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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find and determine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causing the dry eye syndrome, and to provide the
etiology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ry eye.
誗METHODS: Totally 233 subjects were chosen out of
routine physical examining persons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1 to September 2012. There was no eye
disease of anterior segment. It mainly included two parts-
questionnaires and tear function tests. Questionnaire
content included working environment, smoking status,
occupation, the phosphor screen contact time, driving
time, and air - conditioned room residence time. First,
single - facto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ry eye incidence,
then the meaningful factors with multifacto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made to identify and
determine the major risk factors leading to dry eye.
誗 RESULTS: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ry eye incidence
were phosphor screen contact time, work environment,
smoking status, driving time, and air-conditioned room
residence tim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were the phosphor screen contact
time, work environment, smoking status, driving time.
誗CONCLUSION: In terms of the factor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main environmental factors impacting dry eye
disease is phosphor screen contact time, the work
environment, smoking status, driving time.
誗KEYWORDS: dry eye; environmental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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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寻找并确定导致干眼症的环境因素,为预防和治疗
干眼症提供病因学依据。
方法:选择 2011-09 / 2012-09 我院的常规体检者 233 例
为研究对象(均无眼前节疾病), 主要包括问卷调查和泪
液功能检测两个部分。 问卷调查内容有工作环境、吸烟
情况、职业、荧光屏接触时间、驾车时间、空调房内停留时
间等。 先行单因素分析, 找出与干眼症发病相关的环境
因素, 然后再对有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综合分析, 找
出并确定导致干眼症的主要危险因素。
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说明: 与干眼症发病相关的环境
因素有荧光屏接触时间、工作环境、吸烟情况、驾车时间、
空调环境停留时间。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有统计
学意义的因素是: 荧光屏接触时间、工作环境、吸烟情
况、驾车时间。
结论:就纳入本研究的因素而言, 影响干眼症发病的主
要环境因素是荧光屏接触时间、工作环境、吸烟情况、驾
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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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干眼症是多种原因所致的泪液质和量及动力学的异
常,导致泪膜不稳定和(或) 角结膜表面异常,且伴有眼
部不适的一类疾病。 目前较多报道单一因素与干眼症的
关系[1,2]。 根据临床经验及相关文献报道[3],大量的干眼
症由相关的环境因素导致。 目前文献对环境相关病因研
究不全面,有待总结综合[3,4]。 本研究采用多因素回归分
析方法, 将几种可能的环境因素纳入研究, 以探讨这些
因素对干眼症发病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随机选取 2011-09 / 2012-09 在我院的常规体
检者 233 例为研究对象(均无眼前节疾病)。 其中男 127
例, 女 106 例,年龄 18 ~ 61(平均 38. 6依6. 8)岁。 研究对
象及赋值方法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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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1摇 研究对象及赋值方法

变量
赋值

0 1 2 3 4
空调环境停留时间 臆2h 2 ~ 5h 5 ~ 10h >10h
荧光屏接触时间 - 臆2h 2 ~ 5h >5h -
工作环境 - 室内 室外 野外 -
驾车时间 - 臆2h 2 ~ 5h >5h -
吸烟情况 - 臆5 支 5 ~ 20 支 20 ~ 40 支 逸40 支

职业 - 农民 工人 职员 其他

干眼症 未患病 患病 - - -

1. 2 方法
1. 2. 1 质量管控摇 培训调查员,讲解调查的意义,按统一
规范询问和检查。 统一调查表各项含义使其客观量化。
定期检查督导。
1. 2. 2 问卷内容和检测指标摇 调查内容包括工作环境、吸
烟情况、职业、荧光屏接触时间、驾车时间、空调环境停留
时间等。 工作环境分为室内、室外和野外; 职业包括农
民、工人和职员。 干眼症检测包括: 希尔默试验( Schirmer
test, ST) , 泪膜破裂时间( tear break-up time, BUT ) ,荧
光素染色评分( fluorescein stainscore, FL)等。 用 Schirmer
I 法进行基础泪液分泌试验、将标准滤纸(5mm伊35mm 泪
液分泌试纸)置于下方结膜囊外侧, 嘱被检者向正前方注
视, 5min 后测量滤纸被浸湿的长度。 BUT 检测即采用
10g / L 荧光素液滴入结膜囊,用秒表记录泪膜破裂的时
间。 FL 即用荧光素钠溶液染色后分 4 个象限分别计分,
无染色计 0 分,点状染色<5 点计 1 分,点状染色>5 点计 2
分,点状染色>5 点并有丝状或块状染色计 3 分。
1. 2. 3 诊断标准摇 具备下列三项:(1)症状(有下列症状
之一):a 视疲劳;b 分泌物;c 异物感;d 眼皮重;e 干涩;f
不适;g 疼痛;h 流泪;i 视物模糊;j 痒;k 畏光;l 眼红。 (2)
BUT<5s,或 ST<5mm;(3)荧光素染色逸1。
摇 摇 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 16. 0 完成数据处理,采用 字2

