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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young children’s abnormal blinking and to guide clinical treat-
ment. Method: The study object is 183 children with the chief complaint of frequent eye-wink. In 
addition to a detailed inquiry about life habits and medical history, relevant examination of the 
eyes was taken, in order to look for the cause of the disease and give the appropriate treatment. 
Results: In the 183 cases of abnormal blinking, 131 patients were male (71.58%), 52 cases were 
female (28.42%). Among them, 56 cases watched a video terminal for a long time; 82 cases were 
rhinitis; 78 cases were ametropia; ocular surface disease was found in 112 patients; psychological 
factor was found in 40 cases and tic disorder was found in 12 cases. Conclusion: Common causes of 
children’s abnormal blinking are ocular surface diseases such as allergic conjunctivitis, chronic 
conjunctivitis, xerophthalmia and visual fatigue. Using electronic products for a long time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closely relate to children’s abnormal blinking. Multiple factors can be found 
in the same patient, treatments should be comprehensive. In addition, children’s tic disorder is 
also the cause of children’s abnormal blinking which should be pay attention to, if necessary, we 
should invite nerve physician for a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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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低龄儿童异常瞬目的相关因素，指导临床治疗。方法：对门诊以“眨眼频繁”为主诉就诊的

183例异常瞬目儿童，用自制《眨眼问卷调查表》详细询问生活习惯及病史，作眼部相关检查，寻找病

因并给予相应的治疗。结果：183例异常瞬目症儿童中，男131例(71.58%)，女52例(28.42%)；有长时

间注视视频终端者56例；合并鼻炎82例；屈光不正78例；眼表疾病112例；心理因素者40例；抽动障碍

12例。结论：儿童异常瞬目症常见病因有过敏性结膜炎、慢性结膜炎、干眼等眼表疾病及视疲劳，与长

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及心理因素关系较为密切，同一患者会有多因素存在，应进行综合治疗。另外儿童抽

动症也是要引起眼科工作者注意的病因，必要时邀请神经内科医生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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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频繁瞬目是眼科临床上较为常见的症状，由于儿童在检查时不能完全合作，尤其是低龄儿童欠

缺表达能力，常给诊断治疗带来一定的盲目性[1]。我们对近 2 年来以“频繁眨眼”为主诉的 183 例低龄

患儿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近 2 年来以“频繁眨眼”为主诉的 183 例患儿，其中男 131 例，女 52 例，年龄 2~5 岁，平

均 3.6 岁，病程 5 d~2 m，纳入标准为单眼或双眼不自主的频繁瞬目，经常每分钟多于 15 次，间歇性外

斜视或其他疾病所致的见光喜闭一只眼者不包括在本组内。初次就诊的 134 例，曾经就诊两次或以上者

49 例。 
主诉：主要是难以自控地频繁眨眼伴或者不伴揉眼。部分患者就诊前自行点用妥布霉素等多种滴眼

液，小部分患儿经家长训斥后眨眼表现加重。部分患者除有瞬目外，还伴有其他动作，如挤眉、皱额、

吸鼻、嘴角抽动、注意力分散、多动等表现。 

2.2. 方法 

通过查找文献列出频繁眨眼相关因素[2]，自制《眨眼问卷调查表》对 183 例患儿用详细询问生活习

惯及病史：包括有无喜揉眼、有无伴随面部抽动、近期有无精神刺激、有无更换监护人、有无过敏史、

每日连续看电视电脑是否超过 1 h，有无鼻炎或多动症等疾病，以及频繁瞬目的发病时间、治疗经过，家

长关注程度，患儿晨起眼角有无分泌物、平时有无畏光流泪等。眼科检查包括：视力、有无内翻倒睫、

明显突起的结石及裂隙灯角膜荧光素染色情况，如果患儿配合，同时查泪膜破裂时间，矫正视力低下者

散瞳验光。患儿有 2 项或以上异常时均分别予以统计。治疗步骤：根据检查结果对有偏食、长时间持续

看电视等不良习惯进行矫正；对有内翻倒睫或单根倒睫、突起结石、屈光不正的患儿进行对症治疗；有

炎症表现者给予抗生素眼液滴眼；如眼部检查无异常，予玻璃酸钠滴眼液点眼，嘱家长不要斥责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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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过分关注，2 周后复查。2 周复查时如果症状消除，则统计为治愈，终止治疗；如果症状仍存在，继

