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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度近视是一种严重危害儿童视功能的眼病ꎬ因其对眼底
造成的不可逆性改变ꎮ 高度近视需要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ꎬ如不及时干预可引起近视进一步加重ꎬ甚至失明ꎮ
但近视的筛查经常遇到患儿近视度数不高ꎬ进一步检查发
现已有高度近视眼底改变ꎬ这种隐匿性的高度近视改变在
诊疗过程中极容易被忽视ꎮ 本文旨在总结近视儿童脉络
膜厚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文献ꎬ为隐匿性高度近视儿童临
床研究提供相关证据ꎮ
关键词:隐匿性ꎻ高度近视ꎻ脉络膜厚度ꎻ儿童ꎻ频域相干光
断层扫描的深度增强成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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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视力损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近视ꎬ并

且最新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０ 年底世界上受近视影响的人口可
能达到 ３３％ [１]ꎮ 目前国内外对于近视的定义并没有太大
争议ꎬ人眼在放松状态下ꎬ平行光线经眼球屈光系统后聚
焦在视网膜之前则称为近视ꎮ 关于近视的分型我国最新
近视防控指南中如下表述:(１)根据屈光成分分为屈光性
近视和轴性近视ꎮ 屈光性近视指主要由于角膜或晶状体
曲率过大或各屈光成分之间组合异常ꎬ屈光力超出正常范
围ꎬ而眼轴长度基本在正常范围ꎮ 轴性近视指由于眼轴延
长ꎬ眼轴长度超出正常范围ꎬ角膜和晶状体等眼其他屈光
成分基本在正常范围ꎮ (２)根据病程进展和病理变化分
为单纯性近视和病理性近视ꎮ (３)根据屈光度数不同将
近视分为:轻度近视 (≤ － ３. ００Ｄ)、中度近视 ( － ３. ２５ ~
－６.００Ｄ)、高度近视(≥－６.００Ｄ) [２]ꎮ 然而ꎬ在儿童近视的
筛查过程中我们却发现了一种上述分型以外的近视ꎬ这部
分患儿在临床筛查中极易被忽略ꎬ他们的近视度数不高ꎬ
但进一步检查却发现眼轴超长ꎬ角膜曲率超平ꎬ甚至已有
高度近视性眼底改变ꎮ 这种特殊的近视目前在国内外并
没有公认的定义与临床表现ꎬ但在临床上专家们已经达成
共识ꎬ称这种近视为隐匿性高度近视ꎮ 然而我们对于这种
隐匿性高度近视的认识尚不深刻ꎬ至今更无相关报道ꎮ 近
年来研究[３－４] 发现ꎬ高度近视患者大部分都会出现脉络膜
厚度变薄表现ꎬ同时脉络膜厚度变薄还会增加病理性近视
黄斑变性的发生率[５]ꎮ 考虑脉络膜厚度变化可能在高度
近视的病程中作用显著ꎬ故本文将对高度近视儿童脉络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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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变化和部分影响因素进行综述ꎬ以期为隐匿性高度近
视儿童的诊断治疗提供有力帮助ꎮ
１隐匿性高度近视的临床表现
１.１角膜曲率 　 角膜曲率超平ꎬ平均 Ｋ 值一般小于 ４０Ｄꎮ
眼角膜是一个半圆形的透明组织ꎬ光线透过角膜折射后聚
焦在眼内ꎮ 角膜曲率越大ꎬ焦点就落得越近ꎻ角膜曲率越
小ꎬ焦点就落得越远ꎮ 而隐匿性高度近视儿童的角膜曲率
比一般人要小得多ꎬ正好掩饰了过长的眼轴形成的轴性高
度近视ꎮ
１.２ 眼轴长度 　 眼轴长度超长ꎬ一般大于 ２５ｍｍꎮ 正常来
讲ꎬ眼轴每变长 １ｍｍꎬ屈光度数就会增加－２.５０ ~ －３.００Ｄ
左右ꎮ 但隐匿性高度近视儿童的屈光度数不高ꎬ多数为低
度近视或中度近视ꎬ眼轴长度却超长ꎬ超过相应年龄儿童
正常眼轴 ２ｍｍ 左右ꎬ近视屈光度数的高低与眼轴长度完
全不匹配ꎮ
１.３ 眼底或有高度近视性眼底改变 　 隐匿性高度近视同
普通高度近视一样ꎬ拉长的眼轴使得眼球壁的各层组织变
薄ꎬ组织间的连接变得疏松ꎬ从而引发一系列高度近视的