检验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 P<0. 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计数资料的单因素分析摇 对单因素行 字2检验表明,影
响干眼症发病的因素有:工作环境、吸烟、驾车和荧光屏接
触时间(表 2)。
2. 2 多因素回归分析摇 将有意义的因素用 Logistic 回归分
析,发现:荧光屏接触时间、工作环境、吸烟情况是最终有
相关性的因素(表 3)。
3 讨论
摇 摇 干眼是由于泪液的质和量的异常引起泪膜不稳定和
眼表损害,从而导致眼部不适的一类疾病。 它是目前最为
常见的眼表疾病。 美国的调查显示,在 65 ~ 84 岁的人群
中,有 14. 6% ,即 430 万人患干眼。 基于我国的卫生条件
和状态,干眼的发病率可能更高[5]。 本次研究所提及的干
眼症除外有明确病因的干眼病,如免疫异常导致的口眼干
燥综合征、睑板腺功能不全(MGD)等。 主要探究由环境
因素导致的干眼症。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加重以及现代
生活方式的改变,干眼症的发生也在增多。 发现这些环境
因素对干眼症发病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摇 摇 正常眼表面覆盖泪膜,稳定的泪膜是维持眼表健康的
基础。 泪膜的稳定依靠组成泪膜各层成分的正常和泪液

表 2摇 计数资料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干眼症(例)

是 否
P

空调环境停留时间(1 / 2 / 3 / 4) 18 / 13 / 5 / 4 72 / 87 / 19 / 15 0. 54
荧光屏接触时间(1 / 2 / 3) 1 / 8 / 32 62 / 48 / 82 0. 00
工作环境(1 / 2 / 3) 2 / 11 / 29 61 / 45 / 85 0. 01
驾车时间(1 / 2 / 3) 1 / 13 / 34 52 / 43 / 90 0. 01
吸烟情况(1 / 2 / 3 / 4) 1 / 3 / 30 / 50 11 / 23 / 50 / 65 0. 04
职业(1 / 2 / 3 / 4) 21 / 15 / 4 / 5 69 / 85 / 20 / 14 0. 418

表 3摇 干眼症发病相关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茁 SE Wald 字2值 P
荧光屏接触时间 0. 757 0. 265 8. 156 0. 004
工作环境 1. 977 0. 642 9. 492 0. 002
吸烟情况 0. 6849 0. 2653 6. 662 0. 009

动力学的正常。 环境因素既可以影响泪膜成分,也可以影
响泪液动力学。 而本次研究观察的因素应该对泪液动力
学影响较大,泪液动力学包括四个过程,泪液的生成、分
布、蒸发和清除。 而环境对蒸发的影响更明显。 空调房间
空气湿度低,使泪液蒸发过快;荧光屏接触多,使眨眼频率
降低;野外环境风沙大,也是使泪液蒸发过快的影响因素。
这些因素导致的干眼并不能按照门诊一般的方法治疗而
获得显著疗效。
摇 摇 本次研究观察了六个环境相关因素,每天的空调环境
停留时间、荧光屏接触时间、每天吸烟量、工作环境、职业、
每天的平均驾车时间。 经过单因素的分析,卡方检验表
明,影响干眼症发病的因素有:工作环境、吸烟、驾车和荧
光屏接触时间。 再将这些可能的相关因素用 Logistic 回归
分析,有意义的相关因素是荧光屏接触时间、每天吸烟量、
工作环境。 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在指导干眼症患者治疗
时,也要注意这些相关的环境因素,不能单纯从眼局部入
手。 如果有明显的环境因素应当嘱患者避免接触该环境。
摇 摇 本次研究的局限性是所调查对象来自体检门诊,对抽
样的随机性有一定影响。 所包含的因素尚不全面,有待今
后做更全面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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