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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眼内异物发病和疾病负

担情况ꎮ
方法:利用 ２０１９ 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ꎬ分析中国总人

群、不同年龄组间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我国眼内异物发病和

伤残调整寿命年(ＤＡＬＹ)情况ꎮ
结果:２０１９ 年中国眼内异物发病例数为 １１２５.３５ 万ꎬ发病

率为 ７９.１２ / １００００ꎬ２０１９ 年眼内异物发病数和发病率比
１９９０ 年降低了 １２.８７％和 ２７.４９％ꎮ ２０１９ 年中国眼内异物

ＤＡＬＹ 为 １８.１２ 万人年ꎬ２０１９ 年眼内异物 ＤＡＬＹ 比 １９９０ 年

增加了 ６.１４％ꎮ ２０１９ 年发病例数、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最高的

年龄组均为 ２０ ~ ５４ 岁年龄组ꎬ分别为 ８０１.２６ 万、１０３.９７ /
１００００ 和 １０.２５ 万人年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中国眼内异物发病

率呈降低趋势ꎬ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 ＡＡＰＣ) ＝ － １. ２％
(９５％ＣＩ: －１.８~ －０.７ꎬＰ<０.０５)ꎬＤＡＬＹ 率也呈降低趋势ꎬ
ＡＡＰＣ＝ －０.６％(９５％ＣＩ: －２.１~０ꎬＰ<０.０５)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

中国和全球眼内异物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率均呈下降趋势ꎬ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眼内异物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率明显高于全球

及不同社会人口指数(ＳＤＩ)地区ꎮ
结论:中国眼内异物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率虽然近年来呈降低

趋势ꎬ但中国人口基数大ꎬ在全球范围内眼内异物负担占

比仍然较大ꎬ应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以减轻眼内异物的疾
病负担ꎮ
关键词:眼内异物ꎻ发病率ꎻ疾病负担ꎻ伤残调整寿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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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开放性眼球损伤是永久性视力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ꎬ

它不仅影响个人的生活质量ꎬ更重要的是减少劳动力而给
整个社会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１]ꎮ 眼内异物占所有开放

性眼球损伤的 １８％~４１％ [２]ꎮ 男性占绝大多数ꎬ锤击金属

是导致眼内异物损伤的常见原因ꎬ这些伤害最常发生在工
作场所眼睛保护不足的情况下[３]ꎮ 眼内异物作为一种预

后不良的疾病ꎬ但其可预防ꎬ在公共卫生领域具有重要意
义ꎮ 因此ꎬ卫生行政部门迫切需要清楚地了解眼内异物随
时间推移的疾病负担变化情况ꎮ 在过去几十年中ꎬ眼内异

物的发生率和趋势可能受到经济结构变化、生活环境改
善、工作环境变化、社会人口状况和预期寿命增加的影
响[４]ꎮ 然而ꎬ由于研究人群小ꎬ仅分析急诊就诊ꎬ以前的研

究报道并没有全面掌握我国眼内异物的疾病负担情况ꎮ
为了给眼内异物的公共卫生政策和预防策略提供信息ꎬ本
研究基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 研 究 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ꎬＩＨＭＥ)发布的
最新全球疾病负担(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ＧＢＤ)数据ꎬ
分析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我国眼内异物疾病负担ꎬ为我国制
定有效的眼内异物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ＩＨＭＥ 定期发布 ＧＢＤ 数据ꎬ目前最新的数据为
２０１９ＧＢＤ 数据ꎬ包括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全球 １９５ 个国家 ３６９ 种
疾病以及 １９９ 个危险因素ꎬ可以评估全球多种疾病和危险

因素的疾病负担情况[５]ꎮ ２０１９ＧＢＤ 数据库对疾病的诊断
基于«国际疾病分类»第 １０ 版( ＩＣＤ１０)ꎬ本研究利用 ＧＢＤ
结果工具(ＧＢ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ｏｏｌ)对中国眼内异物疾病负担数
据进行检索ꎬ检索内容包括选择地区为中国ꎻ年份: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ꎻ年龄:所有年龄组ꎻ度量标准:例数和率ꎻ分
析指标:伤残调整寿命年 (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ｌｉｆｅ ｙｅａｒꎬ
ＤＡＬＹ)和发病率ꎻ性别:男性、女性、男女合计ꎻ疾病原因:
眼内异物ꎮ
１.２方法　 本研究利用贝叶斯回归工具 ＤｉｓＭｏｄＭＲ ２.１ 进
行分析、建模和估计了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眼内异物疾

病负担情况ꎮ ＧＢＤ 研究数据的中国死因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疾病监测系统、中国妇幼卫生监测网和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死因报告等ꎬ发病和患病数据主要来自疾病监
测、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已发表的文献研究ꎬ危险因素数据

