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论
本次调查 '")例尘肺& 平均工龄 #$<=(<_$"=$$% 年& 煤

工尘肺和矽肺占总人数的 )"=%Z& 与我省以往情况较一致)$* "
新发病例 ('# 例& 晋级 $<) 例& 与我省 "##*$"#$# 年比较)"*

明显增多' 肺结核并发率 #=)Z& 明显低于王龙义等报道)(*的

平原地区 #$#='Z%" 而肺心病( 肺气肿占并发症的 9(Z& 是
否与高原环境有关& 待进一步探讨'

通过对不同职业人群发病年龄( 工龄比较发现& 农民工
比其他人群发病年龄小 #G%#岁农民工占 <)="Z%( 接害工龄
短 #G$#年农民工占 )"="Z%& 其工龄 #"=(<_(="'% 年与廖
萍泰等报道)%*的农民工发病工龄接近 #"=)$年%'

我省近年新发尘肺和晋级病例均有所增加& 特别农民工
尘肺发病率高( 年龄小( 发病工龄短& 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

各种小型企业的监督力度& 提高监护覆盖率" 不定期举办常
见有毒有害物质防护讲座& 提高劳动者的自我防护意识& 保
护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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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择 (所三级甲等医院重症监护室 #aWf% 从业护
士作为aWf组& 选择同期在门诊各科室工作的护理人员作为
对照组& 采用现场 $ n$ 配对方法& 对两组对象进行干眼
#B+@% 检查( .眼表疾病指数问卷 #A@Ba% / 评估及眼表损
害相关指标的测定' 结果显示& aWf组 B+@ 患病率高& 眼表
损害情况突出& 与其长期在视频终端环境中超负荷工作有关&
应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及能力'

关键词! 护士" 重症监护" 职业应激" 干眼症" 眼表疾
病指数 #A@Ba% 问卷" 眼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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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 #aWf% 众多危重病人集聚& 其护理从业
环境特点为工作节奏快( 临床护理任务重( 电脑前连续作业
时间长( 注意力高度集中( 白班和夜班频繁轮转等& 这些常
常导致aWf从业护士群体职业紧张( 疲倦感水平升高( 各类
眼部症状明显增加)$Q(* ' 近年来关于职业紧张( 应激和视频
终端 #i/̀̀1.0?/̀d0.Me4\-/5./& bBT% 连续作业引发干眼 #?\M
4M4̀M5?\6-4& B+@% 患病率高及眼表损害情况表现突出的现
象越来越受到关注)%&'* & 但涉及三级甲等医院重症监护单元护
理从业人员B+@患病率及眼表损害情况的观察研究较少' 为
此& 我们选择我市 (家三级甲等医院 aWf护士及同期在门诊
各科室工作的护理人员进行了 B+@ 及眼表损害情况调查& 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对象和方法
!#!"对象

选择参加 "#$% 年健康体检的我市 ( 家三级甲等医院 aWf
护士作为aWf组' 纳入标准为从事 aWf护理工作 ( 年以上&
目前仍在一线工作" 裸眼视力c#=(' 排除标准为近期配戴角
膜接触镜者& 使用人工泪液类药物者& 接受准分子激光原位
角膜磨镶术者& 有影响干眼检测指标及视功能的其他眼病者'
选择同期参加体检的门诊各科室护理人员作为对照组& 纳入
及排除标准与aWf组一致' 采用现场 $ n$配对方法& 配对条
件为年龄相差G" 岁& 护龄相差G" 年& 目前岗位从业时间相
差G"年& 女性& 文化程度相同& 职称相同' 共有 <( 对纳入
调查对象& 初级职称 %< 对( 中级职称 "9 对" 中等文化程度
()对(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对' 两组对象一般资料见表 $'

表!!两组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_$%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岁% 平均护龄#年% 本岗位从业工龄#年%

aWf组 <( ((=)'_%=9$ $(=<9_(=9< <=99_"=%'

对照组 <( (%=#'_%="% $%=$"_(=') <=<"_"=(*

!#$"方法
!#$#!"B+@诊断标准!#$%主观症状#至少 $ 项以上%! 包括
干燥( 异物感等" #"% 泪膜破裂时间#IfT%"$# "̀ #(% 基础
泪液分泌试验 #@ae% "$# -->' -/5" #%% 眼表损害! 使用
角膜荧光素染色积分 #WP@% 观察眼表' 排除其它病因后&
具有 #$% o#"% 或 #$% o#"% o#(% 即可确诊& 同时出
现 #(% 和 #%% 可进一步确认诊断'
!#$#$"眼部症状调查问卷选择及评估方法!眼部症状调查问
卷选择 .眼表疾病指数问卷 #6;10.\̀1\k.;4?/̀4.̀4/5?4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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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 它包括三大维度及 $" 项症状' #$% 眼部不适维度!
有畏光( 眼有异物感及眼酸痛等 (项症状" #"% 视功能维度!
有视物模糊( 低视力( 无法阅读( 无法夜间驾驶( 无法从事
电脑工作及无法看电视等 9项临床表现" #(% 环境触发因素
维度! 有刮风时眼不适( 干燥时眼不适和开空调时眼不适等 (
项症状' 以上每项症状表现根据程度分别评出 #Q% 分& 得分
越高代表症状表现越重& 满分为 $##分'

