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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 ２０１７ 学年上海市宝山区不同学习阶段学生的
视力及屈光度状况ꎮ
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ꎬ在宝山区幼儿园中班至
高三共 １４ 个年级中共计 ３００２ 例ꎮ 分别通过卡方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ꎬ比较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不同性
别方面的近视不良率、屈光不正率及不同视力不良程度上
的差异ꎮ
结果:视力不良率随着学习阶段升高不断增长ꎬ从 １８ ５２％
逐渐升至 ８７ １２％ꎬ不同学习阶段视力不良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初高中男女生视力不良比例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不同程度的视力不良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１)ꎻ屈光不正类型主要为近
视ꎬ不同学习阶段近视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ꎮ
结论: 宝山区学生视力不良率较高ꎬ应重视学生眼保健
工作ꎮ
关键词:学生ꎻ视力不良ꎻ屈光不正
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１９.１.２８

引用:李强强ꎬ王悦ꎬ郑康杰ꎬ等. ２０１７ 学年上海市宝山区不同学

习阶段学生的视力及屈光不正情况.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１９ꎻ１９(１):
１２５－１２７

０引言
视力不良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的世界性问题ꎬ也已成为

我国社会性问题ꎮ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
果显示ꎬ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继续上升ꎬ并呈现低龄化倾
向ꎮ 有调查显示视力不良与青少年儿童的人群结构、学习
压力、生活习惯等方面有关ꎬ而屈光不正则是造成该人群
视力不良的首要因素之一[１]ꎮ 近年来ꎬ随着宝山区常住人
口激增ꎬ区内幼托机构及中小学校学生总数已达 １４ 万ꎬ近
视也成为本区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ꎮ 为了解本区学生
视力不良及屈光状态情况ꎬ分析影响视力不良的因素ꎬ本
研究选取宝山区不同学习阶段学生进行视力及屈光检查ꎬ
为有关部门制定本区学生防近工作提供依据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７－０９－０１ / ２０１８－０８－３１ꎬ选取
２０１７ 学年在校学生ꎬ选择双眼视力及屈光度情况为研究
对象ꎮ 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ꎬ将宝山区街镇经济水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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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２０１７ 学年宝山区不同学习阶段男女学生视力不良情况

分组 性别 例数
视力正常

例数 构成比(％)
视力不良

例数 构成比(％)
幼儿园 男 １９０ １５８ ８３.１５(１５８ / １９０) ３２ １６.８５(３２ / １９０)

女 １８８ １５０ ７９.７８(１５０ / １８８) ３８ ２０.２２(３８ / １８８)
合计 ３７８ ３０８ ８１.４８(３０８ / ３７８) ７０ １８.５２(７０ / ３７８)

小学 男 ６５０ ３４１ ５２.４６(３４１ / ６５０) ３０９ ４７.５４(３０９ / ６５０)
女 ５０９ ２４２ ４７.５４(２４２ / ５０９) ２６７ ５２.４３(２６７ / ５０９)

合计 １１５９ ５８３ ５０.３１(５８３ / １１５９) ５７６ ４９.６９(５７６ / １１５９)
初中 男 ３９５ １３４ ３３.９２(１３４ / ３９５) ２６１ ６６.０８(２６１ / ３９５)

女 ４１０ ９９ ２４.１５(９９ / ４１０) ３１１ ７５.８５(３１１ / ４１０)
合计 ８０５ ２３３ ２８.９４(２３３ / ８０５) ５７２ ７１.０６(５７２ / ８０５)

高中 男 ３０８ ５４ １７.５３(５４ / ３０８) ２５４ ８２.４７(２５４ / ３０８)
女 ３５２ ３１ ８.８１(３１ / ３５２) ３２１ ９１.１９(３２１ / ３５２)

合计 ６６０ ８５ １２.８８(８５ / ６６０) ５７５ ８７.１２(５７５ / ６６０)
　 　 　 　 　 　

合计 ３００２ １２０９ ４０.２７(１２０９ / ３００２) １７９３ ５９.７３(１７９３ / ３００２)

表 ２　 ２０１７ 学年宝山区不同学习阶段学生视力不良程度比例

分组
轻度

例数 构成比(％)
中度

例数 构成比(％)
重度

例数 构成比(％)
合计

幼儿园 ５１ ７２.８６(５１ / ７０) １４ ２０.００(１４ / ７０) ５ ７.１４(５ / ７０) ７０
小学 ３１５ ５４.６９(３１５ / ５７６) １９３ ３３.１０(１９３ / ５７６) ６８ １１.８１(６８ / ５７６) ５７６
初中 ２０１ ３５.１４(２０１ / ５７２) ２７７ ４８.４３(２７７ / ５７２) ９４ １６.４３(９４ / ５７２) ５７２
高中 １０７ １８.６１(１０７ / ５７５) ２９８ ５１.８３(２９８ / ５７５) １７０ ２９.５６(１７０ / ５７５) ５７５