主要来自慢性病与危险因素监测、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
系统综述和 Ｍｅｔａ 分析等[６]ꎮ 本研究从 ＧＢＤ ２０１９ 数据库

中选取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眼内异物发病数据ꎮ 本文
分析的指标有 ＤＡＬＹ、发病率和变化率ꎮ ＤＡＬＹ 指从发病
到死亡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ꎬ是由过早死亡和残疾造成
的生命损失来计算的ꎬ即 ＤＡＬＹ ＝ 早死所致寿命损失年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ｌｏｓｔꎬＹＬＬ)＋伤残所致寿命损失年(ｙｅａｒｓ ｌｉ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ＹＬＤ)ꎮ 发病率是特定时期内新发病例与该
地区人口数的比ꎮ 变化率 ＝ ２０１９ 年的率－１９９０ 年的率 /
１９９０ 年的率×１００％ꎮ

统计学分析: Ｊｏｉｎｐｏｉｎｔ 回归模型是用 Ｚ 检验进行分
段点的假设ꎬ首先假设无任何分段点ꎬ即 Ｈ０:分段点为
０ 个ꎻＨ１:分段点至少存在 １ 个ꎮ 若拒绝 Ｈ０ꎬ则再进行检
验 １ 个分段点与 ｎ 个分段点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ꎬ以此

类推[７]ꎮ 该模型是通过对数线性模型进行拟合ꎬ并计算年
度变化百分比(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ＡＰＣ)和平均年
度变化百分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ＡＡＰＣ)ꎬ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眼内异物发病和疾病负担

情况　 ２０１９ 年中国眼内异物发病例数为 １１２５.３５ 万ꎬ发病
率为 ７９.１２ / １００００ꎬ２０１９ 年眼内异物发病数和发病率比
１９９０ 年(１２９１. ６３ 万和 １０９. １２ / １００００)降低了 １２. ８７％和
２７.４９％ꎬ男性和女性也有同样的降低趋势ꎬ并且发病数和

发病率降低趋势男性高于女性ꎮ ２０１９ 年中国眼内异物
ＤＡＬＹ 为 １８.１２ 万人年ꎬ２０１９ 年眼内异物 ＤＡＬＹ 比 １９９０ 年
增加了 ６.１４％ꎬ男性和女性也有同样的升高趋势ꎬ女性

ＤＡＬＹ 升高趋势高于男性ꎬ见表 １ꎮ
２.２ １９９０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不同年龄组中国眼内异物发病以
及负担情况 　 按眼内异物病例的年龄分为三组: < ２０、
２０~５４和>５５ 岁ꎮ <２０ 岁组发病率变化率最大ꎬ２０１９ 年发

病率比 １９９０ 年降低了 ３７.６０％ꎮ >５５ 岁组 ＤＡＬＹ 变化最
大ꎬＤＡＬＹ 升高了 ７２.９３％ꎮ ２０~５４ 岁组 ２０１９ 年发病例数、
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均最高ꎬ分别为 ８０１.２６ 万、１０３.９７ / １００００
和 １０.２５ 万人年ꎬ见表 ２~４ꎮ
２.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中国眼内异物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率趋势
分析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９ 年中国眼内异物发病率呈降低趋势ꎬ
ＡＡＰＣ＝ －１.２％(９５％ＣＩ: －１.８ ~ －０.７ꎬＰ<０.０５)ꎬＤＡＬＹ 率也

呈降低趋势ꎬＡＡＰＣ ＝ －０.６％(９５％ＣＩ: －２.１ ~ ０ꎬＰ<０.０５)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不同时间段的发病率有一个降低趋势和一
个升高趋势有统计学意义ꎬ分别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９ 年ꎬＡＰＣ 分别为 １２.６％(９５％ＣＩ: －１３.８ ~ －１１.３ꎬＰ<
０.０５)和 ５.９％(９５％ＣＩ:５.１ ~ ６.７ꎬＰ<０.０５)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９ 年
不同时间段的 ＤＡＬＹ 率有两个升高趋势和一个降低趋势
有统计学意义ꎬ分别为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ꎬＡＰＣ 分别为 １.３％ (９５％ＣＩ:０.４ ~ ２. ２ꎬＰ <
０.０５)、６.８％(９５％ＣＩ:６.０ ~ ７.６ꎬＰ<０.０５)和－１２.０(９５％ＣＩ:
－１３.３~ －１０.７)ꎬ见表 ５ꎮ
２.４ １９９０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全球及不同 ＳＤＩ 地区眼内

异物发病及疾病负担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和全球眼
内异物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率均呈下降趋势ꎬ不同 ＳＤＩ 地区眼
内异物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率呈现不同的升高或者下降趋势ꎮ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眼内异物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率明显高于全球
及不同 ＳＤＩ 地区ꎬ见表 ６、７ꎮ
３讨论