并发症ꎮ
１.４近视进展 　 近视进展较快ꎮ 普通高度近视在儿童幼
年时期就进展很快ꎬ在青春期近视发展又会出现一个高
峰ꎬ而且部分高度近视患儿即使成年其近视发展仍不停
止ꎬ称为进行性近视ꎮ 儿童隐匿性高度近视除了普通高度
近视本身发展特点外ꎬ其容易被忽视、被漏诊的特点ꎬ也使
得病程进展更快ꎮ
２隐匿性高度近视与脉络膜厚度的关系

研究发现[６]ꎬ近视眼相比较于正视眼ꎬ脉络膜厚度明
显变薄ꎮ 曾婧等[７]研究发现在 ６０ 岁以内的成年人中ꎬ影
响脉络膜厚度的主要因素是屈光度ꎬ屈光度每增加
－１.００Ｄꎬ中心凹下脉络膜厚度平均降低 ５.４μｍꎻ且距离中
心凹越远ꎬ屈光度对脉络膜厚度变化的影响越不明显ꎮ
Ｒｅａｄ 等[８]研究发现在年龄相仿的两组儿童中ꎬ近视组儿
童的脉络膜厚度变薄的程度要比非近视组儿童更显著ꎮ
田雨等[９]研究证实黄斑区的脉络膜平均厚度与屈光度数
呈负相关ꎬ尤其在高度近视组中脉络膜平均厚度变薄更加
显著ꎮ 综上ꎬ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近视度数的增加ꎬ脉络
膜厚度呈递减趋势ꎬ且在高度近视中这种关系更为显著ꎮ
隐匿性高度近视作为高度近视的一种特殊情况ꎬ与普通高
度近视不同处之一就是其屈光度数不高ꎬ所以对其进行临
床研究时ꎬ能否将脉络膜厚度与普通高度近视的关系延伸
到自身上来ꎬ尚无确切证据ꎮ
３脉络膜厚度测量

目前研究显示高度近视患者眼底最先发生变化的便
是脉络膜ꎬ因此近几年脉络膜厚度在近视发展过程中的变
化受到了更多关注[３－４ꎬ６ꎬ１０]ꎮ 脉络膜厚度是指视网膜色素
上皮层到脉络膜 / 巩膜交界处之间的厚度ꎮ 随着技术的发
展ꎬ临床上观察脉络膜的方法也在不断创新ꎮ 早期的眼部
Ｂ 超只能大致观察眼轴长度和眼球壁厚度ꎬ而吲哚菁绿血
管造影(ＩＣＧＡ)则主要反映脉络膜的血液循环情况ꎬ二者
均不能有效观察脉络膜的横断面信息[１１－１２]ꎮ 后来出现的
频域相干光断层成像技术( ＳＤ－ＯＣＴ)对于眼底结构横断
面信息的截取有所突破ꎬ已经能够获得视网膜的截面图得
到相关的横断面信息ꎬ但因其受到了光感受器细胞层和视
网膜色素上皮层散射的限制ꎬ也难以截取更深层的脉络膜
横断面图像[１３]ꎮ 近年来ꎬ频域相干光断层扫描的深度增

强成像技术(ＥＤＩ ＳＤ－ＯＣＴ)的出现终于使对脉络膜的进
一步研究成为了可能ꎬ并且随着 ＥＤＩ 分辨率的提高ꎬ不仅
可以定性地观察脉络膜的微观结构ꎬ更能定量地测量脉络
膜各层的厚度ꎮ ＥＤＩ ＳＤ－ＯＣＴ 相比于传统 ＳＤ－ＯＣＴ 而言
能够更接近受检眼让光线更集中于深层组织ꎬ并使脉络膜
层位于接近零延迟的部位ꎬ以增强图像敏感性ꎬ从而得到
脉络膜在上ꎬ视网膜在下的反向断层扫描图像[１４－１５]ꎬ然后
通过自动系统软件翻转后得到以往图像ꎬ能够更清晰地观
察脉络膜情况以及定量测量脉络膜厚度[１６]ꎮ 具体测量时
首先选取 ＥＤＩ 模式ꎬ对黄斑中心凹处进行水平扫描(１００
个扫描图叠加成像构成 １ 张 ＯＣＴ 图片)ꎬ应用仪器自带的
测量软件ꎬ手工自定义测量从视网膜色素上皮层高反射线
外部至巩膜内表面的垂直距离ꎬ测出的数值即为脉络膜厚
度[１７]ꎮ 这为高度近视儿童眼底脉络膜厚度变化的研究提
供了技术支撑ꎬ使得现在隐匿性高度近视儿童眼底脉络膜
厚度变化的研究也成为了可能ꎮ
４儿童隐匿性高度近视脉络膜厚度变化影响因素
４.１ 年龄 　 目前国内外关于年龄与高度近视儿童脉络膜
厚度变化的相关性研究不少ꎬ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ꎮ
有研究认为高度近视儿童年龄与脉络膜厚度无明显相关
性[１８]ꎬ这与 Ｚｅｎｇｉｎ 等[１９]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ꎮ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研究 ６~１８ 岁中国东部在校学生发现中心凹脉络膜
厚度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ꎬ年龄每增长 １ 岁ꎬ脉络膜厚度
平均降低 １.０~１.５μｍꎮ 而 Ｒｅａｄ 等[８]纵向研究 １０~１５ 岁儿
童 １８ｍｏ 后发现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ꎬ年龄每增长 １ 岁ꎬ脉
络膜厚度平均增长 ８μｍꎮ 现儿童眼底脉络膜厚度与年龄
