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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背景&有研究表明"高加索人视网膜静脉阻塞&XR:'与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m:"o'的产生
存在关联"但目前鲜见关于亚洲人群 XR:患者中 m:"o发病比例的报道)&目的&观察以医院人群为基础的
XR:患者中 m:"o的发病比例)&方法&采用横断面观察性研究设计"连续纳入 2('' 年 '( 月至 2('* 年 A 月
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确诊且病程在 ' 年以内的 XR:患者 *)A 例"患者均接受房角镜检查"m:"o的诊断
参照国际地域性和流行病学眼科学学会的青光眼诊断标准) 根据眼底彩色照片和 FF"将 XR:分为视网膜
中央静脉阻塞&PXR:'型(半侧视网膜静脉阻塞&1XR:'型和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QXR:'型+按照静脉阻塞
的部位分为动静脉交叉 XR:&"RBXR:'型(视盘 XR:&:PBXR:'型(无视盘水肿的视神经 XR:&e:e1#B
XR:'型及有视盘水肿的视神经 XR:&:e1#BXR:'型) 分别统计不同 XR:类型患者中 m:"o的发病比例)
&结果&共 *') 例患者纳入青光眼筛查并完成各检查项目"应答率为 HINAS) m:"o在 XR:患者中的发病比
例为 HN2S"其中在 PXR:型中的比例为 )N'S"在 1XR:型中为 2*NAS"在 QXR:型中为 ;N2S) :PBXR:型
患者和 e:e1#BXR:型患者中 m:"o的发病比例分别为 2)N@S和 '*N2S"明显高于 "RBXR:和 :e1#BXR:
中的 IN)S和 'N*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Y(N(A')&结论&中国 XR:患者中 m:"o的发病比例是正常
人群的 * lI 倍+:PBXR:型和 e:e1#BXR:型患者中 m:"o的发病比例较高"提示 XR:的发病可能与 m:"o
的视盘结构改变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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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56E\\,'-于 '@'* 年首次报道了原发性开角型青
光眼&LD.,-D46LE? -?Z/EZ/-[86,-"m:"o'与视网膜静
脉阻塞&DEC.?-/]E.? 688/[>.6?"XR:'的关联性"并推测
青光眼的高眼压压迫视网膜静脉血管壁使其塌陷可导

致血管内膜增生"从而发生 XR:) 随后有研究陆续报
道了 m:"o在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8E?CD-/DEC.?-/]E.?
688/[>.6?"PXR:' 和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 & ^D-?85
DEC.?-/]E.? 688/[>.6?"QXR:'患者中发病的比例较高"
但对于其发生机制存在多种推测"观点不一 ,2T)- ) 以
往关于 m:"o和 XR:关系研究的对象多来源于高加
索人"且纳入的样本量偏小"青光眼的诊断标准也仅基
于眼压因素而忽视视神经及视野改变) 此外"迄今尚
未发现关于亚洲人的相关研究报道) 为了解中国人
XR:与 m:"o的关系"本研究中拟以中国医院人群为
基础"研究 XR:患者中 m:"o的发病比例)

C;资料与方法

C7C;一般资料
采用横断面观察性研究设计"连续纳入 2('' 年

'( 月至 2('* 年 A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就诊的
经 荧 光 素 眼 底 血 管 造 影 & \[?O[> \/[6DE>8E.?
-?Z.6ZD-L54"FF"'检查确诊为 XR:的患者 *)A 例) 纳
入标准#由 FF"确诊为 XR:"且病程在 ' 年以内者)
排除标准#&''曾接受过玻璃体手术者+&2'有眼外伤(
色素膜炎(视网膜脱离(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XR:病程超过 ' 年者) 本研究方案经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2('; '医伦审第
&';('号-) 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C7E;方法
C7E7C;检查方法;采集所有受试者的全身及眼部疾
病史(手术史(外伤史(家族史"记录症状开始的时间或
视力下降时间以及外院就诊情况) 受试者均由有经验
的眼科医师进行眼部检查"包括裸眼视力(最佳矫正视
力&^E>C86DDE8CEO ].>[-/-8[.C4"QPR"'(裂隙灯显微镜
和检眼镜检查) 用 è B2((( 型非接触眼压计 &日本
o-,-Z6D.公司'连续测量眼压 * 次"记录平均值) 裂隙

