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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cataract among adults aged 50 or older in Foshan area.
誗METHODS: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in 4539
inhabitants aged 50 or older in urban and rural of Foshan
city from January 2014 to June 2015. All individuals were
received visual acuity and eye examination, including slit
lamp examination, fundus examination, automatic
optometry and intraocular pressure examination.
誗RESULTS:There were 641 patients with cataract among
the 4539 adults and the prevalence of cataract was
14郾 12%. The prevalence of cataract grew as the adults
became older ( P < 0. 05 ) . The difference of prevalence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peopl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 Bu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was not significant (P>0. 05) .
誗 CONCLUSION: Cataract is the most common eye
disease that leads to blindness and severe visual
impairment among adults aged 50 or older in the area.
誗KEYWORDS:cataract;prevalence;sen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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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佛山 50 岁及以上人群的白内障患病情况。
方法:对目标人群进行整群抽样。 2014 -01 / 2015 -06 对
4539 名调查对象进行视力、眼压、验光、裂隙灯、眼底照
相等检查。
结果:在 4539 名受检者中,发现白内障患者 641 例,患病
率 14. 12% 。 白内障患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上升(P <
0郾 05),城乡之间的白内障患病率差异显著(P<0. 05),但
性别差异不明显(P>0. 05)。
结论:白内障是佛山城乡地区 50 岁及以上人群的主要致
盲性眼病。
关键词:白内障;患病率;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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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白内障是全球首位的致盲性眼病[1],也是我国防盲
致盲重点考虑的眼病。 为了解佛山地区 50 岁及以上人
群白内障及其他眼病的患病情况,本研究组于 2014-01 /
2015-06 通过自主开发软件,采用眼病筛查技术及工作
模式在佛山地区对 50 岁及以上人群进行白内障等眼病
的调查研究,为本地区眼病防治工作提供流行病学基础
资料,探索防盲治盲的有效方法,同时为政府部门制定相
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被研究的目标人群为 50 岁及以上的自然人
群。 按照地区的地理区划,分别选取位于东、南、西、北、
中等区域的 26 个社区 / 自然村作为基本单位。 调查采取
整群抽样方法,对 4539 名 50 岁及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
流行病学调查。 对户口在本地,但长期外出 6mo 以上者,
不作为调查对象;户口虽不在本地,但在当地居住 6mo 以
上者,纳入本研究范围。 参加筛查的 4 539 名 50 岁及以
上自然人群,男 1 439 人,女 3 100 人,男女性别比为
0郾 46颐1;接受筛查人群年龄 50 ~ 102(平均 66. 49依7. 81)
岁;男性平均年龄 67. 02依10. 97 岁,女性平均年龄 65. 89依
9郾 99 岁。
1. 2 方法摇 筛查模式的建立。
1. 2. 1 团队组成及组织实施摇 团队包括经过专业培训的
佛山市眼科研究所 3 名医师、2 名护师、1 名验光员、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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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1摇 白内障患病率比较

指标 受检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 字2 P
年龄(岁)
摇 50 ~ 1131 12 1. 06

1143. 75 <0. 01摇 60 ~ 1836 107 5. 83
摇 70 ~ 1104 239 21. 65
摇 80 ~ 468 283 60. 47
性别

摇 男 1439 196 13. 62
0. 44 0. 51

摇 女 3100 445 14. 35
城乡

摇 城市 3079 381 12. 37
24. 11 <0. 01

摇 农村 1460 260 17. 81

合计 4539 641 14. 12

摇 摇 表 2摇 不同年龄段白内障检出情况统计表 眼

年龄

男

受检
眼数

检出
眼数

检出率(% )

女

受检
眼数

检出
眼数

检出率(% )

合计

受检
眼数

检出
眼数

检出率(% )
字2 P

50 ~ 492 5 1. 02 1770 11 0. 62 2262 16 0. 71 0. 854 0. 355
60 ~ 1228 47 3. 83 2444 92 3. 76 3672 139 3. 79 0. 009 0. 925
70 ~ 878 113 12. 87 1330 222 16. 69 2208 335 15. 17 5. 845 0. 016
80 ~ 280 142 50. 71 656 353 53. 81 936 495 52. 88 0. 755 0. 385
合计 2878 307 10. 67 6200 678 10. 94 9078 985 10. 85 0. 146 0. 702

