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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异物患病因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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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调查分析角膜异物发生的主要原因并探讨预防及减轻其损伤的有效途径%方法
!

(++'

年
I

月至
$+

月于本

院眼科门诊就诊的角膜异物连续病例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

共有
$'&

例角膜异物患者接受了问卷调查!平均年

龄
)&*-c'*,

岁!其中男
$I'

例!占
',*&U

%

,+*$U

的患者未在受伤后
(&L

内就诊#

'$*IU

的患者伤后自行采取的处理方式欠

妥%受伤者中
I)*%U

是在工作中受伤!而且均是在操作高能量工具时受伤%他们之中
'(*+U

的操作人员在此次操作中未佩戴防

护镜%对佩戴防护镜的调查显示'工作中从不佩戴者占
-I*%U

#有
$&*(U

的工人不认为佩戴防护眼镜可以防止角膜异物的发生%

仅有
)&*-U

的患者单位向操作人员提供防护眼镜!这些工人在工作中佩戴防护镜的比例较不提供防护镜单位的工人高"

!

$

+*+$

$%结论
!

角膜异物患者主要是在工作场所操作高能量工具时致伤%工作单位缺乏应有的防护措施!员工防护意识薄弱!对

角膜异物致伤后及时就诊和正确处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角膜异物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重视加强对相应工作单位和操作人员

的宣传教育!采取正确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是预防角膜异物发生和减轻其损害的主要措施%

关键词"角膜异物#危险因素#预防#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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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异物是一种常见的眼外伤'

$

(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灰

尘*沙粒*铁屑等异物进入眼内#附着在角膜表面或嵌入角膜深

层组织#形成异物#可产生不同程度的刺激症状#如异物感*畏

光*流泪*眼红*眼痛等)若处理不当#原有损伤面可能扩大或

继发感染#形成角膜云翳#影响患眼视力'

(

(

)本院地处城乡结

合部#收治眼外伤特别是角膜异物的患者较多)本研究的目的

是通过对角膜异物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明确其致伤的相关因

素#探讨预防角膜异物发生并减轻其损伤的有效途径)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I

月到
$+

月就诊于本院眼科门诊的

初诊角膜异物连续病例)共收治角膜异物连续病例
$'&

例

$'&

眼)其中男
$I'

例占
',*&U

#女
%

例占
(*-U

#男女比例为

),*Ia$

)根据职业分类#患者中工人
$-(

例#占
I)*%U

#其他

职业例数低且分布分散#如!学生*司机*老师等)患者平均年

龄$

)&*-c'*,

&岁#如以
$+

岁为一个年龄段#

,(

例患者

$

),*$U

&年龄在
)+

"

)'

岁#

$,&

例患者$

I'*,U

&的年龄处于

(+

"

&'

岁之间)

?*@

!

方法
!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对角膜异物患者的性别*

年龄*职业*受伤场所*受伤原因*就诊时间*就诊前的处理方

式*单位防护措施以及个人对于防护的认知度等进行调查)调

查问卷经本科副高职称以上专家讨论后定稿)同时按下述原

则给予治疗!$

$

&患眼予盐酸丁卡因表面麻醉%$

(

&在裂隙灯下#

用无菌注射器针头拨动异物并挑出#尽量刮净铁锈斑)若异物

较深*铁锈斑范围大的严重病例需分次取出#以免造成角膜穿

孔或原有损伤面积扩大%$

)

&抗菌素眼膏涂眼包扎#嘱其次日门

诊复查)

?*A

!

统计学处理
!

将所有问卷调查的数据录入
5S/7=

表格#

对各项资料进行统计学描述和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就诊时间及就诊前患者自行处理方式
!

调查显示!仅有

%I

例患者$

('*'U

&于受伤后
(&L

内到眼科就诊#另有
I-

例患

者$

&&*)U

&在伤后
(

"

)G

内就诊#而受伤超过
$+G

以后才到

医院检查的患者有
$$

例$

%*,U

&)在就诊前#

'$*IU

的患者采

I')(

重庆医学
(+$(

年
I

月第
&$

卷第
()

期



取了用手揉眼和$或&用不洁物品擦拭患眼的不适当的处理

方式)

@*@

!

致伤原因
!

$'&

例患者中#

)(

例是在生活环境中受伤%

$-(

例$

I)*%U

&是在工作环境中受伤#其受伤原因均为使用高

能量工具$如绞磨机*切割机等易产生高速*细小碎屑的机器&#

其中
$&-

例$

'+*$U

&患者的角膜异物为铁性物质)

针对在工作环境中使用高能量工具受伤的
$-(

例患者#对

其职业防护情况的调查显示!

