患儿年龄主要集中在>３ ~ ６ 岁ꎬ占患儿总数
的 ４４.２６％ꎬ其中男 １７１８ 例 １７４５ 眼ꎬ女 ５８０ 例 ５８７ 眼ꎬ男
女比例为 ２.９６∶１.００ꎮ ２ 月份和 １１ 月份是儿童眼外伤的
高发期ꎮ 撞伤和摔伤是其主要的致病原因ꎬ占 ４０.９５％ꎻ
其次为钝物击伤及锐器伤ꎬ共占 ４０.８２％ꎮ 眼外伤患儿
受伤部位主要在眼睑等眼附属器ꎬ占 ６５.４０％ꎮ 患儿受
伤后采取清创、包眼或局部点眼药等保守治疗方式占
５８.６２％ꎬ行清创缝合术患儿占 ３８.３８％ꎬ复杂性眼内手术
占 ３.００％ꎮ 大多数患儿难以配合检查视力ꎬ在完成视力
检查的患儿中ꎬ眼外伤影响患儿视力者占 ６０.６０％ꎬ治疗
后患儿视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ꎮ 严重影响视力主要
集中在角膜挫裂伤、外伤性白内障、玻璃体积血、球内异
物及眼球破裂等患儿ꎮ
结论:儿童眼外伤较常见ꎬ多为意外伤害ꎬ近年来有上升趋
势ꎮ 眼外伤患儿以男性、学龄前儿童为主ꎬ绝大多数患儿
病情相对较轻ꎬ视力预后良好ꎮ 儿童眼外伤重在预防ꎬ受
伤后及时就诊能有效降低外伤对视力的损害ꎮ
关键词:眼外伤ꎻ儿童ꎻ视力损伤ꎻ意外伤害ꎻ预防ꎻ回顾性
分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２２.３.３６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２２９８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ｏ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ｕｍａ

Ｄｏｎｇ － Ｃｈａｎｇ Ｌｉꎬ Ｊｉｎｇ Ｆｕꎬ Ｔａｏ Ｗａｎｇꎬ Ｘｉ － Ｌａｎｇ
Ｗａｎｇꎬ Ｙｕ－Ｌｉｎ Ｌｕｏ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ｏ.２０２１０７０２１９５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Ｈｕｎ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０７ꎬ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Ｙｕ － Ｌｉｎ Ｌｕｏ.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Ｈｕｎ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０７ꎬ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ｌｕｏｙｕｌｉｎ２０００＠ １２６.ｃｏ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２１－０８－１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２０２２－０１－２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ＡＩＭ: Ｔｏ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ａ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ｏ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ｕｍａꎬ ｔｈｕｓ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ｕｍ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ｏｆ ２２９８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２３３２ ｅｙｅ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ｕ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ｅ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ｄａｔａ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ａｇｅꎬ
ｗｏｕｎｄｅｄ ｅｙｅꎬ ｔｉｍｅ ｏｆ ｄａｙꎬ ｉｎｊｕｒｙ ｍｏｎｔｈꎬ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ｚｏｎｅ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ｃｕｌａｒ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４４. ２６％ ｏｆ ｏ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ｕｍａ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３－ ６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ａｎｄ １７１８ ｃａｓｅｓ (１７４５ ｅｙｅｓ) ｉｎ 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ｖｅｒｓｕｓ ５８０
ｃａｓｅｓ ( ５８７ ｅｙｅｓ )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ｗｉｔｈ ａ ｍａｌｅ ｔｏ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２.９６∶１.００.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ｗｅｒ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ｆｏ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ｏｃｕｌａ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ａ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ｓ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４０. ９５％ꎬ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ｂｌｕ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ｐ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４０. ８２％. Ｅｙｅｌｉｄ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 ｏｒｇ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ｓｉｔｅｓ ( ６５. ４０％) .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ꎬ ５８. ６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ꎬ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ｒ ｔｏｐｉ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ｙｅ ｄｒｏｐｓꎬ ３８. ３８％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ｔｕｒｉｎｇꎬ ａｎｄ ３.００％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Ｍｏｓ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ｈ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６０.６０％ ｓｈｏｗｅ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ｅｙｅ ｔｒａｕｍａ.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ｏ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ｒｎｅａｌ
ｃｏｎｔｕｓｉｏｎ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ꎬ ｖｉｔｒｅｏｕｓ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ꎬ
ｂｕｌｂａ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ｒｕ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ｙｅｂａｌｌ.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ｏｃｕｌａｒ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ꎬ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ｏ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ｕｍａ ａｒ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ｍｉｌｄ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ｇｏｏ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ｏ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ｕｍａ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ꎬ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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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ｅｌ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ｕｍａꎻ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ꎻ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ꎻ ｕ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ꎻ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ꎻ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Ｌｉ ＤＣꎬ Ｆｕ Ｊꎬ Ｗａｎｇ Ｔ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２２９８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ｏ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ｕｍａ. 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
２０２２ꎻ２２(３):５２１－５２４