字2 583. 716 1602. 782 2182. 381
P <0. 01 <0. 01 <0. 01

技术员、2 名志愿者。 由佛山市眼科研究所有经验的副主

任医师带队,负责全面工作。 调查地点为各社区居委会、
村委会合适的区域。 居委会、村委会事先以短信、张贴海

报等各种方式通知到辖区内调查对象持有效身份证件到

指定地点进行免费筛查。
1. 2. 2 筛查前组织培训及预试验摇 对团队全体人员在筛

查正式开始前进行眼病筛查知识、技术操作及筛查流程的

培训,并选取筛查点以外的金鱼街社区进行预试验。 预试

验数据不纳入本次调查的统计分析。
1. 2. 3 筛查表的填写摇 由培训合格的护士填写眼科检查

单,内容包括全身病史、全身手术或外伤史、眼部疾病史、
眼部手术史、图像分析。 自主设计开发软件,筛查对象携

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者,扫描身份证即可登记患者基本信

息;未携带身份证者,手工录入。
1. 2. 4 检查标准摇 眼部检查包括生活视力、裂隙灯显微镜

检查、免散瞳眼底检查和眼压测定、前段 OCT 检查、由受

过培训的验光员用标准对数视力表进行双眼视力测量。
应用裂隙灯显微镜检查晶状体混浊度。 白内障患病率:白
内障病例数占被调查的人数的百分比。 白内障术后无晶

状体眼或人工晶状体眼在计算白内障患病率时视为白内

障患者。 盲和低视力的标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及全

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视力残废标准进行损伤诊断。 以双

眼中视力较佳眼的矫正视力逸0. 3 者为正常或接近正常

视力;视力<0. 05 者为盲;视力逸0. 05 但<0. 3 者为低视

力;按日常生活视力分类时,盲指视力较好眼的日常生活

视力<0. 05,低视力指视力较好眼的日常生活视力逸0. 05
但<0. 3。
摇 摇 统计学分析:全部资料导入电脑,实行双人核对,确保

数据录入无误。 采用 SPSS 19.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 軃x依s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字2 检验和 Fisher 确切

概率法。 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白内障患病率摇 受检者 4539 例中,共检出白内障患

者 641 例,总患病率 14. 12% 。 白内障患病率随年龄增长

而上升,70 ~ 79 岁老年人群白内障患病率 21. 65% ,80 岁

及以上老年人白内障患病率达 60. 47% ,不同年龄段老年

人群的患病率差异具有显著性(字2 =1143. 75,P<0. 01);城
市社区中老年人群白内障患病率为 12. 37% ,农村地区中

老年人群白内障患病率为 17. 81% ,城乡之间白内障患病

率有差异,农村地区要高于城市地区 ( 字2 = 24. 11,P <
0郾 01);但男女不同性别人群的患病率差异不明显( 字2 =
0郾 44,P=0. 51>0. 05),见表 1。 本次调查共检测 9078 眼,
发现白内障患眼 985 只,检出率 10. 85% 。 白内障患眼检

出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字2 =
2182. 38,P<0. 01);在男性、女性患者群中,白内障患眼检

出率升高趋势与总的检出率趋势一致(男性 字2 =583. 72,P
<0. 01;女性 字2 =1602. 78,P<0. 01)。 除 70 ~ 79 岁年龄段

以外,其他年龄段人群男女性别之间的白内障患眼检出率

无明显异常(P>0. 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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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3摇 致盲和低视力的病因分布 例(% )

病因 盲 低视力 合计 构成比(% )
白内障 78(79. 59) 265(83. 86) 343 82. 85
翼状胬肉 6(6. 12) 12(3. 80) 18 4. 35
眼睑病变 5(5. 10) 2(0. 63) 7 1. 69
屈光不正 4(4. 08) 16(5. 06) 20 4. 83
眼底病变 3(3. 06) 11(3. 48) 14 3. 38
青光眼 1(1. 02) 3(0. 95) 4 0. 97
视网膜病变 1(1. 02) 5(1. 58) 6 1. 45
玻璃膜疣 0 2(0. 63) 2 0. 48

摇 摇 摇 摇
合计 98(100. 00) 316(100. 00) 414 100. 00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4摇 白内障致盲和低视力的患病情况

分类 分组 总例数 白内障患者数 构成比(% ) 字2 P
盲 年龄(岁)

