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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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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研究中国青年人黄斑色素密度"

!6̂ /

$!以及
!6̂ /

与屈光度&性别&吸烟&饮酒&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家族

史等相关因素的分析'方法
!

'**0

级和
'**3

级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系学生
-+

人以及社会青年志愿者
)3

人!共计

$*)

人!

'*3

只眼纳入研究!所有受试者完整回答调查问卷!包括是否有吸烟史&饮酒史&黄斑变性家族史等问题!并进行统一流程

的屈光度的检查!所有受试者采用异色闪烁光度测量法进行黄斑色素密度的测量'结果
!

全部受试者共
'*3

只眼的
!6̂ /

均值

为
*(+'-=*($D$

!对所有男性与女性&主导眼与非主导眼&有吸烟史与无吸烟史和有饮酒史与无饮酒史的
!6̂ /

值进行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对有黄斑变性家族史与无家族史的研究者
!6̂ /

值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值与屈光度无相关性

"

4\?*($*0

!

!\*($')

$'结论
!

有黄斑变性家族史的青年人
!6̂ /

值下降'

关键词#视网膜#黄斑#黄斑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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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视网膜的黄斑区是呈现黄色的区域#研究发现这是由

于黄斑区中心凹附近高度选择性地黄斑色素$

@RPQBRL

%

5

U

.

@JEM

#

!6

&聚集所致'

$

(

*黄斑区是视功能最重要的区域#它的

病变会引起视功能急剧下降'

'

(

#而
!6

主要是由类胡萝卜素组

成#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它们被认为能够吸收短波长的蓝

光和抗氧化的作用#从而发挥保护黄斑的功能'

<

(

*目前关于视

网膜
!6

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白种人中#中国人的
!6

研究鲜有

报道#本研究主要调查和研究中国青年人
!6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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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6̂ /

与屈光度+性别+

吸烟+饮酒+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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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族史等相关因素的分析*

A

!

资料与方法

A(A

!

研究对象
!

'**0

级和
'**3

级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预

防医学系学生
-+

人以及社会青年志愿者
)3

人#共计
$*)

人#

'*3

只眼*其中男
--

人#女
)D

人#年龄
'$

#

''

岁*所有研究

对象进行常规眼科检查#包括最佳矫正视力+眼压+裂隙灯检

查+眼底检查*本研究均得到所有志愿者的书面知情同意#遵

循赫尔辛基宣言*

A(B

!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积极配合研究的所

有志愿者%$

'

&年龄范围
'$

#

''

岁*排除标准!患有除屈光不

正的其他眼病*

A(C

!

研究方法

A(C(A

!

屈光度检查
!

所有受试者均进行统一流程的屈光度检

查#所有检查由同一位验光师执行*统一的屈光度检查流程

为!$

$

&视力初步检查%$

'

&裂隙灯显微镜检查排除眼前节疾病%

$

<

&确定主导眼和非主导眼%$

)

&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进行快速

散瞳%$

-

&眼底检查排除眼后节疾病%$

+

&电脑验光仪和检影验

光得出客观验光度数#了解双眼屈光状态的基本情况#角膜散

光值+散光轴向%$

0

&插片验光确定度数%$

3

&第
'

天复验#确定

获得最佳矫正视力时的屈光度*

A(C(B

!

!6̂ /

测量
!

采用异色闪烁光度测量法$

NJMJLAPNLA.

@RM5POB5PXJL

%

NAMA@JML

S

#

&76

&进行
!6̂ /

值的测量#使用仪

器为美国产
!RPQBRL!JML5PI

(

#该仪器选择旁中心
0j

作为检

测参考点#所有受检者由同一位操作员进行检测*检测步骤及

方法!$

$

&向所有研究对象介绍
&76

法进行
!6̂ /

值测量的

原理及测量中应注意的事项%$

'

&输入受试者的姓名和年龄%

$

<

&根据验光度数佩戴眼镜#使受试者获得最佳矫正视力%$

)

&

分别进行黄斑中心凹和旁中心凹
0j

的检测程序%$

-

&所有的检

30D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测程序重复进行
-

次#得出最终
!6̂ /

值#采用均数
=

标准差

来表示%$

+

&数据判断标准!如果标准差小于
*(*'*

#则认为数

据真实可信#可进行进一步统计学分析%如果标准差大于或等

于
*(*'*

#则认为数据测量存在较大的误差和偏倚#那么告知

受试者第
'

天重新进行检测*

A(C(C

!

