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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学生干眼症发病情况分析
袁志敏　付　华　尹　舰　郝　萍　刘振美
（武警河北省总队医院眼科　河北　石家庄　050081）

【摘　要】目的：探讨研究青少年学生干眼症发病情况及与干眼症发病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我院 2018

至 2021 年眼科门诊就诊的青少年学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记载，进行干眼症诊断检查。结果：2018

年至 2021 年我院青少年学生干眼症确诊人数呈上升趋势，2018 年 2019 年接近，2019 年 2020 年上升明显，

2020 年至 2021 年接近，考虑为干眼症危险因素影响加重造成。主要为：视屏时间 ( ＞ 4h/d)、阅读时间 ( ＞ 4h/d)、

屈光不正 ( ＞ -0.50° )、配戴角膜接触镜 ( ＞ 3m)、眼部用药 ( ＞ 15d)、眼睑疾病，6 项危险单因素因素对干眼

症的影响明显。结论：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避免长时间阅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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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cidence of dry eye in adolescent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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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dry eye in adolescent students. Methods 
Adolescent students who visited the ophthalmology outpatient clinic in our hospital from 2018 to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cords were carried out to carry out the diagnosis and examination of dry 
eye. Results From 2018 to 2021, the number of diagnosed dry eye syndrome among adolescent students in our hospital 
showed an upward trend. It was close in 2018 to 2019,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2019 and 2020, and approached from 
2020 to 2021, which was considered to be caused by the aggravation of the risk factors of dry eye. Mainly: screen time 
(>4h/d), reading time (>4h/d), refractive error (>-0.50° ), wearing contact lenses (>3m), eye medication (>15d), eyelid 
Disease, 6 risk univariate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dry eye. Conclusion Reduce the use of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avoid reading and writing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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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眼症 (dry eye) 又称角结膜干燥症 (keratocon 

junctivitis sicca,KCS)，或者泪液功能不全综合症
[1]，是指任何原因引起的泪液质和量异常或动力学异

常导致的泪膜稳定性下降，并伴有眼部不适，导致眼

表组织病变为特征的疾病总称，是最常见的眼表疾病
[2]。其主要表现为眼睛干涩、异物感、烧灼感、流泪、

眼红、畏光、痒、视物疲劳、模糊及视力下降等症状，

并伴有眼表组织的炎性病变 [3]。

干眼症多为单或几个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

多因素的影响比较常见，其发病原因的也比较复杂，

其中有些因素其致病因素尚不明确。近年来由于电子

产品的普及，学校网课增多，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时

间增长，人们不良生活习惯的增加，青少年学生干眼

症的发病率明显上升。本研究选择 2018 年至 2021 年

我院眼科门诊就诊的青少年学生（17 岁周岁以下）干

眼症的发病情况进行分析。

1 资料和方法

1.1 对象：选取 2018 年至 2021 年在我院眼科门

诊就诊的青少年学生患者，年龄 7-15 岁，2018 年 215

例、2019 年 221 例、2020 年 287 例、2021 年 298 例，

共计 1021 例，其中男 489 例，女 532 例。确诊干眼症

患者共 166 例其中男 78 例女 88 例，排除存在全身系

统疾病的患者。

1.2 方法

1.2.1 选取 2018 至 2021 我院眼科门诊青少年学

生就诊患者，共 432 例其中男 201 例（46.1%），女

231 例（54.9%）平均年龄 14±5.65 岁，其中确诊 221

例干眼症患者为病例组占 51.2%，211 例患者非干眼症

患者为对照组。

1.2.2 重点分析针对青少年学生的几项干眼症危

险单因素，主要包括：视屏时间（＞ 2h/d）、阅读时

间（＞ 2h/d）、屈光不正（＞ -0.50°）、配戴角膜

接触镜（＞ 3m）、眼部用药（＞ 15d）、眼睑疾病，6

项危险单因素因素对干眼症的影响，排除一些患有严

重的角膜疾病、眼睑疾病患者。

1.2.3 拟定干眼症的诊断标准：参考刘祖国的干

眼症诊断标准 [4]：①主观症状：眼部干燥、异物感、

烧灼感、畏光、视疲劳或视物模糊、眼红等，其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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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或 1 项以上阳性。②泪膜破裂时间＜ 10s 为异常。