０引言
眼外伤是眼球及其附属器受到外来的物理性或化学

性因素的侵蚀ꎬ造成眼组织器质性及功能性的损害ꎬ包括
机械性眼外伤和非机械性眼外伤 (如热烧伤、化学伤
等) [１－２]ꎮ 儿童眼外伤常见ꎬ儿童眼部创伤引起的严重视
力损伤或失明的发生率可高达 １４％ꎬ是儿童视力低下和
致盲的主要原因之一[３]ꎮ 有研究表明ꎬ每年因眼外伤而入
院治疗的每 １０ 万人中可达 ８ ~ １５ 人ꎬ其中约 １０％的患者
会出现视力下降ꎬ全世界范围内受伤人群中约 ２３０ 万可出
现双眼视力受损ꎬ１９０ 万会出现单眼视力受损[４－５]ꎮ 儿童
时期是机体生长及心理发育的重要时期ꎬ儿童年龄小ꎬ生
存期长ꎬ发生眼外伤不仅影响患儿的视功能发育及身心健
康发展ꎬ严重眼外伤所导致的盲或低视力对家庭及社会也
将带来沉重的负担[６]ꎮ 因此ꎬ了解儿童眼外伤的流行病学
特征、临床表现特点、治疗及预后ꎬ对防控儿童眼外伤的发
生、有效规范治疗及降低患儿视力损害有重要的意义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回顾性研究ꎮ 收集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２０－１２ 首次在
湖南省儿童医院眼科门急诊及住院部就诊治疗的眼外伤
患儿病例资料共 ２２９８ 例 ２３３２ 眼ꎬ男 １７１８ 例 １７４５ 眼ꎬ女
５８０ 例 ５８７ 眼ꎬ平均年龄 ４.３±３.１ 岁ꎮ 纳入标准:(１)第一
次在湖南省儿童医院眼科门急诊及住院治疗的患儿ꎻ(２)
眼外伤的诊断符合国际眼外伤学会推荐的眼外伤命名与
分类法ꎮ 排除标准:(１)在湖南省儿童医院眼科门急诊及
住院治疗的复诊患儿ꎻ(２)其他先天性或者继发性引起视
力降低的疾病ꎮ 该研究已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ꎬ患儿
及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儿性别、年龄、受伤眼别、就诊时
间、致伤月份、致伤原因、受伤部位、眼外伤类型、并发症、
治疗方法和视力预后等ꎬ总结儿童眼外伤流行病学特点、
临床特征及预后ꎮ 将眼外伤分为机械性眼外伤和非机械
性眼外伤ꎬ其中机械性眼外伤分类采取国际眼外伤学会推
荐的眼外伤命名与分类法[７]ꎮ 机械性眼外伤可分为闭合
性眼球伤与开放性眼球伤ꎮ 闭合性眼球伤包括眼挫伤与
板层裂伤ꎮ 开放性眼球伤包括破裂伤与裂伤ꎬ其中裂伤包
括穿孔伤、贯通伤、眼内异物伤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０ 对眼外伤患
儿的病例资料进行数据分析ꎬ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则采

用 ｘ±ｓ 描述ꎬ计数资料以构成比(％)描述ꎬ性别比较采用
卡方检验ꎮ 以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眼外伤患儿基本资料分析 　 本研究共回顾性分析
２２９８ 例 ２３３２ 眼眼外伤患儿的病例资料ꎬ患儿年龄 ２ 月
龄~１５ 岁(平均 ４.３±３.１ 岁)ꎬ最小年龄为 ２ 月龄ꎬ各年龄段
患儿人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３.１９ꎬＰ<０.０１)ꎬ其中

　 　表 １　 眼外伤患儿不同年龄段的性别分布

年龄分段 性别(男 /女ꎬ例) 总计(例ꎬ％)
>０~３ 岁 ５４５ / ２０８ ７５３(３２.７７)
>３~６ 岁 ７６７ / ２５０ １０１７(４４.２６)
>６~９ 岁 ３０３ / １０９ ４１２(１７.９３)
>９~１２ 岁 ７１ / １０ ８１(３.５２)
>１２ 岁 ３２ / ３ ３５(１.５２)
总计 １７１８ / ５８０ ２２９８(１００.００)