灯显微镜检查眼前节表现"采用 ]-? 1ED.8K 法记录周
边前房深度

,H- +采用 !:P#'分级系统评估晶状体混
浊状态并记录人工晶状体眼+记录自然光线下瞳孔直
径和虹膜萎缩情况) 所有受试者均进行静态房角镜检
查"采用单面前房角镜&美国 :8[/-D公司'检查前房角
的开放情况"并参照 #85E.E分级标准进行分级"详细
记录虹膜周边前粘连 & LED.L5ED-/-?CED.6D>4?E85.-E"
m"#'及新生血管等异常情况) 不存在可关闭房角的
受检眼经质量分数 (NAS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扩瞳后
用间接和直接检眼镜检查眼底"若存在可关闭房角的
受检眼则在自然瞳孔下行眼底检查

,@- ) 每位受试者
均采用 PXB' G-DK(眼底照相仪&日本佳能株式会社'
行眼底照相"以 (N(A&比例值'的间隔记录垂直径线杯
盘比值&]EDC.8-/8[L O.>8D-C.6"RP9X'"同时记录视盘
出血(视盘切迹(盘沿宽度和视神经纤维层缺损& ?ED]E
\.̂ED/-4EDOE\E8C"eF!9'情况)
C7E7E;XR:分类&由有经验的视网膜专科医师根据
眼底彩色照片和 FF"结果进行 XR:分类) 根据临床
分类将 XR:分为 PXR:(QXR:和视网膜半侧静脉阻
塞&5E,.DEC.?-/]E.? 688/[>.6?"1XR:'+根据阻塞部位
将 XR:分为# & ' '动静脉交叉型 XR:&-DCED.6]E?6[>
8D6>>.?ZXR:""RBXR:'&阻塞发生在动静脉交叉处"
视网膜静脉在动静脉交叉处有明显管径变化+&2'视
杯型 XR:&6LC.88[L >.CEO XR:":PBXR:'&阻塞发生
在筛板前视杯周围"视网膜静脉管壁在视杯附近突然
由粗变细+&*'不伴有视盘水肿的视神经型 XR:&6LC.8
?ED]E>.CEO XR: _.C56[C6LC.8-/?ED]E5E-O >_E//.?Z"
e:e1#BXR:'&阻塞发生在视神经内(筛板处 ,'(- "不
伴有视盘水肿"穿入视盘的视网膜静脉扩张+&I'视盘
水肿的视神经型 XR:& 6LC.8?ED]E>.CEO XR: _.C5
6LC.8-/?ED]E5E-O >_E//.?Z":e1#BXR:'&阻塞发生在
筛板后(视神经内"阻塞的视网膜静脉穿入筛板的形态
呈扩张状态"并伴有视盘水肿 ,AT;- +&A'黄斑区小分支
静脉阻塞型 XR:&阻塞发生在黄斑区小分支静脉+
&;'其他&阻塞部位不清或多部位阻塞)
C7E7F;m:"o的诊断标准&若受试者眼底检查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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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照片提示有任何青光眼的可能"或者存在以下情况
之一"则该研究对象接受下一步青光眼确诊检查#XR:
对侧 眼 QPR"Y(N;+ 眼 压 W2' ,,1Z& ' ,,1ZV
(N'** Km-'+RP9X! (N;+双眼 RP9X之差 ! (N2+
A#(( l)#(( 或 ''#(( l'#(( 位盘沿宽度"(N2+房角
镜显示为可关闭房角) 受试者行裂隙灯显微镜检查(
详细眼底检查和 :P̀ 检查"用 o6/O,-?? 眼压计&瑞士
1--ZB#CDE.C公司'测量眼压+采用 1[,L5DE4自动视野
计&美国 P-D/JE.>>公司'的标准 #$̀"*(B2 模式行视野
检查+m:"o诊断和分级采用国际地域性和流行病学
眼科 学 会 & .?CED?-C.6?-/>68.EC46\ZE6ZD-L5.8-/-?O
EL.OE,.6/6Z.8-/6L5C5-/,6/6Z4"$#o+:'关于 m:"o的诊
断标准

