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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analyze the vision distribution and its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two teenager aviation schools in Western
China.
誗METHODS: The study wa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A
total of 233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wo
teenager aviation schools in Western China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of 2017, which were all qualified through
the standard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by Air Force.
Distance visual acuity of students was checked and
questionnaires abou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sion were
filled voluntarily. Mann -Whitney U rank - sum test and
chi- square test were applied for single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ple 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for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vision difference.

誗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with less than
0郾 8 eyesight in school B of Grade 2 and Grade 3 were
18郾 6% and 45. 9%,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2. 6% and 20% of school A. The well - vision
distribution in school B of Grade 2 and Grade 3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school A ( P < 0. 05 ) .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school reading and writing time in
school B of Grade 2 (360min, average: 180-535min) and
Grade 3 (470min, average: 440 - 500min)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school A (Greade 2: 200min, average: 180-
315min; Grade 3: 440min, average: 400 - 480min; P <
0郾 05); and outdoor activity time of the two grades
(Grade 2: 420min, average: 325 - 516min and Grade 3:
378min, average: 265 - 515min)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school A (Grade 2: 510min, average: 439 - 681min and
Grade 3: 440min, average: 370 - 601min; P< 0. 05), and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whose mother had a senior
high school degree or above in school B was lower than
that of school A ( P = 0. 032 ) . Multiple 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reading and writing time
was a risk factor for vision loss(OR = 1. 109, P = 0. 010)
and outdoor activity time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OR =
0郾 986, P = 0. 001 ) . Mothers蒺 education background,
father蒺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parents蒺 myopia,
primary school enrollment age, class time and electronic
product using time were no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vision.
誗CONCLUSION: More reading and writing time and less
outdoor activity time are the main factors for loss of
vision, the key point of school myopia prevention needs
to coordinate the time between reading, writing and
outdoor activity.
誗KEYWORDS:distance visual acuity; myopia; outdoor
activity; near work; teenager aviatio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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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西部某省两所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学生远视
力异常分布差异,分析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于 2017-11 / 12 整群抽取西
部地区某省 A、B 两所青少年航空学校高二、高三年级学
生 233 例,均为男性,年龄 15 ~ 19 岁。 采用 8 方向开口
Landolt 环形视标视力表检测学生远视力,并通过问卷形
式调查影响视力变化的可能因素。 分析两所学校学生视
力分布情况及视力的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B 校高二、高三年级远视力低于 0. 8 学生比例
(18郾 6% 、45. 9% )显著高于 A 校(2. 6% 、20. 0% ),B 校高

1641

Int Eye Sci, Vol. 18, No. 8 Aug. 2018 摇 摇 http: / / ies. ijo. cn
Tel:029鄄82245172摇 85263940 摇 Email:IJO. 2000@163. com



二、高三年级学生远视力整体低于 A 校,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 05)。 B 校高二和高三年级学生平均上学日
读写时间分别为 360(180,535)、470(440,500)min,显著
高于 A 校的 200(180,315)、440(400,480)min,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 05)。 B 校高二、高三年级学生每周户
外活动时间分别为 420(325,516)、378(265,515)min,明
显少于 A 校的 510(439,681)、440(370,601)min,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 05)。 B 校学生母亲学历初中以上
比例显著低于 A 校(P = 0. 03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显示,每日读写时间是视力下降的危险性因素(OR =
1. 109,P=0. 010),每周户外运动时间是视力的保护因素
(OR=0. 986,P= 0. 001);母亲学历、父亲学历、父母至少
一方近视、小学入学年龄、每日上课时间及每周电子产品
使用时间不是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结论:较多的读写时间及较少的户外活动时间是导致视
力下降的主要因素,学校近视防控重点在于协调分配读
写时间和户外活动时间。
关键词:远视力;近视;户外活动;近距离用眼;青少年航
空学校
DOI:10. 3980 / j. issn. 1672-5123. 2018. 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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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视是当今世界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以青少