图 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眼外伤患儿发病人数分布图ꎮ 　

图 ２　 眼外伤患儿发病人数月份分布图ꎮ 　

>３~６ 岁患儿所占比例最高ꎬ为 ４４.２６％ꎮ 各年龄段的男性
患儿数均多于女性患儿数ꎬ男女比例为 ２.９６∶１.００ꎮ 性别在
不同年龄段儿童眼外伤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５.１１ꎬＰ<０.０１)ꎬ见表 １ꎮ 所有患儿中单眼受伤 ２２６４
例(９８.５２％)ꎬ双眼受伤 ３４ 例(１.４８％)ꎬ单眼受伤者占大部
分ꎻ眼别分布为左眼 １２０２ 眼ꎬ右眼 １１３０ 眼ꎮ
２.２ 眼外伤患儿发病年份及月份分布情况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ꎬ眼外伤患儿发病人数呈升高趋势ꎬ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来我
院就诊眼外伤患儿分别为 ４４６、４１８、４６２、４３５ 和 ５３７ 例ꎬ见
图 １ꎮ 按发病月份进行数据分析ꎬ１ ~ １２ 月份眼外伤患儿
人数分别为 １２０、２８５、１９１、２１８、１７９、１６８、１２６、１５２、１８７、
２０６、２９０ 和 １７６ 例ꎮ 结果表明眼外伤患儿发病高峰主要集
中在 ２ 月和 １１ 月ꎬ１ 月和 ７ 月最少ꎬ见图 ２ꎮ ９０％的患儿都
能在受伤后 １２ｈ 内就诊ꎮ
２.３眼外伤患儿致伤原因分析　 儿童眼外伤原因多样ꎬ主
要为意外伤害ꎮ 我们将致伤原因分为撞伤、摔伤、钝物击
伤、尖锐物戳伤、鞭炮伤、车祸伤、动物伤、烫烧伤、化学伤
及不详等原因ꎮ 在致伤原因中ꎬ撞伤、摔伤占大部分ꎬ为
９４１ 例(４０.９５％)ꎬ常见撞击位置为各类家具、门边、桌角、
地等物体表面ꎮ 其次钝物击伤ꎬ主要包括各类玩具、书本、
手指、拳头等ꎬ为 ５２５ 例(２２.８５％)ꎮ 再次为锐器伤ꎬ共 ４１３
例(１７.９７％)ꎬ常见尖锐物包括笔、筷子及剪刀等金属锐
器ꎮ 鞭炮伤(８２ 例)、车祸伤(６４ 例)、动物伤(３８ 例)、烫
烧伤(３４ 例)及化学伤(１９ 例)共 ２３７ 例(１０.３１％)ꎮ 致伤
原因不详的有 １８２ 例(７.９１％)ꎬ见图 ３ꎮ
２.４ 眼外伤患儿受伤部位分析 　 眼外伤患儿受伤部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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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２９８ 例眼外伤患儿致伤原因分布图ꎮ 　