问卷调查
!

设计简单调查问卷#包括是否有吸烟史+饮

酒史+黄斑变性家族史等问题#所有研究对象完整回答问卷中

的问题*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6YY$<(*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5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6JRLIAE

相关分析#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6̂ /

值
!

全部
$*)

名受试者共
'*3

只眼的
!6̂ /

均

值为
*(+'-=*($D$

#分析
!6̂ /

值与男女性别+是否主导眼+

有无吸烟史+有无饮酒史以及有无黄斑变性家族史之间的关

系*对所有男性研究者与女性研究者+研究者主导眼与非主导

眼+有吸烟史与无吸烟史的研究者+有饮酒史与无饮酒史的研

究者
!6̂ /

值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对

有黄斑变性家族史与无家族史的研究者
!6̂ /

值进行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B(B

!

!6̂ /

值与屈光度的相关关系
!

!6̂ /

值与屈光度的

相关性分析采用
6JRLIAE

相关分析*

!6̂ /

值与屈光度无相

关性$

4\?*($*0

#

!\*($')

&*

C

!

讨
!!

论

!6

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高度选择性地集中在黄斑区

中心凹附近#存在于视锥细胞的轴突内+内核层的细胞内'

$

(和

视杆细胞的外节内'

)

(

*

!6

可阻挡和吸收波长较短的光线照

射#保护视细胞#同时可以清除自由基和游离氧#保护视网膜及

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预防和延缓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生'

-

(

*因

此对于
!6

的研究对于理解和预防黄斑疾病具有重大意义*

本研究主要采用
&76

进行
!6̂ /

值的测量#它是最常用

的心理物理学测量方法'

+.3

(

*它使用
!6

的吸收峰$

)+*E@

&与

!6

对此波段光不吸收$

--*E@

&进行比较#在测量过程中#固

定
--*E@

参考光的亮度#随受试者的反应调整
)+*E@

光的亮

度#直到找到两种色光亮度相同或相似的一点#

)+*E@

光的亮

度将会被记录#然后转换为
!6̂ /

值'

D

(

*

&76

检查不用散

瞳#但由于是心理物理学测量方法#因此检查结果的准确性与

受试者的配合紧密相关*

本研究通过采用异色闪烁光度仪检测全部
$*)

名受试者

共
'*3

只眼的
!6

均值为
*(+'-=*($D$

#目前大量国外的研

究报道#采用
&76

检测白种人的
!6̂ /

值为
*('

#

*(-

'

$*.$'

(

#

本研究所测的值略高于这一范围*推测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

可能为!$

$

&本研究对象为黄种人#人种差异对此有影响%$

'

&

!6̂ /

值与虹膜的颜色成正相关'

$<

(

#也就是说虹膜颜色越深#

!6̂ /

值越高#中国人的虹膜大都是棕色的#而白种人虹膜大

都是蓝色或灰色#因此中国人的
!6̂ /

值应该略高于白种人*

&76

的核心假设认为
!6̂ /

值随远离中心凹的距离而

递减#黄斑中心凹处
!6̂ /

值最高#而在离中心凹
0j

以外的区

域#

!6

密度几乎为零*轴性近视或远视伴随着眼轴长度的增

加和减少#同时高度近视黄斑区视网膜厚度会增加'

$)

(

#那么可

推测黄斑区无论是细胞数量和所含有的物质的量#都将伴随眼

轴变长或缩短而减少或增加#也就是说会与屈光度的变化相

关*但 本 研 究 发 现
!6̂ /

值 与 屈 光 度 并 无 相 关 性

$

4\?*($*0

#

!\*($')

