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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 AIM: To investigate the morbidity of dry eye in
policeman of Shunde district,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ed
factors and proposed methods of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dry eye.
誗METHODS:Totally 650 policemen who came for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Shunde district recive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patients with dye eye disease were finally
diagnosed through slit lamp examination, Schirmer test,
tear film break - up time ( BUT ) measurement and
keratoconjunctival fluorescent staining. The morbidity
among different policemen was further analyzed and
stasticed.
誗RESUL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52 in 650 policemen
suffered from dry eye disease, the ratio was 23. 4%.
Comparied with security police and crimanl police, the
ratio in traffic police, patrolman ,and back office poli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e prevalence was higher when
the ages were greater than 40.

誗 CONCLUSION: Unsuitable working environment, air
contamination are high risk factors of dry eye disease.
誗KEYWORDS:dry eye; morbidity; influenc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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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顺德区公安干警干眼症的发病情况,分析干眼

症发病的相关因素,探讨防治措施。
方法:对参加健康体检的 650 例顺德区公安干警进行问卷

调查,结合裂隙灯检查、泪液分泌试验、泪膜破裂时间及角

结膜荧光染色检查确定诊断。 观察干眼症的患病率、不同

警种的干眼症患病率、不同年龄段干眼症患病率、干眼症

患者自觉症状、以及干眼症的影响因素。
结果:公安干警 650 例中干眼症患者 152 例,患病率为

23郾 4% ,其中交警、巡警及内勤警患病情况明显高于治安

警和刑警。 40 岁以上者患病情况高于 40 岁以下者。
结论:不良的工作环境、空气污染等是干眼症发生的高危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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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干眼症是指由于泪液的质和量的异常或泪液流体动

力学异常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和眼表损害,从而导致眼部不

适症状的一类疾病[1-3]。 干眼症病因复杂,致病诱因繁

多。 随着人类老龄化、空气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以及视

频终端的普及和隐形眼镜的广泛应用等,干眼症的发病率

逐渐升高。 为了解顺德区公安干警干眼症的发病情况,我
们于 2009-04 / 06 对来我院体检中心进行健康检查的 650
例公安干警进行干眼症问卷调查,并进行干眼相关检查。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调查对象为 2009-04 / 06 来我院体检中心进行

体格检查的顺德区公安干警 650 例,年龄 24 ~ 59 岁。 其

中男 598 例,女 52 例。
1. 2 方法

1. 2. 1 问卷调查摇 (1)一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警种;
(2)有无常点眼药水、常用电脑、眼外伤、眼手术史、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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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吸烟等情况;(3)眼部症状:有无干涩、异物感、烧灼

感、畏光、瘙痒、视疲劳及视力不同程度的下降等。 具有以

上症状中的一项或多项,即进行以下检查:(1)泪膜破裂

时间(tear break-up time,BUT)测定>10s 为正常,<10s 时

继续进行 Schirmer 试验(S玉t)。 (2)荧光素染色阳性反

映角膜上皮细胞缺损,评分方法是将角膜分为 4 个象限,
规定无染色为 0 分,有染色分轻、中、重 3 级,1 分为染色

少于 5 个点,3 分为出现块状染色或丝状物,2 分介于两者

之间,共 0 ~ 12 分。
1. 2. 2 干眼症诊断标准 摇 参照刘祖国教授的干眼分类

法[4],结合临床,根据以下几方面进行诊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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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或 1 项以上阳性。 (2)泪膜破裂时间<
10s 为异常。 (3)泪液减少,S玉t 试验<10mm / 5min。 (4)
眼表面损害,荧光素染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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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玉t 试
验>10mm/ 5min 者诊为蒸发过强型干眼 ( LTD) 。 5s <
BUT<10s,而 S玉t 试验>10mm / 5min 诊为可疑干眼。
摇 摇 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的统计使用 SPSS 12. 0 软件完

成。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字2检验,以 P<0. 05 定义为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患病率摇 按照干眼症诊断标准,本组资料中干眼症患

病率为 23. 4% (152 / 650)。 其中男性患病情况(137 / 598)
与女性患病情况(15 / 52)比较,两者间无统计学差异(字2 =
0. 941,P>0. 05)。
2. 2 干眼症患者自觉症状摇 干眼症患者自觉症状较多(部
分患者存在 2 种或 2 种以上自觉症状),本研究显示眼干

涩(135 例,88. 8% ) 最为常见,其次为视疲劳 (121 例,
79郾 6% )、视 物 模 糊 ( 108 例, 71. 1% )、 痒 感 ( 89 例,
58郾 6% ),流泪(66 例,43. 4% )、畏光(53 例,34. 9% )、异
物感(50 例,32. 9% )、丝状分泌物(36 例,23. 7% )、烧灼