的关系在国际上仍无统一说法ꎬ更无关于隐匿性高度近视
儿童脉络膜厚度与年龄的相关性报道ꎬ需要我们进一步
探究ꎮ
４.２性别　 性别不同ꎬ脉络膜厚度也有差异[２１]ꎮ 有研究称
人类雌激素受体亚型 ｍＲＮＡ 基因、性别、激素水平通过影
响脉络膜血流间接影响了脉络膜厚度[２２－２４]ꎮ 正常成年男
性黄斑中心凹脉络膜厚度比正常成年女性更厚ꎬ可能原因
也是通过激素水平影响脉络膜血流ꎬ从而间接影响脉络膜
厚度[２５]ꎬ考虑男性青春期持续时间更长ꎬ体内激素水平维
持更久ꎬ所以脉络膜厚度更厚ꎮ 这与来自日本[２６] 、以色
列[２７]的研究结果不同ꎬ这些研究发现成年人性别与脉络
膜厚度相关性并不明显ꎬ甚至女性脉络膜厚度值比男性
还要厚ꎮ 然而对于儿童来说脉络膜厚度的性别差异并
不明显[２８－３０] ꎮ Ｌｉ 等[３１]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的脉络膜厚
度随着青春期的发育而增厚ꎬ考虑脉络膜厚度可能受青
春期性激素水平影响ꎬ但该研究并没有深入分组探讨男
童女童性激素水平对脉络膜厚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
性ꎬ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性别作为一个全身因素ꎬ对脉络
膜厚度的影响如何仍没有一个定论ꎬ国内外关于性别与
隐匿性高度近视儿童脉络膜厚度变化的关系更无报道ꎬ
需要我们深入探究ꎮ
４.３脉络膜血管血流状态　 脉络膜血管十分丰富ꎬ其厚度
的改变通常也与其血管的血流状态密切相关ꎮ 有研究已
经发现高度近视患者的黄斑区脉络膜厚度变薄[３２]ꎬ而且
无论伴不伴发脉络膜新生血管(ＣＮＶ)其黄斑区脉络膜厚
度均明显变薄ꎬ但伴发 ＣＮＶ 时黄斑区脉络膜厚度变薄的
更加明显ꎮ 脉络膜厚度变薄会导致其血液循环受损ꎬ使视
网膜色素上皮、神经上皮外层营养不良[３３]ꎬ同时血液循环
受损的脉络膜毛细血管逐渐萎缩ꎬ最后产生脉络膜新生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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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ꎬ并且极易发生在黄斑部ꎬ直接损害中心视力ꎬ进一步加
重近视ꎻ而脉络膜的新生血管会使脉络膜厚度进一步变
薄[３４－３５]ꎬ形成恶性循环ꎬ难以控制ꎮ 同时ꎬ组织病理学检
查也支持上述结果ꎬ已有病理结果观察发现高度近视患者
纤维组织取代了已经闭锁消失的脉络膜大血管及毛细血
管[３６]ꎮ 据此推测黄斑区脉络膜厚度变薄可能会使脉络膜
血流变少ꎬ脉络膜缺血缺氧的刺激使得 ＶＥＧＦ 的分泌增多
最终发生 ＣＮＶꎬＣＮＶ 又使脉络膜厚度进一步变薄ꎮ 但脉
络膜血管血流状态改变与隐匿性高度近视儿童的脉络膜
厚度的相关性尚无确切证据说明ꎬ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４.４ 眼轴 　 眼轴长度与脉络膜厚度明显的相关性已经得
到国内外相关研究者的认可[３７－４０]ꎮ 苗森等[４１]的研究表明
眼轴平均每增长 １ｍｍꎬ脉络膜厚度变薄 １５.５μｍꎬ这与以往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４２－４３]ꎮ 目前对于眼轴长度与脉络膜
厚度呈负相关的结论已经受到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的认同ꎬ
但脉络膜厚度随着眼轴增长变薄的速率却各执一词ꎮ 而
且对于儿童高度近视与眼轴相关性的研究还没有大量证
据证明ꎬ同时ꎬ眼轴与隐匿性高度近视儿童脉络膜厚度的
相关性研究基本为零ꎬ因此这种眼轴与脉络膜厚度的相关
关系能否直接引用到隐匿性高度近视儿童身上来ꎬ我们仍
值得探讨ꎮ
４.５其他因素　 有研究称在中高度近视的成年患者中ꎬ脉
络膜厚度值与眼内压呈显著的负相关ꎬ即随着眼内压增高
脉络膜厚度变薄[３８]ꎬ这与之前相关研究的结果一致[４４－４５]ꎮ
江先明等[３８]、Ｕｓｕｉ 等[４６]研究表明在高度近视的成年患者
中ꎬ脉络膜厚度值与血压也呈显著的负相关ꎮ Ｐａｒｋ 等[４７]

证实足月儿视力明显优于早产儿ꎬ但深一步研究发现早产
儿的视力与脉络膜厚度并无相关性ꎮ 但考虑到这些研究
结果并没有一个大样本的支持ꎬ其真实可靠性尚存在争