,''T'A- ) m:"o' 级#房角开放"RP9X!(N)"或
双眼 RP9X之差!(N2"或 ''#(( l'#(( 位或 A#(( l
)#(( 位盘沿宽度"(N' RP9X"或存在 eF!9"附加与
上述表现相应的视野缺损) m:"o2 级#房角开放"当
视野结果不可信或无法获得时"RP9X!(NH"或双眼
RP9X之差!(N*"或 ''#(( l'#(( 位或 A#(( l)#((
位盘沿宽度"(N(A RP9X) m:"o* 级#视野检查无法
完成或因屈光间质混浊等原因导致视神经观察不清"
对侧健眼 QPR"Y(N(A 且眼压W2I ,,1Z,'*-

或有明确

的青光眼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史"房角开放"无虹膜
m"# 或房角关闭) 如果 XR:对侧眼视野结果不可靠
或存在青光眼性视野缺损"受试者需择日复查视野)
青光眼视野缺损定义为与青光眼性视神经病变部位相

对应的视野缺损#模式偏差图中上半侧或下半侧出现
一簇或一簇以上相邻 I 个或 I 个以上暗点 ,';T')- ) 青
光眼的诊断基于眼底视盘(eF!9情况以及视野结果"
PXR:和 1XR:患眼因出血遮挡视盘及视盘水肿而明
显影响判断时则主要依据对侧眼的表现对其进行诊

断+QXR:视盘出血眼主要参照未受累侧的 RP9X(盘
沿宽度和 eF!9进行诊断"XR:受累眼的视野结果不
作为诊断青光眼时的参考) 由 * 位青光眼医师分别对
每位受试者进行诊断"2 位及以上医师的诊断意见一
致则确诊为青光眼)
C7E7G;可疑青光眼的诊断标准;可疑青光眼的诊断
指标为具有 (N)"杯盘比&8[LBO.>8D-C.6"P<9'Y(NH(
(N(A RP9XY上方或下方盘沿宽度"(N' RP9X((N2"
双眼 P<9之差Y(N* 或存在 eF!9等青光眼样体征"但
无法获得视野检查结果或视野表现与眼底改变不相对

应"且房角开放)
C7E7I;高眼压症的诊断标准;筛选或确诊检查中至
少一眼眼压V2' ,,1Z且双眼均无任何类型青光眼或
可疑青光眼的体征"房角开放"排除其他引起眼压升高

的原因
,'2- )

C7F;统计学方法
采用 #m## ';7( 统计学软件&美国 $QG公司'进

行统计分析) 本研究中测量指标的数据资料以构成比
表示"不同类型 XR:间 m:"o发病比例的差异比较采
用 mE-D>6? 卡方检验) "Y(N(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结果

E7C;受试者一般情况
本研究 *)A 例患者中"*') 例完成了青光眼筛查"

应答率为 HINAS"AH 例因行动不便(路程遥远(全身情
况差等原因失访"失访率为 'ANAS) 完成青光眼筛查
的 *') 例患者中"H; 例需进一步检查以确诊青光眼"
其中 H2 例完成确诊检查"I 例因为路程遥远(行动不
便等原因未完成检查"包括初步筛查时的可疑青光眼
2 例及 2 级 m:"o2 例) 完成青光眼筛查的 *') 例患
者年龄 '* l@' 岁"平均 &AHN@U'INA'岁"其中男 ';(
例"女 'A) 例+患者平均视力下降时间为&@(UH;' O+单
眼 XR:患者 *(H 例"占 @)N'S&右眼 XR:'II 例"占
IANIS"左眼 XR:';I 例"占 A'N)S'"双眼 XR:患者
@ 例"占 2N@S) 单眼 XR:患者中 QXR:者 ';' 例"
1XR:者 *I 例"PXR:者 ''* 例+"RBXR:者 '2H 例"
:PBXR:者 I* 例"e:e1#BXR:者 A* 例":e1#BXR:
者 )) 例"黄斑小分支静脉阻塞 XR:者 I 例"阻塞部位
无法判断者 2 例"多部位阻塞 XR:者 ' 例&表 '')