$&'

例患者$

'(*+U

&在使用高能

量工具时未佩戴防护镜#佩戴者仅有
$)

例$

I*+U

&)

@*A

!

单位提供的防护措施及患者的防护意识
!

调查显示#工

作中受伤的
$-(

例中#仅有
%-

例$

)&*-U

&的患者所在单位为

其提供机械操作时的防护镜#而要求员工在操作时佩戴的单位

更少#只有
)I

例$

()*%U

&)

有关佩戴防护眼镜认知情况的调查显示!

$-(

例患者中#

有
()

例$

$&*(U

&认为佩戴防护眼镜不能防止角膜异物的发

生%在日常工作中多数患者$

$$$

例#

-I*%U

&从不佩戴#能坚持

佩戴防护镜的仅有
&$

例$

(%*)U

&)

所在单位提供防护眼镜的患者#在此次操作中佩戴的比例

为
$'*-U

#而单位不提供防护镜的#佩戴的比例仅为
$*'U

$表

$

&%两组间佩戴比例相差
$+

倍#经
3

( 检验#两组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3

(

e$%*-%(

#

!

$

+*+$

&)

表
$

!!

单位提供防护镜对患者佩戴防护镜的影响分析#

&

%

措施 患者佩戴防护镜 患者未佩戴防护镜

单位提供防护镜
$$ &%

单位不提供防护镜
( $+&

A

!

讨
!!

论

本研究病例分布具有以下特点!患者以青年男性为主#多

数在工作场所中因使用高能量工具致伤)根据新加坡的眼外

伤调查显示眼外伤的患者人群以青年男性为主#平均年龄
))*%

岁#男性占
I&*(U

'

)

(

)这与本调查结果相似)

调查显示#伤后患者普遍未及时就诊#

(&L

内就诊者仅占

('*'U

#而
'(*+U

的患者自行处理方式欠妥当)异物对于角

膜的损害程度及视力的影响与异物停留时间的长短有关'

&

(

)

铁质异物在角膜上停留超过
-L

即可形成锈斑#时间越长#锈

斑越多#刮除越难'

%2-

(

)患者采取用手揉眼或用不洁物品擦拭

试图将眼内异物取出的方法#不仅增加了患眼感染的概率#也

可能使角膜上皮损伤面积扩大和$或&异物进入更深层组织#加

重患眼的损伤程度#影响患眼视力'

,

(

)有学者建议一旦发生角

膜异物#应在伤后
)+8?D

内剔除)因为在此时间内尚无铁锈

形成#对角膜损伤小#预后佳'

I2'

(

)因此#伤后及时就诊是改善

角膜异物患者预后的重要措施)

本调查显示#

I)*%U

的患者是在工作中操作高能量工具而

受伤#因工致伤是角膜异物发生的主要原因)对工作单位的调

查显示#仅有
)&*-U

的患者所在单位为员工提供防护镜#而要

求员工在操作时佩戴的仅占
()*%U

)在单位提供防护镜的情

况下#患者操作时佩戴率为
$'*-U

%而单位未提供防护镜的#

佩戴率仅为
$*'U

)因此#工作单位没有提供必要的设施和制

定相应的操作规范#是导致角膜异物发生的重要因素)新加坡

的眼外伤调查显示#角膜异物是最常见的眼外伤#占
((*&U

)

%-*&U

的患者是在工作中受伤#这其中使用高能量工具所致占

-I*+U

'

)

(

)这与本调查结果类似)即使是在新加坡这样的发

达国家#仍有
)(*+U

的患者工作场所没有配备必要的防护措

施)因此#对于易发生角膜异物的高风险工种$如涉及绞磨机*

切割机等机械作业等&#单位加强防护措施的配备#是预防角膜

异物发生的重要措施)

操作工人角膜异物防护知识的缺乏#是导致角膜异物发生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
$-(

例受伤的工人中#

'$*IU

未佩戴防

护眼镜#

$&*(U

的患者认为佩戴防护眼镜不能预防角膜异物)

虽然
I%*IU

的人了解佩戴防护镜可以预防角膜异物#但是经

常佩戴者仅占
(%*)U

)在新加坡的调查中#有
('*)U

的患者

使用了防护措施#虽然比本调查的比例高#但是鉴于他们配备

防护措施的比例较高#可以推测工人对防护的认识也同样存在

差距'

)

(

)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工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在操作时

佩戴防护镜#是降低角膜异物发生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大多数的角膜异物患者#均可于工作中戴防护

眼镜来避免角膜异物的发生)因此#加强相关行业单位*作业

人员的教育和管理是降低角膜异物发生#减少其危害的主要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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