③泪液减少，Sit 试验＜ 10mm/5min。④眼表面损害，

荧光色染色＞ 3。排除其他原因的同时，具有以上①

﹢②(＜5s)或①﹢②(＜10s)﹢③即可诊断干眼症。

其中泪液减少者诊为水液不足型干眼 (ATD)；泪液分

泌＞ 10mm/5min 者诊为蒸发过强型干眼 (LTD)。

2 结果

2.1 2018 至 2021 年我院眼科门诊青少年学生就

诊人数增加，2019 年比 2018 年增加 2.79%、2020 年

比 2019年增加 29.86%、2021年比 2020年增加 3.83%，

后两年增加明显。干眼症患者占比：2019 年比 2018

年增加 10.71%、2020 年比 2019 年增加 54.83%、2021

年比 2020 年增加 22.91%，干眼症患病率 2020 年较 

2019 年上升明显。

表 1 2018 至 2021 年我院眼科门诊青少年学生干眼症

发病情况（n,%）

年度  青少年学生门诊人数 患干眼症人数 发病率

2018 215 28 13.02

2019 221 31 14.02

2020 287 48 16.72

2021 298 59 19.79

2.2 干眼症患病率与干眼症危险单因素分析：

2018 年视屏时间因素占 53.57%，2021 年视屏时间因

素达 81.35%；阅读时间也由 53.57% 上升到 86.44%；

屈光不正上升不明显 42.85% 到 52.54%；配戴角膜接

触镜占比没有明显变化 42.85% 与 37.28% 之间；眼部

用药因素占比略有下降 14.28% 到 8.47%；眼睑疾病因

素占比变化不明显 3.57% 与 5.08% 之间。本研究发现

视屏时间、阅读时间、屈光不正 3 项单因素逐年上升

与干眼症的发病率上升相符，配戴角膜接触镜、眼部

用药、眼睑疾病 3项因素在 4年间变化不大。

3 讨论

3.1 2018 年和 2019 年干眼症患病率上升比较

小，2020 和 2021 干眼症患病率上升较大，分别为：

13.02%、14.02%、16.75%、19.79%, 考虑是由于近几

年学生学习任务重，长时间近距离阅读学习，网课增

加了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同时其他危险单因素

也增加。 

3.2干眼症是多因素共同导致的一种眼科常见病，

干眼症在 30-40 岁人群中患病率为 20%，70 岁以上人

群患病率高达 36.1%, 女性高于男性 [5]。现有报道我

国青少年学生干眼症发病率为：6.66%[6]-13.94%[7]。

青少年学生干眼症危险单因素分析①视屏时间因素：

长久注视视屏会减少每分钟瞬目次数，导致眼睛分泌

泪液功能降低，增加泪液的蒸发，泪膜的保留时间缩

短，而出现眼睛干涩、畏光等干眼症状。②阅读时间

过长因素，同样会导致瞬目次数减少，泪液蒸发过快，

泪膜保留时间短。③屈光不正因素，屈光不正易引起

视疲劳，同时视疲劳也容易加重屈光不正，视疲劳导

致干眼症的症状加重。④配戴角膜接触镜因素，配戴

角膜接触镜易导致角膜表面泪膜受到机械性的压损，

泪膜不易形成，减少角膜与空气的接触，易导致角膜

缺氧，降低角膜组织对水分的吸收，导致干眼症的发

生。⑤眼部用药因素，长期滴用抗病毒、抗细菌的滴

眼液，可因药物本身及防腐剂对眼表组织的毒性作用

而导致干眼症。  ⑥眼睑疾病因素：眼睑疾病导致眼

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脂质分泌减少或分泌异常，泪

膜表面脂质层减少或缺乏，使眼表水分蒸发过快，导

致干眼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青少年干眼症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

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在因素主要是学习压

力、身体健康状况等，而外界因素主要为本研究分析

的干眼症危险单因素。由此提示我们：内在缓解青少

年学习压力，增强身体体质，劳逸结合；控制青少年

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阅读时注意坐姿，避免长时间

阅读；对眼部用药尽量做到有效，减少用药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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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青少年学生干眼症危险单因素统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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