表 C;不同类型 AS>患者的人口学特征

XR:类型 例数
眼别

右眼& &<S'
性别

男& &<S'
年龄

&NU@"岁'

单眼 XR:
&&QXR: ';' H' <A(N* )) <I)NH ;(N@U'2N'
&&1XR: *I '' <*2NI 'H <A2N@ A;N2U'INA
&&PXR: ''* A2 <I;N( AH <A'N* A;NIU')N*
&&总计 *(H 'II <I;NH 'A* <I@N) AHN)U'IN;

双眼 XR: @ T )<))NH ;)N2U@NA

&注#XR:#视网膜静脉阻塞+QXR:#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1XR:#视网

膜半侧静脉阻塞+PXR:#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T#无

E7E;不同 XR:类型中 m:"o的发病比例
在 *') 例 XR:中共有 m:"o2; 例"发病比例为

HN2S+其中 m:"o在 PXR:中的比例为 )N'S"在
QXR:中为 ;N2S" 在 1XR:中为 2*NAS) 2; 例
m:"o中 '@ 例依据 ' 级诊断标准确诊") 例依据 2 级
诊断标准确诊) 'I 例患者诊断为可疑开角型青光眼"
在 XR:中的发病比例为 INIS"其中 2 例为双眼
XR:) A 例患者诊断为高眼压症"在 XR:中的发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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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N;S"均为单眼 XR:) 1XR:患者中 m:"o的
比例明显高于在 QXR:或 PXR:中的比例"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2 V'(N(IH""V(N((A+!2 V)N2@'""V
(N('2'"而 QXR:患者中 m:"o的比例与 PXR:中
m:"o的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 V(N(H2""V
(NH(H'&表 2') 在 2; 例 m:"o患者中"有 ) 例在诊断
XR:前已经诊断为青光眼"有 ') 例在诊断 XR:前未
曾诊断为青光眼"2 例患者在诊断 XR:前有眼压升高
病史)

表 E;不同类型 AS>中 U>4W(可疑开角型青光眼
和高眼压症的构成比比较&)XR'

XR:类型 例数 m:"o 可疑开角型青光眼 可疑高眼压症

单眼 QXR: ';' '( <;N2 H<AN( 2<'N2

单眼 1XR: *I H<2*NA- '<2N@ (<(N(

单眼 PXR: ''* H <)N'^ * <2N) *<2N)
1XR:<PXR: 'I) '; <'(N@ I<2N) *<2N(

总 XR: *') 2; <HN2 'I <INI A<'N;

&注#与单眼 QXR:比较"-"Y(N(A+与单眼 1XR:比较"^"Y(N(A&!2检

验'&XR:#视网膜静脉阻塞+m:"o#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QXR:#视网

膜分支静脉阻塞+1XR:#视网膜半侧静脉阻塞+PXR:#视网膜中央静脉

阻塞

E7F;不同部位 XR:的 m:"o发病比例
I 种不同阻塞部位的 XR:伴有 m:"o的典型眼

底表现不同""RBXR:的阻塞发生在动静脉交叉处"视
网膜静脉在动静脉交叉处有明显管径变化+:PBXR:
的阻塞发生在筛板前视杯周围"视网膜静脉管壁在视
杯附近突然由粗变细+e:e1#BXR:的阻塞发生在视
神经内(筛板处"不伴有视盘水肿"穿入视盘的视网膜
静脉扩张+:e1#BXR:的阻塞发生在筛板后(视神经
内"阻塞的视网膜静脉穿入筛板的形态呈扩张状态"并
伴有视盘水肿 &图 ' lI ') :PBXR:和 e:e1#BXR:
患者中 m:"o的发病比例分别为 2)N@S和 '*N2S"明
显高 于 "RBXR: 中 的 IN)S 和 :e1#BXR: 中 的
'N*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Y(N(A'&表 *')