眼内异物疾病负担在不同国家各不相同ꎬ疾病负担的

不同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方式、教育水平、收入水平
和政府的相关政策有关[８]ꎮ 在成年人中ꎬ工人和农民受伤

是最常见的两个职业ꎬ因为他们更有机会捶打、钻孔、凿或
者铲ꎬ这些生产活动具有造成异物飞溅到眼内的高危风

险[９－１０]ꎮ 此外ꎬ还有少数作业者在观看他人工作时也会受
到眼内异物伤害ꎮ 为了了解我国眼内异物疾病负担情况ꎬ
本研究基于 ＧＢＤ ２０１９ 数据库分析我国总人群、不同年龄
组间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我国眼内异物发病和 ＤＡＬＹ 情况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９ 年中国眼内异物发病例数为
１１２５.３５ 万ꎬ发病率为 ７９.１２ / １００００ꎬＤＡＬＹ 为 １８.１２ 万人

１０７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３ꎬ Ｎｏ.４ Ａｐ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０５９０６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表 １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眼内异物发病和疾病负担情况

年份
人口数(万)

男性 女性 合计

发病例数(万)
男性 女性 合计

发病率(１ / １００００)
男性 女性 合计

ＤＡＬＹ(万人年)
男性 女性 合计

１９９０ 年 ６１０１７.２８ ５７３５０.１７ １１８３６７.４５ １０４１.８７ ２４９.７６ １２９１.６３ １７０.７５ ４３.５５ １０９.１２ １３.３６ ３.７０ １７.０６
２０１９ 年 ７２４８２.９６ ６９７５３.５３ １４２２３６.４９ ８９３.２８ ２３２.０７ １１２５.３５ １２３.２４ ３３.２７ ７９.１２ １３.９４ ４.１８ １８.１２
变化率(％) １８.７９ ２１.６３ ２０.１６ －１４.２６ －７.０８ －１２.８７ －２７.８２ －２３.６１ －２７.４９ ４.３１ １２.７４ ６.１４

表 ２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２０ 岁组中国眼内异物发病及负担情况

年份
人口数(万)

男性 女性 合计

发病例数(万)
男性 女性 合计

发病率(１ / １００００)
男性 女性 合计

ＤＡＬＹ(万人年)
男性 女性 合计

１９９０ 年 ２３３６１.３３ ２１６１５.５８ ４４９７６.９１ ２４７.５６ ５２.１８ ２９９.７４ １０５.９７ ２４.１４ ６６.６４ ２.０８ ０.４５ ２.５３
２０１９ 年 １６１５３.４８ １３８３２.６０ ２９９８６.０８ １０２.７２ ２１.９８ １２４.７０ ６３.５９ １５.８９ ４１.５８ ０.８５ ０.１９ １.０４
变化率(％) －３０.８５ －３６.０１ －３３.３３ －５８.５０ －５７.８７ －５８.３９ －４０.００ －３４.１７ －３７.６０ －５８.８３ －５８.２０ －５８.７１

表 ３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５４ 岁组中国眼内异物发病及负担情况

年份
人口数(万)

男性 女性 合计

发病例数(万)
男性 女性 合计

发病率(１ / １００００)
男性 女性 合计

ＤＡＬＹ(万人年)
男性 女性 合计

１９９０ 年 ３０５５９.８８ ２８３７７.９９ ５８９３７.８７ ７２１.５８ １５９.９１ ８８１.４９ ２３６.１２ ５６.３５ １４９.５６ ８.５５ ２.０３ １０.５８
２０１９ 年 ３９２３６.８３ ３７８２７.９１ ７７０６４.７４ ６５７.０６ １４４.２０ ８０１.２６ １６７.４６ ３８.１２ １０３.９７ ８.２８ １.９７ １０.２５
变化率(％) ２８.３９ ３３.３０ ３０.７６ －８.９４ －９.８３ －９.１０ －２９.０８ －３２.３６ －３０.４９ －３.１２ －３.２１ －３.１４

表 ４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５５ 岁组中国眼内异物发病及负担情况

年份
人口数(万)

男性 女性 合计

发病例数(万)
男性 女性 合计

发病率(１ / １００００)
男性 女性 合计

ＤＡＬＹ(万人年)
男性 女性 合计

１９９０ 年 ７０９８.７８ ７３５１.６７ １４４５０.４５ ７２.７２ ３７.６７ １１０.３９ １０２.４４ ５１.２４ ７６.３９ ２.７２ １.２１ ３.９３
２０１９ 年 １７０９０.００ １８０８６.７４ ３５１７６.７４ １３３.４９ ６５.８９ １９９.３８ ７８.１１ ３６.４３ ５６.６８ ４.７９ ２.０１ ６.８０
变化率(％) １４０.７５ １４６.０２ １４３.４３ ８３.５６ ７４.９１ ８０.６１ －２３.７５ －２８.９０ －２５.８０ ７５.８９ ６６.２９ ７２.９３