&*分析原因#

!RPQBRL!JML5PI

(

这台

仪器主要是测量距离黄斑中心凹
0j

的整个黄斑区的平均

!6̂ /

值#是否眼轴长度的改变并不能显著改变整个黄斑区

的
!6̂ /

值#是否这种改变可能在黄斑区
$j

范围#甚至是

*('-j

的范围内体现出来#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本研究发现中国青年人
!6̂ /

值无性别的差异#也无主

导眼与非主导眼的差异#有无饮酒史并不影响黄斑区的
!6

*

同时对有吸烟史和无吸烟史的受试者
!6̂ /

值进行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果提示有吸烟史和无吸烟史不影响中国青

年人
!6̂ /

值#但大量的研究证明吸烟是老年黄斑变性的危

险因素#而且对于
1!/

患者而言#吸烟会加速黄斑变性病变

的进展#同时吸烟者的
!6̂ /

值低于非吸烟者#

1!/

患者的

!6̂ /

值低于健康者'

$-

(

*看似与本研究结果相反#但仔细分

析发现#对有吸烟史和无吸烟史的研究者
!6̂ /

值进行比较#

!

为
*(*--

#与界定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相差很

少#也就是说有吸烟史和无吸烟史的
!6̂ /

值是有差异的#这

种差异只是在统计学上未体现出来*分析原因可能是大部分

国外研究的受试者年龄范围为
'-

#

+-

岁#他们的受试者吸烟

的时间会比较长#吸烟的量也就相应增大很多#因此吸烟者较

非吸烟者的
!6̂ /

值下降#而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本研究

的受试者年龄范围为
'$

#

''

岁#其吸烟时间短+吸烟量少#结

果是有吸烟史也较无吸烟史的
!6̂ /

值下降#只是这种下降

在统计学上未体现出来#为
!6̂ /

值与吸烟时间和吸烟的量

是否成反比提出了新的课题*

1!/

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目前认为
1!/

是疾病#病因

包括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

$+

(

#

1!/

具有的遗传危险性与本研

究结果相一致*对有黄斑变性家族史和无家族史的研究者

!6̂ /

值进行比较发现#有黄斑变性家族史的受试者
!6̂ /

值较无家族史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6

能够吸收短

波长的蓝光和抗氧化的作用#具有保护黄斑的功能'

<

(

#提示是

否应该对于那些有
1!/

家族史的高危人群予以口服一些保

护性的叶黄素或含锌剂#以降低他们发生
1!/

的可能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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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

$$

(

#我国的研究发现男生高于女生'

$'.$)

(

#此结果与大部分

西方研究结果相反*而本结果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大学新生

心理压力总分及各个维度上男女生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

从专业角度分析#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心理压力方面有明

显差别*理工类大学新生学习+生活+社交+发展+家庭压力及

心理应激总分均明显高于文史类#与徐长江和钟晨音'

$-

(

+周少

贤等'

$'

(结论一致*主要由于课程的难易差别过大#使得理工

学生学业压力以及连带其他压力均高于文科学生'

$-

(

*农村学

生社交压力及家庭压力高于小城镇+中小城市及大城市学生#

这可能与其所处的环境有关*据北京高校学生心理素质教育

研究课题组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市大学生中有
$+(-F

的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卫生问题#其中边远农村的学生比

例最高#为
$DF

#高于城市学生'

$+

(

*由于城乡差异导致农村籍

大学生的严重自卑心理#从农村到城市#由于他们在群体中地

位的变化#心理没有重新定位而导致强烈的失落感#对应激性

生活事件较多地采用消极的心理应付方式#常将负性情绪压在

心里'

$0

(

*从主观上看#农村大学生普遍把上大学作为他们跳

出农门的唯一出路#这使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忽视了对自我

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人际沟通

障碍*

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一直是心理学家研究的热点*本研

究显示#独生子女的社交+家庭压力高于而发展压力低于非独

生子女新生*从独生子女成长的背景分析#由于独生子女自幼

就是家庭关爱的中心#缺乏同龄+同辈的沟通交往#如果引导不

当#势必养成以自我为中心#任性+骄横等不良性格#有的表现

为固执+自以为是+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不合群甚至敌视周围的

人#而非独生子女能够很好与兄弟姐妹进行融洽#在人际交往

上好于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父母普遍较重视探索独生子女的

教育之路#比较重视子女全面素质的提高#家庭教育条件优越#

家庭教育较好#因此多数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宽松#自我满足

感强#发展压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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