A B
图 C;4SLAS>合并 U>4W患者的典型眼底表现&"#右眼为患眼"
可见颞上支动静脉交叉处静脉阻塞&箭头' "颞上方视网膜出血"P<9
增大&Q#左眼为健眼"P<9增大

A B

C D

图 E; >!LAS>合并 U>4W患者的典型眼底和视野表现&"#右眼
为 m:"o眼"眼底 P<9增大&Q#左眼为 :PBXR:合并 m:"o眼"可
见视网膜静脉增粗"走行迂曲"视杯边缘静脉由粗变细&箭头' "P<9
变大&P#右眼视野检查显示上半视野缺损"与眼底表现相一致&9#
左眼视野检查显示大范围视野缺损"由于此眼为 XR:受累眼"视野
结果不作为诊断青光眼时的参考

A B
图 F;N>NM5LAS>合并 U>4W患者典型眼底图像&"#右眼视网
膜血管走行正常"P<9增大&Q#左眼为 e:e1#BXR:患眼"可见视
网膜片状出血"视网膜静脉管径不均"但视盘无水肿&箭头'

A B
图 G;>NM5LAS>合并 U>4W患者典型眼底图像&"#右眼为 XR:
对侧眼"P<9增大&Q#左眼为 :e1#BXR:患眼"可见视网膜呈放射
状大片出血"视盘水肿&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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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不同类型 AS>中 U>4W构成比比较&)XR'

XR:类型 例数 m:"o

"RBXR: '2H ; <IN)
e:e1#BXR: A* ) <'*N2-

:PBXR: I* '2 <2)N@^

:e1#BXR: )) ' <'N*8O

总 XR: *') 2; <HN2

&注#与 "RBXR:比较"-"Y(N(A"^ "Y(N('+与 e:e1#BXR:比较"8"Y

(N('+与 :PBXR:比较"O "Y(N(' &!2检验 ' &XR:#视网膜静脉阻塞+

m:"o#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RBXR:#动静脉交叉型视网膜静脉阻塞+

e:e1#BXR:#不伴有视盘水肿的视神经型视网膜静脉阻塞+:PBXR:#

视杯型视网膜静脉阻塞+:e1#BXR:#视盘水肿的视神经型视网膜静脉

阻塞

F;讨论

本项以医院人群为基础的 *') 例 XR:连续病例
的研究中发现"中国人 XR:患者中 m:"o的发病比例
为 HN2S"而 QE-[,6?C等 ,A-

报道的对高加索人的调查

中为 '2NIS"高于本研究的结果"此外"与用相同
$#o+:诊断标准和相似研究方法调查的中国普通人群
中 m:"o发病比例为 2N'S l2N;S ,'*T'I- "本研究中
m:"o在 XR:人群中的比例及各类型 XR:中的比例
均明显高于其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病比例) 以往大部分
研究认为青光眼或高眼压增加了 XR:发病的风
险

,2T)- "分析其可能的机制#&''m:"o和 XR:有某种
共同的发病机制"均与视盘部位易受机械因素和血管
因素的影响有关"如青光眼视盘凹陷可使视盘血管移
位和管径改变"可能导致局部的静脉压力升高"从而引
起静脉阻塞

,'H- +&2'高眼压引起视网膜静脉血流瘀滞"
从而导致静脉阻塞

,'@- )
本研究结果显示":PBXR:和 e:e1#BXR:患者

中 m:"o的发病比例分别为 2)N@S和 '*N2S"明显高
于其在 "RBXR:和 :e1#BXR:中的 IN)S和 'N*S"
此结果与在高加索人中的研究结果相近