图 ４　 ２２９８ 例眼外伤患儿受伤部位分布图ꎮ 　

图 ５　 ２２９８ 例眼外伤患儿受伤类型分布图ꎮ 　

要在眼睑、结膜、角膜、前房等部位ꎮ 其中眼睑(９８２ 例)、
结膜(３８７ 例)、泪器(１９ 例)、眼外肌( ３６ 例)、眼眶(７９
例)等眼附属器外伤患儿 １５０３ 例(６５.４０％)ꎻ累及角巩膜
等眼球壁损伤患儿 ３１２ 例(１３.５８％)ꎻ虹膜睫状体损伤患
儿 １８７ 例(８.１４％)ꎻ伤及晶状体(２９ 例)、玻璃体(１７ 例)及
视网膜视神经(４９ 例)患儿 ９５ 例(４.１３％)ꎻ本研究中ꎬ多
部位合并伤指不仅仅累及眼附属器ꎬ还可累及眼内的患儿
共 ２０１ 例ꎬ占 ８.７４％ꎬ见图 ４ꎮ
２.５眼外伤患儿受伤类型分析　 眼外伤患儿受伤类型中ꎬ
主要是眼附属器损伤ꎬ患儿共 １５０３ 例ꎬ占所有受伤类型的
６５.４０％ꎬ其次是开放性损伤患儿 ３５１ 例ꎬ占 １５.２７％ꎬ再次
是闭合性损伤 ２８６ 例ꎬ占 １２.４５％ꎬ其他:热烧伤、化学伤等
眼外伤 １５８ 例ꎬ占 ６.８８％(图 ５)ꎮ
２.６ 眼外伤患儿治疗方法分析 　 不同于成年人眼外伤的
类型ꎬ儿童眼外伤病情相对较轻ꎬ复杂性眼外伤的比例相
对较少ꎮ 本研究中ꎬ１３４７ 例(５８.６２％)患儿受伤后仅采取
清创、 包 眼 或 局 部 点 眼 药 等 保 守 治 疗 方 式ꎮ ６８５ 例
(２９.８１％)患儿行眼睑清创缝合术ꎬ其中 １９ 例眼睑裂伤患
儿合并泪小管断裂同时行泪小管吻合术ꎮ １３６ 例(５.９２％)
患儿行结膜裂伤清创缝合术ꎮ ６１ 例(２.６５％)行眼球探查
并角巩膜清创缝合术ꎬ其中 １８ 例合并眼外肌裂伤者行眼
外肌修复术ꎮ ６９ 例(３.００％)行外伤性白内障摘除术、玻璃
体手术、角膜异物取出术、球内异物取出术等复杂性手术ꎬ
见图 ６ꎮ
２.７眼外伤患儿视力分析　 本研究中ꎬ大部分患儿难以配
合检查视力ꎬ未完成视力检查的患儿共 １３３６ 例ꎬ占
５８.１４％ꎮ 能配合完成视力检查的患儿共 ９６２ 例ꎬ 占
４１.８６％ꎮ 这部分患儿经治疗后ꎬ其视力大部分有不同程
度的好转ꎬ其中 ３７９ 例(３９.４０％)患儿视力完全恢复正常
(最佳矫正视力达到正常同龄儿童水平)ꎬ４８５ 例(５０.４１％)

　 　

图 ６　 ２２９８ 例眼外伤患儿治疗方式分布图ꎮ 　

患儿视力提升≥３ 行ꎬ９８ 例(１０.１９％)患儿因复杂性眼外
伤导致视力恢复不理想ꎬ视力提升<３ 行ꎬ个别患儿甚至出
现视力下降ꎮ 儿童眼外伤严重影响视力的主要集中在角
膜挫裂伤、外伤性白内障、玻璃体积血、球内异物及眼球破
裂等患儿ꎮ 常见并发症为角膜瘢痕ꎬ多为较严重的角膜裂
伤、烫伤及化学伤所遗留ꎮ
３讨论

儿童因为年龄过小、无危险意识、好动、爱玩及缺乏自
我保护能力等ꎬ较容易受伤ꎮ 眼外伤是儿童单眼致盲的首
要原因ꎬ严重损害视力ꎬ预后不容乐观ꎮ 因儿童还处于视
力发育期ꎬ眼外伤可能导致严重的角膜不规则散光、弱视、
低视力甚至致盲ꎮ 经治疗后ꎬ严重眼外伤患儿大多视功能
恢复不理想ꎬ极大的影响了以后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ꎬ
而且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ꎬ产生的后果贻害
终生[８－９]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在儿童眼外伤的年龄分布中ꎬ>３~ ６
岁学龄前年龄段患儿最多ꎬ占来我院就诊眼外伤患儿的
４４.２６％ꎮ 可能是因为学龄前儿童活泼好动ꎬ对周围的一
切充满好奇ꎬ喜欢探索新鲜事物ꎬ且缺乏自我保护意识ꎬ常
存在监护的盲区ꎬ所以易受到伤害ꎮ 各年龄段男性患儿均
多于女性患儿ꎬ男女比例为 ２.９６∶１.００ꎬ与以往同类研究结
果较一致[１０－１２]ꎮ 受伤眼别中ꎬ单眼多于双眼ꎬ左眼多于右
眼ꎮ 左眼多于右眼的原因可能与右利手有关ꎬ右侧肢体反
应更灵敏ꎬ遇到情况时反应更快ꎬ但是具体原因不明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ꎬ来我院眼科就诊的眼外伤患儿数量无
明显变化ꎬ２０２０ 年就诊患儿数量较之前明显增加ꎬ分析可
能的原因是新冠疫情影响下ꎬ儿童在家脱离了学校的监
管ꎬ容易进行危险性比较高的游戏活动ꎬ在自我保护意识
差的情况下容易发生眼外伤ꎮ 按月份进行分类ꎬ儿童眼外
伤主要发生在每年的 ２ 月和 １１ 月ꎬ可能原因是 ２ 月份处

