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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不同光线下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与瞳孔
变化的临床研究

铁兴华，李长栋，孙建军，荔志云*

(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光线下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与瞳孔直径及反应速率变化的关系。方法: 选取 410 例( 820 眼) 患者及其家属

作为研究对象。以年龄不同将以上研究对象分为低年龄组( 6 ～ 40 岁) 、中年龄组( 41 ～ 60 岁) 和高年龄组( 61 岁以上) 。低年龄组研究对象

145 例( 290 眼) ，男性 85 例( 170 眼) ，女性 70 例( 140 眼) ，平均年龄( 22． 56±11． 23 ) 岁; 中年龄组研究对象 150 例( 300 眼) ，男性 80 例( 160

眼) ，女性 70 例( 140 眼) ，平均年龄( 44． 73±5． 36) 岁; 高年龄组研究对象 115 例( 230 眼) ，男性 54 例( 108 眼) ，女性 56 例( 112 眼) ，平均年龄

( 64． 36±4． 56) 岁。结果: 同一光线下，研究对象的男、女性别之间瞳孔直径，反应速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 同一光线下，3 组研究对

象两两比较，发现随着年龄增高，瞳孔直径，反应速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 随着光线的增强，瞳孔直径，反应速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结论: 不同光线下瞳孔直径及反应速率变化与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相关，密切观察瞳孔及反应速率变化对临床医生观察就诊者病情及

转归具有指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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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age，sex and pupil change in different lights for the study subjects
TIE Xinghua，LIChangdong，SUNJianjun，LI Zhiyun*

( General Hospital of Lanzhou Military Command of PLA，Lanzhou Gansu 73005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relationships among age，gender and changes of the pupil diameter and response rate in

different lights． Methods: 410 cases ( 820 eyes)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and divided into low age
group ( 6－40 years old) ，the middle age group ( 41－60 years old，) ，and high age group ( over 61 years old) ． The low age group com-
prised 145 people( 290 eyes) ，including male of 85 people ( 170 eyes) and female of 70 people ( 140 eyes) ，the average age 22． 56±
11． 23 years old; the middle age group included 150 people( 300 eyes) ，including male of 80 people ( 160 eyes) and female of 70 peo-
ple ( 140 eyes) ，the average age 44． 73±5． 36 years old; and the high age group had 115 people( 230 eyes) ，including male of 56 peo-
ple ( 112 eyes) and female of 54 people( 108 eyes) ，the average age 64． 36±4． 56 years old． Ｒesults: Under the same light，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thepupil diameter and response rate among the female and the male ( P＞0． 05) ; however，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each two groups s ( P＜0． 05) ． Moreover，with the enhancement of light，the differences of the pupil di-
ameter and response rat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0． 05 ) ． Conclusions: Under different lights，the pupil diameter and re-
sponse rate change with age and sex． Therefore，it has a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lose observation of pupil diameter and response
rate changes by the clinicians to observe the patients＇ conditions and prognosis．
【Key words】Different light; Pupil diameter; Ｒesponse rate

瞳孔直径变化是眼的一种重要生理适应功能。
瞳孔直径变化主要由瞳孔括约肌与瞳孔开大肌控

制，它们分别接受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的支配，在

它们的相互作用下，共同调节不同光照环境下进入

眼内的光线量。瞳孔对光反射具有无适应性和不受

意识控制的特点，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出大脑及相

关疾病的变化情况［1－3］。视网膜中的感光细胞主要

有两种，其中感受弱光的视杆细胞形成视物的大致

轮廓; 感受强光的视锥细胞被刺激形成颜色觉，含有

对红、绿、蓝三种光敏感的视色素。及时发现瞳孔直

径及反应速率的变化对临床医务工作者来说是一项

基本而重要的工作。本次研究主要讨论在不同光线

下瞳孔直径大小及反应速率与年龄、性别的关系，对

临床医生观察就诊者病情及转归具有指导性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2 月至 2015 年 12 月

在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就诊的患者及其家属 41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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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 眼) ，以年龄分为低年龄组( 6 ～ 40 岁) 、中年龄

组( 41 ～ 60 岁) 和高年龄组( 61 岁以上) 。低年龄组

研究对象 145 例 ( 290 眼) ，男性 85 例 ( 170 眼) ，女

性 70 例( 140 眼) ，平均年龄( 22． 56±11． 23) 岁; 中年

龄组 研 究 对 象 150 例 ( 300 眼 ) ，男 性 80 例 ( 160
眼) ，女性 70 例 ( 140 眼) ，平均年龄 ( 44． 73±5． 36 )

