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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玻璃体积血的临床病因分析

戴春燕 周文娟 李龙标 陆培荣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眼科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 目的：探讨苏州市不同年龄组玻璃体积血的常见病因，为疾病预防提供依据。方法：对在 2009 年 ~2011 年住我院的 287 例

295 眼玻璃体积血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在所有玻璃体积血患者中，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

DRP）111 例（38.7%），眼外伤 60 例（20.9%），视网膜静脉阻塞（retinal vein occlusion, RVO）59 例（20.6%），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rheg-

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RRD)32 例（11.1%）。年龄 <45 岁的青年组中，眼外伤导致的玻璃体积血最多，为 36 例（48.6%），其

次为 DRP 26 例(35.1%)，视网膜血管炎(retinal vasculitis, RV)10 例（13.5%）。45~59 岁中年组中，DRP 导致玻璃体积血最多，为 61

例（50.8%），其次为 RVO 20 例（16.7%）、眼外伤 17 例（14.2%）、RRD 16 例（13.3%）。≥60 岁老年组中，RVO 导致玻璃体积血最多，

为 38 例（40.9%），其次为 DRP 24 例（25.8%），RRD 15 例（16.1%）。结论：DRP、眼外伤、RVO、RRD 是引起玻璃体积血最常见的病

因。青年患者的主要病因是眼外伤、DRP 和 RV，而中老年患者的主要病因是 DRP 及 R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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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vitreous hemorrhage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Suzhou and provide preventive

measure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295 eyes of 287 patients with vitreous hemorrhage were followed up and analyzed between 2009

and 2011. Results: Of all the causes, diabetic retinopathy (DRP) was the principal cause (111 patients, 38.7%), ocular trauma (60 patients,

20.9%), retinal vein occlusion (RVO, 59 patients, 20.6%), 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RRD, 32 patients, 11.1%). In youth group

(<45 year old), the principal cause was ocular trauma (36 patients, 48.6%), the second was DRP (26 patients, 35.1%), the third was RV

(10 patients, 13.5%). In middle-aged group (45~59 year old), DRP was the principal cause (61 patients, 50.8%), next was RVO (20 pa-

tients, 16.7%), ocular trauma (17 patients, 14.2%), RRD (16 patients, 13.3%). In old group (≥60 years old), RVO was the principal cause

(38 patients, 40.9%), the second was DRP (24 patients, 25.8%), the third was RRD (15 patients, 16.1%). Conclusion: DRP, ocular trauma,

RVO and RRD are the main causes of the vitreous hemorrhage. Ocular trauma, DRP and RV are principal causes in youth group. DRP

and RVO are the main causes in middle-aged and ol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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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体在正常情况下无血管组织、透明的，但在某些因素

如：眼外伤、眼底血管性疾病等，都可以导致玻璃体内的积血，

从而影响眼的屈光介质，引起严重的视力障碍。一些资料表明

引起玻璃体积血的病因主要有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眼外伤、

视网膜静脉周围炎、视网膜静脉阻塞等[1,2]。针对玻璃体积血的

病因复杂，处理原则各异，探讨玻璃体积血的病因显得尤为重

要。现就我院 2009 年 ~2011 年收住入院的玻璃体积血患者

287 例 295 眼的住院临床资料作回顾性分析，旨在了解苏州市

玻璃体积血的主要病因及不同年龄组、性别的病因特点，为疾

病的预防及诊治提供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287 例 295 眼，其中男 158 例，女 129 例，单眼 279

例，双眼 8 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分期将调查患者分为

3 组：<45 岁为青年组，45~59 岁为中年组，≥60 岁为老年组。患

病年龄 6~83 (平均 53.00)岁，<45 岁 74 例，45~59 岁 120 例，≥

60 岁 93 例。患者伴高血压 112 例，伴糖尿病 118 例，既有高血

压又伴糖尿病 54 例。
1.2 方法

详细询问病史及检查全身情况。常规行视力、眼压、裂隙

灯、眼底、眼 B 超等检查，必要时行眼底荧光血管造影（fundus

fluorescein anglography, FFA）、OCT （optic coherence tomora-

phy）等检查及结合玻璃体切割手术查找玻璃体积血的病因，进

行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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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对玻