年最为高发,主要症状为视力下降[1-3]。 空军青少年航空
学校从初中生中选拔身心合格的飞行人员,入校时视力
及屈光度均处于正视范围,但由于高中学习任务繁重,部
分学生发生视力下降。 调查显示,不同学校近视发病率
有所差异,但具体原因尚未有研究[4]。 本文旨在调查西
部同省两所位置相近的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学生视力分
布差异,分析影响其视力下降的相关危险因素,为制订有
效的近视防控措施,减少因近视导致的优质生源被淘汰
情况,维护未来空军精英飞行员的成长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郾 1 对象摇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于 2017-11 / 12 整群抽
取西部地区某省 A、B 两所青少年航空学校 2016 级(高
二年级)、2015 级(高三年级)学生 233 例,均为男性,年
龄 15 ~ 19 岁,其中 A 校高二年级学生 38 例,高三年级学
生 35 例;B 校高二年级学生 86 例,高三年级学生 74 例。
入学前均通过《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招生体格检查标准
(试行)》的身体检测。 本研究获得参检学生口头和书面
知情同意,经空军总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遵守《赫尔
辛基宣言》。
1郾 2 方法
1郾 2郾 1 远视力检测摇 采用空军统一监制的 8 方向开口的
Landolt 环形视标视力表进行远视力检测。 检测时,受检
者站立于距视力表 5m 处,先检测右眼,记录全部认出的
一行视力值,再以同样的方法检测左眼。 将远视力较差
眼的视力纳入统计分析,最终 A 校纳入高二年级学生 38
例 38 眼,高三年级学生 35 例 35 眼;B 校纳入高二年级学
生 86 例 86 眼,高三年级学生 74 例 74 眼。 体检人员均为
眼科专业医师,均经过严格培训以确保检测质量。

表 1摇 两校学生远视力情况 Md(P25,P75)

学校 眼数
高二

眼数 视力

高三

眼数 视力

A 校 73 38 1郾 2(1郾 0,1郾 2) 35 1郾 0(0郾 8,1郾 2)
B 校 160 86 1郾 0(0郾 8,1郾 2) 74 0郾 85(0郾 5,1郾 0)

表 2摇 两校学生远视力分布情况 眼(% )

学校 眼数
高二

视力<0郾 8 视力逸0郾 8
高三

视力<0郾 8 视力逸0郾 8
A 校 73 1(2郾 6) 37(97郾 4) 7(20郾 0) 28(80郾 0)
B 校 160 16(18郾 6) 70(81郾 4) 34(45郾 9) 40(54郾 1)

图 1摇 两校学生上学日读写时间比较摇 aP<0郾 05 vs A 校。

1郾 2郾 2 问卷调查摇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
受检者自愿填写。 调查内容包括父母学历、父母近视情
况、上学日读写时间、每周户外活动时间、用眼习惯、每周
使用电子产品时间等。 要求现场填写,及时回收。
1郾 2郾 3 混杂因素控制摇 本研究选取的两所空军青少年航
空学校均为全省招生,高一入校前均按照《空军招收青少
年航空学校学生体格检查标准》进行了体格检查,入校后
执行相同的半军事化管理,统一饮食管理,教室和宿舍统
一光照强度,且气象部门数据显示两所学校全年光照时
间基本相同。

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 24郾 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两校学生整体远视力、上学日读写时间、户外运动
时间采用Md(P25,P75)表示,采用 Mann-Whitney U 秩和
检验进行比较。 计数资料采用 n(% )表示,采用 字2检验
和 Fisher 精确概率法进行比较。 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 P<0郾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郾 1 两校学生远视力分布情况 摇 B 校高二、高三年级学
生远视力整体低于 A 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 = 1181、
956,P=0郾 009、0郾 025,表 1)。 B 校高二、高三年级远视力
低于 0郾 8 的学生比例显著高于 A 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郾 021;字2 =6郾 817,P=0郾 009,表 2)。
2郾 2 两校学生上学日读写时间比较 摇 B 校高二、高三年
级学生平均上学日读写时间分别为 360(180,535)、470
(440,500) min,显著高于 A 校的 200 (180,315)、440
(400,480)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 997郾 0,P = 0郾 005;
U=525郾 5,P=0郾 013),见图 1。
2郾 3 两校学生每周户外活动时间比较 摇 B 校高二、高三
年级学生每周户外活动时间分别为 420 (325,516)、
378(265,515)min,明显少于 A 校的 510(439,681)、440
(370,601)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 885郾 0,P = 0郾 001;
U=506郾 0,P=0郾 008),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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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两校学生每周户外活动时间比较摇 A:高二年级;B:高三年级。 aP<0郾 05 vs A 校。