　 　 　 　 　 　 　 　 　 　 　 　 　 　 　
合计 ６７４ ３７.５９(６７４ / １７９３) ７８２ ４３.６１(７８２ / １７９３) ３３７ １８.８０(３３７ / １７９３) １７９３

平分为 ２ 层ꎬ每层随机抽取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各 １ 所ꎬ共
调查 ６ 所学校ꎮ 本着知情同意原则ꎬ本调查人群共计
３００２ 例ꎬ其中幼儿园学生 ３７８ 例(１２ ５９％)ꎬ小学生 １１５９
例(３８ ６１％)ꎬ初中生 ８０５ 例 ( ２６ ８２％)ꎬ高中生 ６６０ 例
( ２１ ９９％)ꎮ 男 １５４３ 例ꎬ 占 ５１ ４０％ꎬ 女 １４５９ 例ꎬ 占
４８ ６０％ꎬ男女比例 １∶ ０ ９５ꎮ
１ ２方法
１ ２ １视力检查　 采用统一的灯箱 Ｅ 型国际标准对数视
力表于距离被检者 ５ｍ 处检查ꎮ 检查人员统一培训ꎬ要求
学生检查时不能眯眼ꎬ左右眼分别记录ꎬ诊断标准:裸眼视
力≥５ ０ 为正常ꎬ裸眼视力<５ ０ 者为视力不良ꎮ 视力 ４ ９
为轻度视力不良ꎬ４ ６ ~ ４ ８ 为中度视力不良ꎬ≤４ ５ 为重
度视力不良ꎬ凡双眼视力不平衡者ꎬ以视力不良程度高者
为准[２]ꎮ
１ ２ ２屈光不正检查　 对视力不良学生使用 ＲＭ８９００ 自
动验光仪进行屈光度检查ꎬ由专业验光医师操作仪器ꎬ每
日用模拟眼对仪器进行校准ꎮ 屈光不正类型分为近视、远
视及散光ꎬ评定标准为正视 ＋ ０ ２５ ~ － ０ ２５ＤＳꎬ 远视
≥＋０ ５０ＤＳꎬ散光≥０ ５ＤＣꎬ近视>－０ ２５ＤＳꎮ 单或双眼为
近视、远视或散光即定义该学生为屈光不正[３]ꎮ

统计学分析: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建立数据库ꎬ所有样本数据
经过逻辑核查并采用双人双录入方法排除信息偏倚ꎮ 采
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不同学习阶段视力不良
率、男女生视力不良率、屈光不正率比较采用 χ２检验ꎬ对视
力不良程度等级资料间的比较ꎬ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
验ꎬ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视力不良发生情况　 本研究样本数 ３００２ 例ꎬ其中视

力不良学生有 １７９３ 例ꎬ检出率 ５９ ７３％ꎮ 其中男 ８９２ 例ꎬ
女 ９０１ 例ꎬ比例为 １∶ １ ０１ꎮ 幼儿园至高中阶段ꎬ视力不良
检出率分别为 １８ ５２％、４９ ６９％、７１ ０６％、８７ １２％ꎬ呈现逐
步升高ꎬ见表 １ꎮ
　 　 对不同学习阶段学生视力不良情况进行卡方分析ꎬ表
明各阶段视力不良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５６４ １８３ꎬ
Ｐ<０ ０１)ꎮ 从性别上看ꎬ男生视力不良检查率 ５７ ８１％
(８９２ / １５４３)ꎬ女生 ６１ ７５％(９０１ / １４５９)ꎬ女生较高于男生ꎬ
进一步卡方分析ꎬ显示不同性别视力不良率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０ ０２８ꎬＰ<０ ０５)ꎮ 进一步对各学习阶段男女
学生视力不良率进行比较ꎬ发现男生视力不良率总体低于
女生ꎬ幼儿园及小学男女学生视力不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０ ７１２、２ ７６１ꎬＰ>０ ０５)ꎬ但初高中男女生视力不良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８ ０１７、 １１ １４７ꎬ Ｐ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ꎮ
２ ２视力不良程度分析 　 对视力不良学生按程度分类ꎬ
随着学习阶段增长ꎬ轻度视力不良比例逐步减少ꎬ幼儿
园及小学轻度视力不良学生比例较高为 ７２ ８６％ 及
５４ ６９％ꎬ初高中轻度视力不良学生比例已降至 ３５ １４％
及 １８ ６１％ꎮ 随着学习阶段增长中高度视力不良比例不
断增加ꎬ中度视力不良从幼儿园阶段的 ２０ ００％升至高
中阶 段 的 ５１ ８３％ꎬ重 度 视 力 不 良 从 幼 儿 园 阶 段 的
７ １４％升至高中阶段的 ２９ ５６％ꎮ 考虑视力不良程度为
等级资料ꎬ对不同学习阶段学生视力不良程度比例进行
Ｋｒｕｓｋａｌ － 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 验ꎬ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χ２ ＝
１９７ ２２９ꎬＰ<０ ０１)ꎬ见表 ２ꎮ
２ ３屈光类型分析　 对视力不良学生进行屈光度检查ꎬ不
同学习阶段屈光不正类型构成不同ꎬ随着学习阶段升高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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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２０１７ 学年宝山区视力不良学生屈光类型分布