璃体积血构成情况及比较年龄、性别差异采用列联表 x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玻璃体积血原因

本组 287 例 295 眼玻璃体积血患者病因分布情况见图 1。

其中，DRP 致玻璃体积血者最多，为 111 例，占总患者人数

38.7%；其次为眼外伤 60 例（20.9%）、RVO（包括视网膜中央静

脉阻塞和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59 例（20.6%）、RRD 32 例（包

括伴脉络膜脱离 4 例）（11.1%），以上四种原因共计 262 例，占

总患者人数 91.3%。RV 10 例（3.5%），其他较少见的病变有年

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5

例（1.7%），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 1 例，视网膜血管瘤 1 例，特发

性息肉样脉络膜血管病变 （idiopathic polypoidal choroidal vas-

culopathy, IPCV）1 例，原因不明者 7 例。其中四种主要病因不

同年份分布情况见图 2。

图 1 287 例 295 眼玻璃体积血患者主要病因分布情况

Fig.1 Analysis the causes of vitreous hemorrhage in 295 eyes of 287

patients

图 2 不同年份玻璃体积血主要病因分布情况

Fig.2 The caus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vitreous hemorrhage in different

years

2.2 玻璃体积血原因与发病年龄、性别的关系

2.2.1 发病年龄 287 例玻璃体积血患者发病年龄分布情况见

表 1。各年龄组病因构成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青年组 74

例患者中，眼外伤占首位，为 36 例(48.6％)，其次为 DRP 26 例

(35.1％)，再次为 RV 10 例(13.5％)。中年组 120 例患者中，DRP

致玻璃体积血最多，为 61 例 (50.8％)，其次为 RVO 20 例

(16.7％)、眼外伤 17 例(14.2％)、RRD 16 例（13.3%）。老年组 93

例患者中，RVO 为最主要原因，为 38 例(40.9％)，其次为 DRP

24 例(25.8％)、RRD 15 例(16.1％)。111 例 DRP 致玻璃体积血

患者的发病年龄为 22~79(平均 52.31)岁，主要发生在中年组，

共 61 例，占 DRP 的 55.0％。60 例眼外伤所致玻璃体积血患者

的发病年龄为 6~72(平均 41.87)岁,其中青年组 36 例,占眼外伤

的 60.0％。视网膜静脉阻塞致玻璃体积血 59 例,患者发病年龄

为 26~83(平均 63.75)岁 ,主要发生在中老年组，共 58 例，占

RVO 的 98.3％，其中老年组 38 例（占 64.4%）。孔源性视网膜脱

离所致玻璃体积血 32 例,患者发病年龄为 31~80(平均 59.06)

岁，主要发生在中老年组。10 例视网膜血管炎患者的发病年龄

为 18~44(平均 30.10)岁，均发生在青年组。在 59 例视网膜静脉

阻塞患者中有 35 例伴有高血压病（占 59.3%）。
2.2.2 性别 男性患者 158 例主要致病原因依次为 眼 外 伤

（33.5％）、DRP （30.4％）、RVO （18.4％）、RRD （9.5％）、RV

(5.1％)。女性患者 129 例中，DRP，RVO，RRD 为导致玻璃体积

血的主要原因，分别占 48.8％，23.3％，13.2％，眼外伤和 RV 分

别占 5.4％，1.6%。男女病因构成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2。其中眼外伤，视网膜血管炎主要发生在男性。

3 讨论

玻璃体积血是较为常见的致盲性眼病之一，其确切病因复

杂。正常玻璃体透明的、无血管组织，玻璃体内的积血通常来自

其邻近组织如视网膜或脉络膜的血管或新生血管。既往关于玻

璃体积血原因的临床研究表明，眼外伤和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是引起玻璃体积血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眼外伤占其首位[3,4]。本