表 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中国眼内异物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率趋势分析

指标
趋势 １

年份 ＡＰＣ(９５％ＣＩ)
趋势 ２

年份 ＡＰＣ(９５％ＣＩ)
趋势 ３

年份 ＡＰＣ(９５％ＣＩ)
整体趋势

年份 ＡＡＰＣ(９５％ＣＩ)
发病率(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０.８(０~１.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１２.６(－１３.８~ －１１.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５.９(５.１~６.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１.２(－１.８~ －０.７)
ＤＡＬＹ 率(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１.３(０.４~２.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１２.０(－１３.３~ －１０.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６.８(６.０~７.６)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０.６(－２.１~０)

表 ６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全球及不同 ＳＤＩ地区眼内异物发病率

年份 中国 全球 高 ＳＤＩ 地区 中高 ＳＤＩ 地区 中 ＳＤＩ 地区 中低 ＳＤＩ 地区 低 ＳＤＩ 地区

１９９０ 年(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１２ ６６.８９ ４９.２２ ６９.６１ ８０.０１ ６３.４６ ５３.３２
２０１９ 年(１ /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１２ ６０.２６ ４５.３４ ６１.１６ ６６.９５ ６３.１２ ５３.８９
变化率(％) －２７.４９ －９.９２ －７.８８ －１２.１３ －１６.３１ －０.５３ １.０７

表 ７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全球及不同 ＳＤＩ地区眼内异物 ＤＡＬＹ率

年份 中国 全球 高 ＳＤＩ 地区 中高 ＳＤＩ 地区 中 ＳＤＩ 地区 中低 ＳＤＩ 地区 低 ＳＤＩ 地区

１９９０ 年(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４ ０.７８ ０.６５ ０.８４ ０.９６ ０.６５ ０.５５
２０１９ 年(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７ ０.７６ ０.６８ ０.８５ ０.８９ ０.６８ ０.５６
变化率(％) －１１.８０ －２.５６ ４.６１ １.１９ －７.２９ ４.６１ １.８１

年ꎬ男性的发病例数、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 ８９３. ２８ 万例、
１２３.２４ / １００００、１３.９４ 万人年)远高于女性(２３２.０７ 万例、
３３.２７ / １００００、４.１８ 万人年)ꎮ 男性疾病负担远远大于女性

的可能原因是更多的男性在危险场所工作有关ꎬ如建筑、
焊接、木工和采矿业都是以男性为主的行业ꎬ会导致眼内

异物风险升高[１１]ꎮ

本研究把眼内异物病例的年龄组分为<２０、２０ ~ ５４
和>５５ 岁三个年龄组ꎬ发病例数、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最高的

年龄组均为 ２０ ~ ５４ 岁年龄组ꎬ分别为 ８０１. ２６ 万例、
１０３.９７ / １０ ０００和 １０.２５ 万人年ꎮ 可能的原因是 ２０ ~ ５４ 岁

年龄组是工作的年龄段ꎬ一些高危职业更容易导致眼内异

物损伤风险[１２]ꎮ 中国政府颁布了«工作场所职业健康监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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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暂行规定»ꎬ以确保在法律层面预防、控制和消除

职业危害ꎬ并明确雇主保护员工职业安全的义务ꎬ如提供

综合防护设备[１３]ꎮ 根据多项研究显示[１４－１５]ꎬ个人防护眼

镜是迄今为止最具成本效益的预防眼内异物干预措施

之一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中国眼内异物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率在

３０ａ 间都呈降低趋势(ＡＡＰＣ＝ －１.２％ꎬＡＡＰＣ＝ －０.６％)ꎮ 根

据之前的一项研究显示[１６]ꎬ节日燃放的烟花每年都会导

致严重的伤害ꎬ限制其使用和暴露可以减少 ８７％的眼睛

伤害ꎮ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大多数中国城市实施了烟花安全

指南ꎮ 此外ꎬ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农业和工业生产

方式已经从手工劳动和传统的手工装配线转向机械自动

化ꎬ由于农业机械和工业机器人ꎬ农民和工人目前在更安

全的环境中工作[１７－１８]ꎮ 虽然我国眼内异物的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率有下降趋势ꎬ但我国属于劳动力密集型国家ꎬ并
且我国人口基数大ꎬ导致中国眼内异物发病率和 ＤＡＬＹ 率

明显高于全球及不同 ＳＤＩ 地区ꎬ我国眼内异物的疾病负担

仍不容忽视ꎮ
综上所述ꎬ我国眼内异物疾病负担近年来有下降趋

势ꎬ但仍需继续加强高危场所的安全防护ꎬ以及针对不同

年龄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ꎬ本研究可为卫生决策者制定

更好的防控策略提供基础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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