续上述治疗的同时，加用治疗干眼病眼液；若经过以上治疗 1 月频繁瞬目症状仍存在而眼部检查又无明

显异常者，统计为治疗无效，并请儿童神经内科专科医师会诊。 

2.3. 疗效判定 

治疗结果记录为：治愈：未用或加用眼液而治愈者；无效：经 1 月治疗仍频繁瞬目者。 

3. 结果 

3.1. 儿童频繁瞬目的病因 

183 例患儿中每日连续看电视、电脑超过 1 h 者 56 例；伴有鼻炎者 82 例。有精神刺激(如惊吓、换

新环境等)者 16 例，所有患儿既往均无多动症病史。眼部检查：慢性结膜炎、过敏性结膜炎者 108 例，

睑内翻倒睫或单根倒睫者 56 例，屈光不正者 78 例，眼部检查无明显异常者 43 例。183 例患儿虽然均行

裂隙灯检查，但仅有 28 例能配合完成泪膜破裂时间检查，其中 16 例异常，阳性率 8.74%。 

3.2. 疗效分析 

屈光不正共 78 例，占 42.62%，其中 61 例视力基本正常，验光后暂时停止使用电脑及手机，眼部使

用放松调节药物及防疲劳眼水，如施图伦眼液滴眼 3 次/天。大于 1.00 D 的近视或散光予以散瞳验光并配

镜及时矫正屈光不正，67 例患儿异常瞬目症状逐步消失，5 例有减轻表现，有效率达 92.31%。眼表疾患

共 112 例，其中包括慢性结膜炎、过敏性性结膜炎、滤泡性结膜、结膜结石、内翻倒睫等。使用针对病

因的治疗措施，解除局部刺激后，105 例异常瞬目症状基本消失，有效率达 93.75%。43 例眼部检查无异

常者及 15 例上述对症治疗 2 周无效者，与家长沟通不要斥责患儿，不要过分关注眨眼情况，并予玻璃酸

钠滴眼液点眼，2 周后复查 46 例症状不同程度好转或消失。12 例未愈患儿经儿童神经内科会诊后被诊断

为抽动症。 

4. 讨论 

瞬目是一种保护性反射活动，在正常情况下，人眼通过瞬目防止外界异物的侵袭，避免过强的光照，

瞬目是一种保护性反射活动；目前随着电脑和手机的普及发病率有逐年增高且低龄化的趋势。影响瞬目

的因素很多，全身及眼局部的多种因素都可引起频繁瞬目，报道较多的有结膜炎及其伴发的上眼睑结膜

结石和结膜滤泡、心理因素、屈光不正、长时间看电视、抽动症等[3] [4]。 
本组 183 例患儿中男 131 例(71.58%)，女 62 例(28.42%)，男女比例 2.1:1，提示儿童异常瞬目男孩多

见。 
本组患儿频繁瞬目的主要眼部原因为过敏性结膜炎、慢性结膜眼、倒睫等，其次是屈光不正、干眼、

心理因素和抽动症。眼表疾病表现单一与以往报道的常见眼表病因包括睑缘炎、沙眼、慢性结膜炎、春

季卡他性结膜炎、滤泡性结膜炎、结膜结石、睑内翻倒睫[5]相比病种单一，可能是与主诉限为“频繁眨

眼”有关。过度看电视、电脑可以引起眼干、眼疲劳等症状，但儿童表达能力不及成人，又不能配合检

查，因此，在儿童中很难采集到有关干眼症的症状及体征，本组中仅有少数患儿能配合进行泪膜破裂时

间检查，但也未能进行干眼的其他相关检查。故对眼表检查无明显异常的患儿给予抗干眼治疗，提高了

治愈率，提示干眼也可能是儿童频繁瞬目的原因之一[5]。屈光不正病例中主要是中低度的远视或混合散

光，仅有 10 例低度近视，可能与入选患儿年龄较小有关。43 例眼部检查无异常者，在询问病史时发现

家长均较敏感对于患儿眨眼非常紧张，频繁就诊，常斥责孩子命令不许眨眼，与家长沟通不要斥责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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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过分关注眨眼情况，并予玻璃酸钠滴眼液点眼，2 周后复查 29 例症状不同程度好转或消失。提示幼

儿频繁眨眼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家长的不恰当处理反而会强化这一行为[6]。 
目前逐渐引起医疗工作者及家长重视的另一原因是抽动症，该病与遗传因素、生化代谢失调或环境

因素等有关，通常在 3~15 岁发病，男性较女性多，表现为短暂、快速、突然、程度不同的不随意运动，

开始为频繁的眨眼、挤眉、吸鼻、噘嘴、张口、伸舌、点头等，随着病情进展，抽动逐渐多样化，眼科

治疗无效。对于眼部检查基本正常者，特别是伴有挤眉、皱额、吸鼻、咂嘴、注意力分散、多动、自我

控制力差等表现的，应该早期请神经内科会诊以排除可能的神经系统疾患。 
综上所述，临床对于眨眼的患儿应采取眼部治疗为主，兼顾全身及心理因素的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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