议ꎬ而且目前关于眼内压、血压、是否早产等因素与隐匿性
高度近视儿童脉络膜厚度的相关性并无报道ꎬ现有的影响
成年人高度近视脉络膜厚度相关因素的证据是否与影响
隐匿性高度近视儿童脉络膜厚度相关因素具有一致性ꎬ更
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研究ꎮ 同时ꎬ我们需明白隐匿性高度
近视并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ꎬ考虑其影响因素时不能
太过片面ꎬ因为是否存在其他影响脉络膜厚度变化的因素
我们也尚不清楚ꎬ需要抱着探索的态度继续研究ꎮ
５小结和展望

隐匿性高度近视是近年新发现的一种高度近视的特
殊表现ꎬ目前国内外均没有相关研究ꎬ但是在儿童近视筛
查的过程中却极易被忽视ꎬ造成严重后果ꎬ甚至失明ꎮ 但
是目前来看ꎬ尽管隐匿性高度近视极易被忽视ꎬ却仍未受
到临床眼科医生相应的重视ꎬ希望在以后的临床工作中ꎬ
临床眼科医生能够对隐匿性高度近视有进一步的认识ꎬ以
便更好筛查与治疗儿童高度近视ꎮ 本文主要对目前高度
近视儿童脉络膜厚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ꎬ但纳
入本综述的相关影响因素对高度近视儿童脉络膜厚度的
影响也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认识ꎬ都或多或少的存有争议ꎬ
故只能作为研究隐匿性高度近视儿童脉络膜厚度及其影
响因素的部分证据ꎬ至于能否直接应用于隐匿性高度近视
的研究ꎬ更需进一步探讨ꎬ希望在以后的研究探索中我们
能够不断补充关于儿童隐匿性高度近视研究的空白ꎮ 因
为这对临床中我们筛查和治疗儿童隐匿性高度近视有着
切实指导意义ꎬ也为未来儿童隐匿性高度近视的研究提供
了一个明确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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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Ｓｈｅｔｈ Ｓꎬ Ｄａｂｉｒ Ｓꎬ Ｎａｔａｒａｊａｎ Ｓꎬ ｅｔ ａｌ.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ｔｉｎａｓ ｗｉｔｈ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ｏｖｅａｌ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Ｒｅｔｉｎａ ２０１０ꎻ３０(５):７２４－７３２
１４ Ｍａｒｕｋｏ Ｉꎬ Ｉｉｄａ Ｔꎬ Ｓｕｇａｎｏ Ｙ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ｂｆｏｖｅａｌ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ｆｅｌｌｏｗ ｅｙ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ｅｒｏｕｓ ｃｈｏｒｉｏ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Ｒｅｔｉｎａ ２０１１ꎻ
３１(８):１６０３－１６０８
１５ Ｓａｓａｈａｒａ Ｍꎬ Ｔｓｕｊｉｋａｗａ Ａꎬ Ｍｕｓａｓｈｉ Ｋꎬ ｅｔ ａｌ. Ｐｏｌｙｐｏｉｄａｌ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ｏｐａｔｈ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ｈｙｐｅ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０６ꎻ１４２(４):６０１－６０７
１６ Ｇｒｅｅｎ ＷＲꎬ Ｗｉｌｓｏｎ ＤＪ.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ｎｅ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６ꎻ９３(９):１１６９－１１７６
１７ 张翔翔ꎬ 包菁ꎬ 吕志刚ꎬ 等. 应用光学相干层析成像的增强深部