表 3摇 两校学生视力相关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例(% )
影响因素 A 校 B 校 字2 P
母亲初中以上学历 38(54郾 3) 50(38郾 5) 4郾 624 0郾 032
父亲初中以上学历 33(47郾 1) 73(56郾 2) 1郾 483 0郾 223
读写灯光是否昏暗 0 1(0郾 8) - 1郾 000
读写距离是否少于 30cm 6(8郾 6) 19(14郾 6) 1郾 520 0郾 218
是否偏食 40(57郾 1) 68(52郾 3) 0郾 428 0郾 513
饮食习惯是否合理 55(78郾 6) 100(76郾 9) 0郾 071 0郾 790

注:-:表示采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

表 4摇 两校学生视力相关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B SE walds OR 95% CI P
母亲初中以上学历 0郾 895 0郾 955 0郾 878 2郾 448 0郾 376 ~ 15郾 924 0郾 349
父亲初中以上学历 -0郾 185 0郾 725 0郾 065 0郾 831 0郾 201 ~ 3郾 443 0郾 799
父母至少一方近视 -0郾 067 0郾 841 0郾 006 0郾 935 0郾 180 ~ 4郾 862 0郾 180
小学入学年龄 -0郾 874 0郾 490 3郾 181 0郾 417 0郾 160 ~ 1郾 090 0郾 074
每日上课时间 1郾 480 1郾 484 0郾 995 4郾 394 0郾 240 ~ 80郾 599 0郾 319
每日读写时间 0郾 019 0郾 006 10郾 319 1郾 019 1郾 007 ~ 1郾 030 0郾 010
每周户外活动时间 -0郾 014 0郾 004 13郾 099 0郾 986 0郾 978 ~ 0郾 993 0郾 001
每周电子产品使用时间 0郾 003 0郾 004 0郾 440 1郾 003 0郾 994 ~ 1郾 012 0郾 507

2郾 4 两校学生视力的影响因素分析摇 本研究共收集有效
问卷 200 份,其中 A 校 70 份,B 校 130 份。 单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B 校学生母亲学历初中以上学生比例显著低于 A
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郾 05);两所学校学生父亲学
历、读写灯光、读写距离、有无偏食、饮食习惯(荤素搭配)
均无明显差异,见表 3。 将单因素分析有显著意义及临床
认为可能影响视力的相关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每日读写时间与每周户外活动时间是视力
的影响因素,其中每日读写时间是视力下降的危险性因素
(OR>1,P<0郾 05),每周户外活动时间是视力的保护性因
素(OR<1,P<0郾 05);母亲学历、父亲学历、父母至少一方
近视、小学入学年龄、每日上课时间及每周电子产品使用
时间对视力变化影响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4。
3 讨论

远视力是我军招飞眼科鉴定的一项重要指标,直接反
映近视发生发展情况,也是历年招飞体检中淘汰率最高的
项目[5-6]。 随着近距离用眼增多及高中学习压力的增加,
我国青少年整体视力下降。 研究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患
病率高达 70% ~ 81% ,且近视发病呈年龄提前、发生率逐
年增高等趋势,形势严峻[7-8]。 空军成立青少年航空学校

以期提前培养飞行人员,锁定飞行精英,学生在入学时视
力和屈光均处于正视,但随着学习压力的增加及一些不良

用眼习惯的养成,每年仍有部分学生由于视力原因而被淘
汰,其中不乏体质优越、成绩突出者[4,9]。 不科学用眼导致
淘汰给空军战斗力造成了重大损失。

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要求高一年级学生入校时裸眼
远视力 1郾 0 以上,屈光度不低于-0郾 25D。 空军招收飞行
学生体检检查标准为裸眼远视力 0郾 8 以上,屈光度不低于
-0郾 50D。 近视控制是提高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培养成长
率最关键的环节。 本研究主要探究导致西部某省两所空
军青少年学校学生远视力下降的相关因素及发生病因,以
制定针对性的近视防控措施。 研究对象均来自西部同省,
较好地均衡了饮食营养、气候光照等因素,但两校学生近
视情况呈现出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A、B 两校学生
在视力分布方面存在差异,B 校高二、高三年级学生视力
整体水平低于 A 校,且 B 校高二、高三年级视力低于 0郾 8
学 生 比 例 ( 18郾 6% 、 45郾 9% ) 显 著 高 于 A 校 ( 2郾 6% 、
20郾 0% )。 虽然可能存在假性近视对视力的影响,但如果
不能有效控制影响视力的危险因素,将造成近视发病率的