岁; 高年龄组研究对象 115 例 ( 230 眼) ，男性 54 例

( 108 眼) ，女性 56 例 ( 112 眼) ，平均年龄 ( 64． 36 ±
4． 56) 岁。
1． 2 纳入标准 ①观察对象依从性好，无其他眼部

疾病及不适，且眼部检查未见任何明显异常，双侧瞳

孔对光反射正常; ②全身状态良好，既往无眼部疾

病、神经系统疾病，头颅 ( CT) 或颅脑磁共振成像

( MＲI) 检查无颅内肿瘤、颅内高压及颅脑外伤史等

颅脑疾病; ③1 月内无任何眼部用药史; ④年龄 0 ～
80 岁，性别不限;⑤均为就诊的汉族同胞; ⑥无影响

瞳孔变化的疾病如糖尿病等; ⑦双眼裸眼或矫正视

力≥1． 0，近视、远视或老花绝对值均≤1． 00 D; 色觉

检查正常。
1． 3 排除标准 ①多器官功能衰竭( MOF) 或恶性

体质;②眼部有疾病或外伤史;③在观测过程中出现

烦躁不安，不能按时测量瞳孔直径及反应速率;④近

1 个月内使用对瞳孔直径变化具有影响的药物; ⑤
未完成全部时间段测量瞳孔的观察者。
1． 4 试验方法的建立

1． 4． 1 观察方法 观察者均记录在同一时间段 8、
10、12、15、18、20、22 时的瞳孔直径及反应速率的数

值。
1． 4． 2 实验操作 本研究中采用便携式瞳孔测量

仪，分别测量观察者左右眼瞳孔直径( mm) 及反应速

率( mm/s) 。采用独立测量模式，先右眼后左眼，分

别测量不同年龄、性别观察者右眼和左眼瞳孔直径

及反应速率; 若从室内到户外，则进入户外 5 ～ 10
min 后测量，若从户外至室内，则进入室内 5 ～ 10
min 后测量; 检查时拉开上眼皮露出完整的瞳孔，将

仪器采集区前端完全贴于眼睛上部，并将眼睛置于

测量窗口的中心位置，眼球顶面与仪器采集窗前端

平面相齐平时，结果趋近于准确值，误差小; 在上述

时间段下分别测得光线为 150 ～ 300 lux、300 ～ 750
lux、750 ～ 1500 lux、400 ～ 850 lux、450 ～ 900 lux、75 ～
150 lux、30 ～ 75 lux，分为暗视( 20 lux 以下) 、低光照

度( 30 ～ 300lux) 、中光照度( 300 ～ 750 lux) 、高光照

度( 750 ～ 10 000 lux) 。
1． 4． 3 实验设备 瞳孔测试仪器为荔志云及陕西

公共智能科技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一款微型便

携式电子瞳孔直径及对光反应测量仪; 照度计为深

圳市欣宝瑞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1． 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资料使用 SPSS 19． 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用均数±标准差 ( 珋x±s) 表

示。统计方法采用方差分析，以 α = 0． 05 的检验水

准，若 P＜0． 05，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各年龄组研究对象的瞳孔直径及变化速率与

性别间比较 同一光线下各组研究对象的瞳孔直

径、反应速率与性别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 ，

见表 1。
2． 2 3 组研究对象的瞳孔直径及变化速率间比较

同一光线下，随着年龄的增长，瞳孔直径逐渐缩小

( P＜0． 05) ，反应速率逐渐延长( P＜0． 05) ，见表 1。

表 1 不同光线下各组研究对象瞳孔直径、变化速率与性别、年龄间比较( 珋x±s)

分组( n)
暗视

a b
低光照度

a b
中光照度

a b
高光照度

a b
低年龄组( 81)

男性 5． 98±1． 25 1． 38±0． 21 4． 21±0． 23 1． 96±0． 15 3． 89±0． 39 1． 28±0． 21 3． 31±0． 21 1． 54±0． 25*

女性 5． 62±1． 22 1． 49±0． 18 3． 99±0． 44 1． 79±0． 15 3． 78±0． 48 1． 41±0． 41 3． 21±0． 43 1． 74±0． 15
中年龄组( 70)