成像技术测量健康成人后极部脉络膜厚度. 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
２０２０ꎻ２０(２):９４－９７
１８ 杨倩琪ꎬ 廖妙云ꎬ 张玉明. 近视儿童中心凹下脉络膜厚度的相关
性.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１９ꎻ１９(１２):２０８０－２０８３
１９ Ｚｅｎｇｉｎ ＭＯꎬ Ｋａｒａｈａｎ Ｅꎬ Ｙｉｌｍａｚ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ｅｙ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４ ａｎｄ ２３ ｙｅａｒｓ. Ｅｙｅ(Ｌｏｎｄ) ２０１４ꎻ２８(１２):１４８２－１４８７
２０ Ｚｈａｎｇ ＪＭꎬ Ｗｕ ＪＦꎬ Ｃｈｅｎ ＪＨ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ｅｙ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５ꎻ５６(１３):７６４６－７６５２
２１ Ｌｉ ＸＱꎬ Ｌａｒｓｅｎ Ｍꎬ Ｍｕｎｃｈ ＩＣ. Ｓｕｂｆｏｖｅａｌ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ｘ ａｎｄ ａｘｉ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９３ Ｄａｎｉ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１ꎻ５２(１１):８４３８－８４４１
２２ Ｍｕｎａｕｔ Ｃꎬ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Ｖꎬ Ｎｏëｌ 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ｅｓ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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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ｐｅ ｂｅｔａ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ｔｉｎａ. Ｂｒ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０１ꎻ８５(７):８７７－８８２
２３ Ｋａｖｒｏｕｌａｋｉ Ｄꎬ Ｇｕｇｌｅｔａ Ｋꎬ Ｋｏｃｈｋｏｒｏｖ Ａ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０ꎻ８８(８):８５０－８５３
２４ Ｃｅｎｔｏｆａｎｔｉ Ｍꎬ Ｂｏｎｉｎｉ Ｓꎬ Ｍａｎｎｉ Ｇꎬ ｅｔ ａｌ. Ｄｏ ｓｅｘ ａｎｄ ｈｏｒｍ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ｒ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００ꎻ８４(７):７８６－７８７
２５ Ｗａｎｇ Ｗꎬ Ｈｅ Ｍꎬ Ｚｈｏｎｇ ＸＷ. Ｓｅｘ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ｄｕｌｔ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ｄａｔａ. Ｃｕｒｒ Ｅｙｅ Ｒｅｓ ２０１８ꎻ４３(６):７９６－８０３
２６ Ｓｈｉｍｉｚｕ Ｎꎬ Ｎｏｍｕｒａ Ｈꎬ Ａｎｄｏ Ｆ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ａｎ ａｄｕｌ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ｐｎ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０３ꎻ４７(１):６－１２