摇 50 ~ 4 0 0. 00

194. 80 <0. 01
摇 60 ~ 1 1 1. 28
摇 70 ~ 16 12 15. 38
摇 80 ~ 77 65 83. 33
性别

摇 男 33 25 32. 05
20. 10 <0. 01

摇 女 65 53 67. 95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合计 98 78
低视力 年龄(岁)

摇 50 ~ 8 1 0. 38

218. 38 <0. 01
摇 60 ~ 45 30 11. 32
摇 70 ~ 125 109 41. 13
摇 80 ~ 137 125 47. 17
性别

摇 男 94 77 29. 06
92. 99 <0. 01

摇 女 221 188 70. 94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合计 315 265

2. 2 盲和低视力中白内障患病情况摇 本次调查共发现盲
和低视力患者 414 例(盲 98 例,低视力 316 例)。 在导致
低视力的因素中,构成比排名前三位的眼病为白内障
(83. 86% )、屈光不正(5. 06% )、翼状胬肉(3. 80% );在致
盲病因中,构成比排名前三位的眼病分别为白内障
(79郾 59% )、翼状胬肉(6. 12% )、眼睑病变(5. 10% )。 说
明白内障仍然是佛山地区第一位的致盲和低视力的眼病
(表 3)。
摇 摇 盲患者中,白内障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上升( 字2 =
194. 80,P<0. 01),80 岁及以上盲患者中,白内障构成比达
83. 33% ;低视力患者中白内障患病率同样随年龄增长而
上升(字2 =218. 38,P<0. 01);盲和低视力患者中白内障患
病率在性别之间有明显差异,女性要高于男性患病率(盲
字2 =20. 10,P<0. 01;低视力 字2 =92. 99,P<0. 01),见表 4。
3 讨论
摇 摇 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正逐步
增加,他们的视力状况是衡量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本
次调查共发现单眼白内障患者 295 例,男 84 例,女 211
例;双眼白内障患者 346 例,男 112 例,女 234 例。

摇 摇 佛山城乡地区 50 岁及以上人群白内障患病率为

14郾 12% ,与北京顺义地区白内障患病率 (15. 57% ) 接

近[2],但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如江苏启东市[3]、江西吉安[4]

等。 造成患病率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地域差异、经济发展状

况、人口特征及调查标准等因素有关。
摇 摇 本地区白内障患者年龄分布特征与既往其他研究大

体相似[2-3,5],即白内障呈明显的年龄相关性,随年龄增长

患病人数逐渐增多。 本地调查人群中,80 岁以上老年人

白内障患病率为 60. 47% ,即一半以上老年人患有白内

障;而盲和低视力患者中,80 岁以上老年人白内障患病率

更达 82. 85% 。 白内障仍然是本地区盲和低视力的首要

原因[6-10]。
摇 摇 但筛查人群白内障患病率的性别差异方面不同与以

往研究。 本次调查显示,除 70 ~ 79 岁之间白内障患病率

存在男女差异外,其他年龄段差异无显著性差异。 这与我

国其他研究者的结论不同[2-3,7-11]。 这可能与人口结构、生
活环境等有关。 但在盲和低视力人群中白内障患病率存

在男女性别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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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城乡差异方面,本地区城市社区 50 岁及以上人群白

内障患病率为 12. 37% ,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群白内障患病

率为 17. 81% 。 农村地区的白内障患病率要高于本地城

市地区,但低于国内其他农村地区患病率[12-14]。 佛山地

处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带,城乡生活水平较高,健康意识

相对高于其他地区,这也使当地农村地区的白内障患病情

况均低于国内其他农村地区。
摇 摇 针对本地区白内障患病情况的调查结果,我们也在佛

山地区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措施:将过去单一组派眼科手术

医疗队为主的防治模式加快转变为社区眼科医疗服务体

系的提升,深入基层医院,培训眼科医师,提高社区医院眼

科白内障手术的质量;为有需求的白内障等眼病患者提供

免费接送服务,提高就医需求;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免

费白内障手术行动,为贫困家庭的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

术,提高救治率,使更多的白内障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开展

社区筛查与白内障知识宣教结合的方式,普及健康知识,
开展老年性白内障预防,提高预防疾病意识,加强白内障

患者的随访等。
摇 摇 总之,本地区白内障患病率虽低于国内其他地区,但
白内障以及与之相关的盲和视力损伤情况仍然是当地严

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今后仍应将白内障防治作为防盲致

盲工作的重点,采取多种联合措施,深入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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