组资料显示，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是导致玻璃体积血的首要原

因，而眼外伤居其次。

随着我国糖尿病患病率的不断上升和人均寿命的逐渐延

长，DRP 的患病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最新流行病学调查发

现，DRP 国内患病率达 27.3%[5],国外达 28.5%[6]，DRP 已经成为

全球共同的致盲性眼病。从本组资料的年份病因分布情况同样

也可以看出，DRP 就诊人数逐年在增长，这除了与 " 三高 " 人

群比例增加，也与我市医疗保险到位、糖尿病宣传力度加强、人

群健康保健意识提高等密切相关。近年来糖尿病患者有年轻化

趋势，青年人生活节奏快、工作强度高，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应

酬多缺乏有规律的运动和锻炼，加上长期的不注意，促使向

DRP 发展。从本组资料来看，111 例 DRP 导致的玻璃体积血患

者中，青年组有 26 例（占 23.4%），同易湘龙[7]所报道的 72 例

DRP 患者中青年组占 12 例（16.7%）有所增高，从侧面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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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玻璃体积血原因在不同年龄组频数分布比较 例

Table 1 The causes of vitreous hemorrhage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Causes
Years old

<45 45~59 60莛

Diabetic retinopathy, DRP 26 61 24

Ocular trauma 36 17 7

Ratinal vein occlusion, RVO 1 20 38

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RRD 1 16 15

Retinal vasculiti, RV 10 0 0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 0 0 5

Hypertensive retinopathy 0 1 0

REtinal angioma 0 0 1

IPCV 0 0 1

Others 0 5 2

表 2 玻璃体积血主要病因在不同性别组的分布比较 例

Table 2 The cause of vitreous hemorrhage in different gender groups

Causes
Sexual

Male Female

Diabetic retinopathy, DRP 48 63

Ocular trauma 53 7

Retinal vein occlusion, RVO 29 30

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RRD 15 17

Retinal vasculiti, RV 8 2

在我们的调查中，眼外伤是仅次于 DRP 的第二高发病因。

国外有报道眼外伤引起玻璃体积血占 46%[10]。在我国根据徐建

锋等对 20 年来国内重点期刊上发表的眼外伤文献资料的整理

和分析，得出眼外伤占同期眼科住院患者的 1/3，是眼科住院患

者的首位病因[11]。我院调查分析资料显示眼外伤占 20.9%，主要

是有劳动能力的青年男性。从年份患病人数来看，眼外伤患者

逐年有所增加。近年来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外来务工人员增多，

这部分人往往文化程度低，安全防护意识差易发生外伤，但从

总体上看，我市眼外伤发生率低于国内平均水平。苏州地区经

济较发达，居民文化修养较高，治安稳定，打架斗殴少有发生，

交通安全意识高，同时政府加大了对安全生产的资金投入力

度，加强岗前培训和事故防范力度等是导致其患病率相对较低

的可能原因。

我们的调查资料显示，视网膜静脉阻塞是第三个主要病

因。RVO 患者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98.3％），其中有 59.3%的

RVO 患者伴有高血压病，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12]，与以往研究

结果一致。其他原因如视网膜脱离，往往是由于裂孔经过视网

膜血管，导致血管破裂引起。视网膜血管炎好发于 20～40 岁男

性，往往双眼发病，以反复玻璃体出血为其特点，因此对于临床

上无明确原因引起玻璃体积血的年轻患者，要详细检查对侧眼

并行 FFA。特发性息肉样脉络膜血管病变（IPCV），其临床表现

与渗出型 AMD 患者极为相似，据 Tomota[13]报道 IPCV 较渗出

型 AMD 更易引起玻璃体积血，因此当患者发生玻璃体积血同

时伴有黄斑部异常时应考虑 IPCV 的可能。

综上所述，导致玻璃体积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对于无

高血压、糖尿病的年轻患者，应详细询问外伤史，外伤及视网膜

血管炎是年轻患者玻璃体积血的主要病因，尤其是男性。而对

中老年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是导致玻璃体积血的危险因素，应

加强对 DRP、RVO 等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我们的调查显

示，女性 DRP 患病率较男性高，而 RVO 患病率没有明显性别

差异。同时本调查显示孔源性视网膜脱离也是玻璃体积血的主

要原因之一，应早发现早治疗。

经济条件、生活水平与 DRP 的发病率也有一定的关系。绝大多

数文献报道 DRP 与性别无明显相关性[8,9]，但也有文献报道男

性 DRP 患病率比女性高[6]，本组调查显示女性高于男性（P<0.

05），可能与女性激素分泌及女性更注重自身健康状况，就诊率

较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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