感(14 例,9. 2% )。
2. 3 干眼症影响因素摇 干眼症影响因素众多(部分患者存

在 2 种或 2 种以上影响因素),包括常用电脑(141 例)、吸
烟(60 例)、屈光不正(32 例)、常点眼药水(26 例)、眼手

术(12 例)、眼外伤(11 例)均有不同程度影响。 环境因素

在干眼症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 4 不同警种间干眼症患病率摇 本研究显示不同警种间

干眼症患病率有明显差别(表 1),交警(53 / 135)、内勤

(25 / 78)、巡警(31 / 93)患病情况明显高于刑警(15 / 123)
及治安警(28 / 221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 = 48 . 320 ,
P<0 . 01 ) 。
2. 5 不同年龄干眼症患病率摇 臆40 岁的 387 例样本中,干
眼症者 78 例。 >40 岁的 263 例样本中,干眼症患者 74 例。
后者患病情况明显高于前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 =
5郾 568,P<0. 05)。
3 讨论

摇 摇 干眼症已成为全球流行性疾病,其患病率有逐渐增多

表 1摇 干眼症患病率与警种关系

警种 n(例) 干眼症患者 构成比(% ) 患病率(% )
交警 135 53 20. 8 8. 2
内勤警 78 25 12. 0 3. 8
巡警 93 31 14. 3 4. 8
刑警 123 15 18. 9 2. 3
治安警 221 28 34. 0 4. 3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合计 650 152 100 23. 4

的趋势。 国外文献报导干眼症的发病率从 14. 4% ~ 33%
不等[5,11]。 国内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患病率有所差别。 韩

有兰等[12]调查青海高原 1 500 名牧民,干眼症患病率高达

59. 10% 。 同为高原地区,杨真龙等[13] 报道西藏拉萨、林
芝地区患病率仅为 19. 26% 。 肖秀林等[14] 报道广西柳州

患病率为 11. 03% 。 本组调查对象为顺德区公安干警,患
病率为 23. 4% ,稍高于何慧琴等[15] 的体检人群干眼调查

结果 22. 65% ,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本组调查对象为公

安干警,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导致患病率高于普通人群。
摇 摇 干眼症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本研究显示:眼干涩

是最常见的症状(88. 8% ),其次为视疲劳(79. 6% )、视物

模糊 ( 71. 1% )、痒感 ( 58. 6% )、流泪 ( 43. 4% )、畏光

(34郾 9% )、异物感(32. 9% )、丝状分泌物(23. 7% )、烧灼

感(9. 2% )。 与甄宏博[16] 的研究发现相似。 Schein 等[5]

认为干眼症必须与眼部不适相关,症状是诊断干眼症的重

要依据和必要条件。
摇 摇 干眼症是一种多因素疾病,傅优凤[17] 认为与年龄、性
别、职业、眼病、常滴眼药水、全身疾病等多种因素有关。
本研究显示发病诱因主要为常用电脑(141 例),次为吸烟

(60 例)、屈光不正(32 例)、常点眼药水(26 例)、眼手术

(12 例)、眼外伤(11 例)。 与项广珍等相似[18]。 任何原

因引起泪膜(质和量)和眼表面的异常均可引起干眼症。
长时间在电脑屏幕前工作,由于注意力高度集中,瞬目间

隔期眼表暴露面积增大且瞬目频率减少,泪液蒸发加速等

因素是导致干眼症的原因之一[19]。
摇 摇 本研究显示不同警种间干眼症的患病率有所不同,交
警为 8. 2% 、巡警为 4. 8% 、内勤警为 3. 8% 、治安警为

4郾 3% 、刑警为 2. 3% ,交警、巡警及内勤警患病情况显著

高于治安警及刑警,前三者与后二者间有显著性差异(字2 =
48. 32,P<0. 01)。 交警、巡警大部分时间在公路上执勤,
机动车尾气、灰尘等环境污染可能是导致干眼症的诱

因[17]。 长期在空气不流通的空调房工作可引发大楼综合

征或办公室综合征,长时间使用电脑可引发视频终端综合

征,前述综合征导致干眼症的原因是由于瞬目间隔期暴露

的眼表面积增大且瞬目频率减少,泪液的蒸发加速所

致[20]。 内勤警干眼症的发病与两者均有关系。
摇 摇 本研究显示 40 岁以上人群患病情况高于 40 岁以下

者,两者有显著性差异(字2 =5. 568,P<0. 01)。 可能与泪液

分泌功能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减弱有关。
摇 摇 本研究显示男女警察间干眼症的患病情况无明显差

异,与叶亲颖等[21] 报道结果相似。 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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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警年龄多在 40 岁以下,其内分泌功能尚未衰退。
摇 摇 我们调查结果提示,顺德公安干警干眼症患病率较

高,交警、巡警及内勤警由于职业的特点又高于治安警及

刑警。 治理空气污染,改善生活环境及工作环境,外出执

勤时应配戴防护镜,以减少光线及风沙等刺激,可减少干

眼症的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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