２７ Ｆｏｔｏｕｈｉ Ａꎬ Ｈａｓｈｅｍｉ Ｈꎬ Ｋｈａｂａｚｋｈｏｏｂ 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Ｄｅｚｆｕｌꎬ Ｉｒａｎ. Ｂｒ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０７ꎻ９１(３):２８７－２９２
２８ Ｂｉｄａｕｔ － Ｇａｒｎｉｅｒ Ｍꎬ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Ｃꎬ Ｐｕｙｒａｖｅａｕ 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ｕｓ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ｅｔｉｎａ ２０１４ꎻ３４(４):７６８－７７４
２９ Ｈｅｒｒｅｒａ Ｌꎬ Ｐｅｒｅｚ － Ｎａｖａｒｒｏ Ｉꎬ Ｓａｎｃｈｅｚ － Ｃａｎｏ Ａ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ｇｅꎬ ａｘｉ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ꎬ ａｍｅｔｒｏｐｉａꎬ ａｎｄ ｓｅｘ. Ｒｅｔｉｎａ ２０１５ꎻ ３５ ( １２):
２５７４－２５８３
３０ Ｓｈａｏ Ｘꎬ Ｚｏｕ Ｃꎬ Ｑｉｎ Ｂ.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ｍｅｔｒｏｐｉａ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７ꎻ１２(４):ｅ０１７４３８５
３１ Ｌｉ ＸＱꎬ Ｊｅｐｐｅｓｅｎ Ｐꎬ Ｌａｒｓｅｎ 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ｂｆｏｖｅａｌ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１３２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ｇｅｄ １ｌ ｔｏ １２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ｃｈｉｌｄ ｃｏｈｏｒｔ ２０００ ｅｙ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４ꎻ
５５(１):５５０－５５５
３２ 刘轩ꎬ 谢安明. 内皮抑素对小鼠脉络膜新生血管抑制作用的信号
通路分析.新乡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ꎻ３１(４):２６０－２６３
３３ Ｓｐａｉｄｅ ＲＦ. 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ａｔｒｏｐｈｙ.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０９ꎻ
１４７(５):８０１－８１０
３４ 邱岩ꎬ 王宗华ꎬ 张惠敏ꎬ 等. 高度近视脉络膜新生血管患者的黄
斑区脉络膜厚度分析.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１５ꎻ１５(５):９０６－９０８

３５ 王媛ꎬ 张金嵩ꎬ 李秀娟. 高度近视并发脉络膜新生血管患者黄斑
中心凹下脉络膜厚度变化. 眼科新进展 ２０１５ꎻ３５(１０):９４９－９５１
３６ Ｆｕｊｉｗａｒａ Ｔꎬ Ｉｍａｍｕｒａ Ｙꎬ Ｍａｒｇｏｌｉｓ Ｒꎬ ｅｔ 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ｄｅｐｔｈ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ｏｒｏｉｄ ｉ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ｍｙｏｐｉｃ ｅｙｅｓ.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０９ꎻ１４８(３):４４５－４５０
３７ Ａｂｄｏｌｒａｈｉｍｚａｄｅｈ Ｓꎬ Ｐａｒｉｓｉ Ｆꎬ Ｐｌａｔｅｒｏｔｉ ＡＭꎬ ｅｔ 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ｍｙｏｐｉａ. Ｃｕｒｒ Ｅｙｅ Ｒｅｓ ２０１７ꎻ
４２(１１):１４６８－１４７３