,AT;- ) :PB
XR:和 e:e1#BXR:静脉阻塞部位分别发生在视盘
视杯附近和筛板处"此两型有时很难区分"因为出血(
水肿(血管遮挡以及无法确定的视杯边界使阻塞部位
变得模糊"在这种情况下"视网膜中央静脉一级分支从
视杯底部钻出的形态在诊断依据上就显得尤为重要"
若分支静脉变窄意味着阻塞发生在视杯及 :PBXR:+
若分支静脉呈扩张状态"则意味着阻塞发生在视神经
内"如果不伴有视盘水肿则为 e:e1#BXR:,;- ) 其中
:PBXR:合并 m:"o患者 XR:的发生与青光眼视盘
凹陷有关"引起静脉阻塞的方式可能包括#&''视盘凹
陷可能导致视网膜静脉周围的支持组织变性和结构损

害"从而使静脉直接暴露"更易受到眼压变化的影响+

&2'青光眼视杯变大"视盘附近的静脉受变大的视杯
形态的影响"走行弯曲(陡峭 ,A- ) e:e1#BXR:合并
m:"o患者 XR:的发生可能与眼压升高引起视盘筛
板后弓"导致通过筛板的管道分离变形"从而压迫筛板
处静脉有关

,A- ) 因此"推测 m:"o增加 XR:患病风险
的机制主要是青光眼视杯和筛板的结构变化对血管的

机械压迫以及高眼压的共同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XR:是多因素致病性视网膜血管性疾病"m:"o及高
眼压只是 XR: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既往研究显示"与 QXR:相比"PXR:的发病与原
发性青光眼病史的相关性更为明显

,I- ) PXR:患者中
m:"o的发病比例 ,2")-

高于 QXR:患者 ,2T*- "而 QXR:
患者中 m:"o的发病比例高于普通人群 ,2- ) 本研究
中结果显示"中国 PXR:患者中 m:"o发病比例为
)N'S"略高于其在 QXR:中的 ;N2S"与以往对高加
索人的相关研究结果相似)

本研究中结果显示"中国 1XR:患者中 m:"o的
发病比例为 2*NAS"为高加索人种研究结果的 2
倍

,)- ) 尽管缺乏准确的患病率统计数据"但有研究推
测原发性青光眼病史与 1XR:发病的相关性与 PXR:
接近

,I- ) 本研究中结果显示"1XR:患者中 m:"o的
发病比例明显高于 PXR:和 QXR:"本研究中所有 *I
例 1XR:患者中诊断为 m:"o者有 H 例"均为 :PB
XR:"即均为视杯处静脉阻塞"说明 1XR:患者 m:"o
的发病与视杯结构改变有关)

本研究 2; 例 m:"o患者中"有 ') 例诊断 XR:前
未曾发现青光眼和高眼压病史"因此临床上在关注
XR:患眼的同时"需仔细观察对侧眼的眼底情况"以
尽早发现存在青光眼征象"从而对 XR:患眼间接进行
判断"以免漏诊)

本研究中采用的青光眼诊断标准为 $#o+:分类
系统"是 F6>CED等 ,''-

在青光眼的患病率调查中提出的

分类系统"这一标准起初仅强调在流行病学中的应用"
后来被美国眼科学会和东南亚青光眼学会采用"应用
日益广泛) $#o+:分类系统与中国传统分类相比有明
显不同"它强调青光眼性视盘改变和视网膜神经纤维
层缺损在青光眼诊断中的作用) 本研究中之所以采用
此标准"是因为其使用日益广泛"以便与相似类型研究
的患病率进行比较)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研究对象为
一所医院的 XR:患者"今后需进一步开展多中心研究
以获得更加客观且有代表性的结果)

总之"此项以医院人群为基础的观察性研究首次
采用 $#o+:诊断标准报道了中国人群 m:"o在 XR:
中的发病比例"提出 XR:患者中 m:"o的发病比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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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群的 * lI 倍":PBXR:和 e:e1#BXR:患者中
m:"o的发病比例高于 "RBXR:和 :e1#BXR:"提示
XR:的发病可能与 m:"o的视盘结构改变密切相关)
临床上对 XR:患者应高度警惕合并原发性青光眼的
可能+另外"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 m:"o患者发生
XR:的比例及其危险因素"以进一步指导相关疾病的
临床预防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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