男性 5． 85±1． 30 1． 69±0． 35 4． 39±0． 40 1． 91±0． 25 3． 65±0． 79 1． 68±0． 18 3． 01±0． 63 1． 85±0． 08*

女性 5． 32±1． 33 1． 42±0． 37 4． 05±0． 35 2． 06±0． 20 3． 48±0． 37 1． 64±0． 21 3． 11±0． 33 1． 96±0． 15
高年龄组( 70)

男性 5． 05±1． 21 1． 94±0． 29 3． 89±0． 26 2． 29±0． 23 3． 01±0． 29 2． 01±0． 12 2． 89±0． 75 2． 06±0． 24*

女性 5． 12±1． 32 1． 91±0． 33 4． 02±0． 31 2． 23±0． 38 3． 28±0． 49 1． 99±0． 21 2． 99±0． 52 1． 97±0． 37

注: a 瞳孔直径( mm) ; b 反应速率( mm/s) * P＜0． 05。

3 讨论

瞳孔直径变化在基础神经科学和临床研究当中

都是很重要的观测指标。由于瞳孔变化具有无适应

性、不受意识控制的特点，故能准确地反映大脑的精

神活动等，利用瞳孔的变化特征来研究大脑及有关

疾病具有很多优势。正常人双侧瞳孔大小一般对

称，若相差不到 1mm 属于生理现象。瞳孔变化由瞳

( 下转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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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发生。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龄组患者保护性约束的使

用率为 86． 5%，其并发症的发生率也较高。提示高

龄精神病患者保护性约束的护理方法缺乏规范标准

是引起不良事件发生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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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括约肌和瞳孔开大肌控制，分别由副交感神经及

交感神经支配，它们相互协调、制约，共同控制着瞳

孔的形态变化。
3． 1 光线强度 Bradshaw［4］研究表明，光线强度对

瞳孔直径及反应速率有一定影响，弱光引发弱的瞳

孔收缩; 强光引发强的瞳孔收缩。程志兴等［5］研究

发现，在不同光照条件下正常人的瞳孔直径变化不

同: 在暗视、低光照度和高光照度下测量所得的瞳孔

直径逐渐减小分别为 6． 14、4． 90、3． 81 mm。
3． 2 男女性别 练萍等［6］通过用白光刺激正常人

的瞳孔，发现正常人瞳孔直径变化与性别无关。Fan
等［7］对 6 ～ 16 岁的 44 位健康孩子( 女性 23 例、男

性 21 例) 进行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现双

侧瞳孔收缩的不对称。本次观察结果显示，3 组研

究对象的瞳孔直径及反应速率与性别无统计学意

义，这与国内外大量研究结果相符合。故在临床诊

治疾病过程中，以瞳孔变化作为判断标准时，性别不

是其决定的条件之一。
3． 3 年龄 Bitsios 等［8］研究发现由于蓝斑细胞数

目随着年龄增大逐渐减少、自主神经功能逐渐下降，

瞳孔直径逐渐变小，反应速率逐渐变大。Piha 和

Halonen［9，10］通过对年龄在 32 ～ 60 岁的 81 例健康

受检者瞳孔变化及反应速率进行观测发现: 正常人

的瞳孔直径变化、反应速度与年龄成反比。练萍［6］

等以白光作为刺激光对 100 例正常人( 12 ～ 66 岁) ，

分为 5 组( 10 岁为 1 个年龄段) ，进行瞳孔对光反

射检测，发现瞳孔面积、反应幅度、最大速度随年龄

增大而减小，反应潜伏期随年龄增大而延长。本次

观察结果显示，同一光线下各组研究对象随着年龄

的增长，瞳孔直径逐渐缩小，反应速率逐渐延长。
综上所述，观察瞳孔直径及反应速率变化与年

龄、性别具有相关性: 同一光线下，随着年龄的增长，

瞳孔直径逐渐缩小，反应速率逐渐延长; 随着光线强

度的增强，瞳孔逐渐缩小。因此，在临床诊治患者，

特别是危重症患者时应密切观察其瞳孔直径与反应

速率的变化，对其病情变化具有较大的意义。虽然

目前临床中瞳孔测量仪种类很多，但各有利弊，在临

床中未广泛应用。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种效

果确切、经济实用、监测全面的瞳孔直径变化及反应

速率的监测仪将进入临床，为临床工作者及时发现

患者的病情变化及处理提供更安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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