３８ 江先明ꎬ 谭倩ꎬ 王丹阳ꎬ 等. 不同程度近视患者脉络膜厚度相关
影响因素分析. 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８ꎻ３９(５):７５９－７６５
３９ 孙倩ꎬ 彭晓燕ꎬ 周跃华ꎬ 等. 近视眼脉络膜厚度与近视程度的相
关性分析. 眼科 ２０１７ꎻ２６(４):２５６－２６１
４０ Ｔｕｎｃｅｒ Ｉꎬ Ｋａｒａｈａｎ Ｅꎬ Ｚｅｎｇｉｎ ＭＯ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ｘꎬ ａｇｅꎬ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ꎬ ａｎｄ ａｘｉ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５ꎻ３５(３):４０３－４１０
４１ 苗森ꎬ 汪军ꎬ 孟忻ꎬ 等. 高度近视眼脉络膜厚度与年龄及眼轴长
度相关性研究. 中国实用眼科杂志 ２０１７ꎻ３:２７７－２８０
４２ Ｉｋｕｎｏ Ｙꎬ Ｔａｎｏ Ｙ.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ｂｉｏｍｅｔｒｙ ｉ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ｍｙｏｐｉｃ
ｅｙ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０９ꎻ５０(８):３８７６－３８８０
４３ 康峥ꎬ 杨晖. 学龄前儿童脉络膜厚度的研究. 中华眼科杂志 ２０１９ꎻ
２:１１１－１１４
４４ Ｋａｒａ Ｎꎬ Ｂａｚ Ｏꎬ Ａｌｔａｎ Ｃ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ꎬ ａｘｉ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ꎬ ａｎｄ ｏｃｕｌａｒ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Ｇｌａｕｃｏｍａ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Ｅｙｅ (Ｌｏｎｄ) ２０１３ꎻ２７(８):９４０－９４５
４５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Ｒꎬ Ｒｅａｄ ＳＡꎬ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ＭＪ.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ｘ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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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Ｕｓｕｉ Ｓꎬ Ｉｋｕｎｏ Ｙꎬ Ａｋｉｂ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ｉｒｃａｄ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ｕｂｆｏｖｅ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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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２ꎻ５３(４):２３００－２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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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２ꎻ５３(１１):７２０１－７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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