大幅度增加[10]。
本研究发现,B 校高二、高三年级学生上学日读写时

间明显高于 A 校,每周户外活动时间少于 A 校,且 B 校母
亲初中以上学历学生比例显著低于 A 校,将上述影响因
素及临床认为可能影响视力的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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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显示,每日读写时间是视力下降的危险因素,每周
户外活动时间为保护性因素,表明视力下降与较多的读写
时间及较少的户外活动时间密切相关,这与以往多数研究
结果一致[11-15]。 过多的读写时间意味着近距离用眼的加
剧。 人眼在视近时需要动用晶状体的调节,使外界物体在
人眼中成像的位置由视网膜后移至视网膜上以保证视物
清晰。 但随着注视目标的移近,晶状体调节的准确性往往
会产生偏差,即产生调节超前和调节滞后,后者较为常见,
其对近视的发生发展有更大的影响。 读写时间过长就会
引起调节滞后的增大[16],形成远视性离焦,进而引起眼轴
增加,导致近视的发生发展[17]。 Ip 等[11] 研究发现,持续
阅读时间超过 30min 的儿童近视发病率明显增加。 Saw
等[12]研究也提示,每日阅读时间多于 2h 或者每周阅读多
于 2 本书的学生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更大。 以上结果均表
明读写时间、近距离工作时间过多是导致青少年近视、视
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户外运动目前已被广泛证实对近视
有防控作用[14-15,18-19]。 1993 年,Parssinen 等[20] 在芬兰的
学校进行了一项为期 3a 的随访研究,发现近视进展快的
学生平均每日户外活动时间(1郾 1h)比近视进展慢的学生
(3郾 2h)少。 2007 年,Jones 等[15] 研究发现,户外活动可以
降低近视的发生率,当户外活动时间从每周 5h 增加到
14h 或更多时,近视的发生率就会降低 1 / 3,对于父母近视
的学生同样可以降低近视发生率。 一项 Meta 分析结果显
示,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可以降低近视发生率,户外活动时
间每天增加 1h,近视发生率降低 2% [21]。 以上研究涉及
横断面研究、纵向调查、系统评价分析,研究对象涉及不同
人种、不同国家地区及不同成长阶段,均表明增加户外活
动时间可对近视的发生发展起到保护作用。 但其作用机
制目前尚不十分明确,可能与较强的光照强度及视网膜局
部多巴胺的释放增多有关[18,22-23]。

高中生学习任务重,学习压力大,面对提高文化成绩
与近视防控的双重矛盾。 为提高文化成绩,读写时间不宜
过多减少,主要在于提高学习效率及养成良好的用眼习
惯,使近距离用眼的调节紧张得到适当放松。 此外,近视
防控的重点应放在增加户外活动时间上。 住校干部、班主
任及任课老师首先应帮助学生提高对近视防控的认识及
相关措施的科学理解;其次在课间应鼓励学生进行户外活
动,认真落实课间操及室外活动课,早、晚自习前根据各校
情况适当增加户外活动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户外活动不
单纯拘泥于运动,阳光下的任何户外行为均可起到作用,
应确保每天 2h 的有效户外活动时间[24]。

本研究通过比较西部两所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学生
的视力分布情况及分析影响视力下降的相关因素发现,在
高考成绩和近视防控同样重要的前提下,两所学校的近视
防控策略需重点放在协调分配读写时间和户外活动时间
上,确保每天 2h 户外活动时间。 在后期的研究中,我们将
眼轴、屈光等指标纳入随访范围,以期为空军青少年航空
学校学生的近视防控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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