于寒假期间ꎬ儿童在家活动多ꎬ且每年春节前后有放鞭炮
和烟花的习俗ꎬ鞭炮炸伤也是导致眼外伤数量急剧增加的
重要原因ꎬ与刘金花等[１３] 和刘永华等[１４] 的研究结果类
似ꎮ １１ 月份眼外伤数量较多的原因可能是进入冬天后因
气温低户外活动减少ꎬ室内活动增加ꎬ因室内活动空间小ꎬ
门边、桌角、家具等撞伤眼部ꎬ使眼外伤患儿人数增多ꎮ

在本研究中ꎬ眼外伤受伤类型中最多的是眼附属器损
伤ꎬ其次为开放性及闭合性眼外伤ꎮ 眼钝挫伤最多见ꎬ一
般为跌倒所致ꎬ由于眼眶骨及眶脂肪的保护作用ꎬ使外伤
的冲击力相对较小ꎬ眼睑、眼眶等附属器首先致伤而眼球
本身受伤较少ꎮ 虽然本研究中开放性眼外伤占比例小ꎬ但
是致盲的主要原因ꎮ 其中以眼球穿通伤最为多见ꎬ因破坏
了眼球结构的完整性ꎬ且容易出现一系列不可逆的并发
症ꎬ所以致盲率最高ꎮ 儿童眼外伤致伤物较为广泛ꎬ但多
为各种玩具和日常生活中常接触的物体ꎬ不同于成人眼外
伤与工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ꎮ 本研究显示ꎬ撞伤、摔伤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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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钝挫伤是眼外伤的首要致伤原因ꎬ撞伤的部位集中在
眼睑和眼眶ꎮ Ｙａｒｄｌｅｙ 等[１５]总结了澳大利亚西部连续 １２ａ
的儿童眼外伤患者临床情况ꎬ眼附属器损伤占眼外伤患者
的一半以上ꎬ眼附属器损伤是儿童住院主要原因ꎮ 塔吉克
斯坦和芬兰的报道研究均表明ꎬ撞击伤占儿童外伤的
５１％ꎬ其次是尖锐物体刺伤[１６－１７]ꎮ 因此ꎬ加强家长的监督
与责任意识ꎬ改善家庭和社会环境ꎬ增加儿童安全防护措
施ꎬ可能降低撞伤致眼外伤的风险ꎮ

儿童严重眼外伤发生后并发症及后遗症多ꎬ患儿年龄
小ꎬ检查不合作ꎬ不能正确地表述自己的感受ꎬ均增加了诊
断与治疗的难度ꎮ 少数患儿还可能并发多种并发症ꎬ需进
行多次手术或前后段联合手术进行治疗ꎬ均反应了儿童眼
外伤治疗的复杂性ꎮ 眼球穿通伤及破裂伤患儿治疗后视
功能恢复较差ꎬ致盲率高ꎬ分析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首先
儿童处于视觉发育的敏感期和关键期ꎬ眼外伤可能破坏眼
球解剖结构的完整性从而影响视力ꎬ甚至造成弱视及斜
视ꎬ同时眼外伤治疗过程中长时间遮眼也可导致剥夺性弱
视的发生ꎻ其次眼外伤儿童检查治疗欠配合ꎬ增加了诊疗
的困难ꎬ实施手术尤其是玻璃体手术难度较大ꎬ手术的并
发症较多ꎻ再者儿童身体新陈代谢快ꎬ组织生长更新迅速ꎬ
易发生严重的炎性反应ꎬ而治疗过程中用药又受到很多局
限ꎬ增加治疗难度ꎬ从而造成难以挽回的视力损害[１８－１９]ꎮ

儿童是祖国及家庭的未来和希望ꎬ因此儿童眼外伤不
仅是一个医学问题ꎬ也是一个社会问题ꎮ 本研究结果表
明ꎬ虽然儿童眼外伤的发病率较高ꎬ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可
以预防的ꎮ 为了保证婴幼儿和儿童的健康成长ꎬ避免眼外
伤的发生ꎬ应采取以预防为主ꎬ广泛开展多样形式的科普
宣传和健康教育ꎬ尤其是家长、幼教人员、教师应列为重点
宣传对象ꎬ儿童防盲治盲工作主要应该从加强家长和社会
的预防观念来展开ꎮ 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无危险意识ꎬ对
周围事物充满好奇心ꎬ家长应将所有可能致伤的物品放于
其接触不到的地方ꎮ 对于学龄儿童ꎬ家长和社会应该更加
关注其在寒暑假放假期间的安全问题ꎬ加强对其玩具合格
性和安全性的检查ꎮ 在预防为主的前提下ꎬ建立健全的医
疗服务体系及儿童眼外伤绿色就诊通道ꎬ使患儿能够在最
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救治ꎬ尽量减少视力损害、降低和
致盲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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