A@Ba总分[各项症状得分之和
Y$##

回答问题数Y%
!#$#%"眼损害相关指标设定及测定方法! #$% WP@! 将角
膜平均分为 % 个象限& 荧光素染色后每个象限分别评分& #
分& 无点状染色" $ 分& $Q' 个点状染色" " 分& 'Q$# 个点
状染色" (分& c$#个点状染色或存在斑块染色" % 个象限分
数总分 #Q$"分' #"% IfT! 荧光素染色后在裂隙灯显微镜下
嘱患者闭眼& 从睁眼开始到出现第 $ 个破裂斑为止计算泪膜
破裂时间& 连续测试 (次取平均值& "$# 为̀异常' #(% @ae!
在无表面麻醉下& 将 (' --Y' --滤纸条置于患眼下结膜囊
内& 记录 ' -/5后浸湿长度& "$# --为异常'
!#%"统计学方法

采用 @O@@$(=#统计学分析软件处理本研究中各类统计结
果& 计量指标用 ##_$% 表达& 用 '检验进行组间显著性测
试" 计数指标用率及百分数表示& 用 !" 检验进行组间显著性
检验& !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B+@患病例数及患病率比较

aWf组 B+@ 患病例数及患病率分别为 '$ 例和 9)=*9Z&
对照组B+@的患病例数及患病率分别为 "(例和 ($='$Z& aWf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 ["$=%*#& !G#=#$%'
$#$"A@Ba问卷各维度评分及总分比较

aWf组的眼部不适维度( 视功能维度( 环境触发因素维
度及A@Ba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见表 "'
表$!两组人员A@Ba量表各维度评分及总分比较 ##_$%

条目!! aWf组 对照组 '值 !值

眼部不适维度 '=*(_$=<$ (="9_#=)% (=$<% G#=#$

视功能维度 $#=%9_(="% *=9<_"=<' "=%*( G#=#'

环境触发因素维度 '="<_$=)' "=<#_#=*$ "=)"# G#=#$

A@Ba总分 "$='<_'=9% $%=('_(=)" "=('$ G#=#"

$#%"眼损害指标比较
aWf组WP@ 积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而泪河高度( @ae及

IfT检测值aWf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见表 ('
表%!两组对象各项眼损害指标比较 ##_$%

条目!! aWf组 对照组 '值 !值

WP@积分 #='(_#="% #=$)_#=$# "=#(< G#=#'

泪河高度 #--% #=($_#=#) #=(*_#=$" "=$*9 G#=#'

@ae#--% $#=()_(=#' $*=9"_'=") "=%() G#=#"

IfT# %̀ %=%'_#=)< $$=(#_"=*$ "=<'" G#=#$

%"讨论
B+@是常见的慢性眼表疾病之一& 它是由于泪液分泌质

或量异常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和眼表损害& 并引发眼部不适诸
多症状的一类疾病' 近年来& 随着电脑( 手机等电子产品的
普及& bBT已经深入我们日常生活及工作中& 与 bBT关联密
切的健康问题也逐渐突出起来& bBT可引发植物神经调节紊
乱( 出现B+@现象' 伴有B+@的bBT操作人员工作及生活中
常常表现为疲惫感( 生理功能下降( 植物神经调节紊乱( 劳
动效率明显降低' 因此& 认知及总结各种 bBT特殊行业对从
业人员健康影响& 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计划很重要'

我国的B+@研究起步较晚& 迄今为止& 国内涉及护士从
业群体B+@内容报道不多' 本调查结果表明& 三级甲等医院
aWf组B+@患病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在A@Ba问卷及眼损害相
关指标评估中& aWf组各个维度评分( A@Ba总分( WP@ 积分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而IfT及 @ae检测值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提示三级甲等医院aWf科室从业护士 B+@ 患病率高& 眼部症
状较多& 眼表损害情况较严重' 有研究指出& 炎症机制是
B+@发病关键环节& 大量炎性细胞在泪腺和眼表组织周围浸
润& 损害了泪液分泌的神经传导& 并导致泪液质量下降)9&<* '
我们认为三级甲等医院aWf护士 B+@ 患病率高( 眼表损害指
标突出的原因可能与其各类护理工作量大( bBT持续工作时
间长( 实行昼夜轮班制( 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 所护理对象
病情变化快等有关'

综上& aWf护理人员就业环境中 B+@ 现象应引起相关部
门的重视& 应加强对从业人员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的教育及
培训& 保障医护人员健康& 推动和促进危重医学事业的和谐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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