分组 例数
正视

例数 构成比(％)
近视

例数 构成比(％)
远视

例数 构成比(％)
散光

例数 构成比(％)
幼儿园 ７０ １０ １４.２９(１０ / ７０) １８ ２５.７１(１８ / ７０) ３５ ５０.００(３５ / ７０) ７ １０.００(７ / ７０)
小学 ５７６ ５４ ９.３８(５４ / ５７６) ３９７ ６８.９２(３９７ / ５７６) ６５ １１.２８(６５ / ５７６) ６０ １０.４２(６０ / ５７６)
初中 ５７２ ３４ ５.９４(３４ / ５７２) ４４０ ７６.９２(４４０ / ５７２) ３０ ５.２５(３０ / ５７２) ６８ １１.８９(６８ / ５７２)
高中 ５７５ １０ １.７４(１０ / ５７５) ５０４ ８７.６５(５０４ / ５７５) ２４ ４.１７(２４ / ５７５) ３７ ６.４４(３７ / ５７５)

　 　 　 　 　 　 　 　 　 　
合计 １７９３ １０８ ６.０２(１０８ / １７９３) １３５９ ７５.７９(１３５９ / １７９３) １５４ ８.５９(１５４ / １７９３) １７２ ９.６０(１７２ / １７９３)

视比例不断升高ꎮ 幼儿园视力不良学生屈光类型远视比
例较多为 ５０.０％ꎬ小学、初中及高中视力不良学生屈光类
型主要为近视ꎬ比例分别为 ６８ ９２％、７６ ９２％及 ８７ ６５％ꎮ
对不同学习阶段视力不良学生屈光类型比例进行分析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４８ ３９８ꎬＰ<０ ０１)ꎬ见表 ３ꎮ
３讨论

随着经济发展和电子产品使用的普及ꎬ近年来视力不
良逐渐呈现低龄化普遍化的趋势[４]ꎮ 此次调查通过对宝
山区不同学习阶段学生视力不良检出情况分析ꎬ显示随着
学生学习阶段升高ꎬ视力不良率逐渐增长ꎬ小学初中阶段
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高达 ４９ ６９％、７１ ０６％ꎬ上述结果可
能与学生学业加重、户外时间短有关联ꎻ从性别上来看ꎬ不
同学习阶段男生视力不良率均低于女生ꎬ这与周薇薇[５]、
董晓鹏[６]研究类似ꎬ可能与女生偏安静ꎬ学习更为用功ꎬ学
习时间较长、户外运动较少有关ꎮ

通过对不同程度的视力不良情况分析ꎬ轻度、中度、重
度视力不良检出率比较具有差异性ꎬ说明各个学习阶段均
存在随着学习阶段升高ꎬ轻度视力不良比例逐渐减少ꎬ而
中重度视力不良比例逐渐增多ꎬ与王应[７]、张娟[８] 研究结
果类似ꎬ高中的重度视力不良学生已高达 ２９ ５７％ꎬ与身体
发育及学业负担有关ꎮ 有研究表明用眼时间过长ꎬ眼睛睫
状肌和眼外肌持续处于高度紧张状态ꎬ视力不良的发生率
也随之上升ꎬ视近时间延长过度使用屈光调节ꎬ会导致眼
轴延长ꎬ近视程度进而进展[９]ꎮ

在对视力不良学生进行屈光检查时ꎬ有 ６ ０２％的学生
屈光状态为正视ꎬ幼儿园视力不良屈光类型主要为远视ꎬ
幼儿眼部未完全发育ꎮ 屈光类型中近视比例从幼儿园阶
段的 ２５ ７１％升至高中阶段的 ８７ ６５％ꎬ显示近视依旧是屈
光不正的主要问题ꎮ

有研究表明[１０]ꎬ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对学生近视的发
生起保护作用ꎬ应有效引导学生增加户外活动时间ꎮ 近日
教育部及国家卫健委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实施方案»ꎬ拟将近视防控、总体近视率纳入政府绩效
考核指标ꎬ争取在 ２０３０ 年小学生近视率降到 ３８％以下ꎮ
目前宝山区学生视力不良状况不容客观ꎬ应引起卫生教育
部门及家长的高度重视ꎬ采取切实有效的控制措施ꎬ及时
关注低龄学生的视力状况发展ꎬ做到早发现早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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