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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视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一种常见病ꎬ在我国学生近视呈
现出高发、低龄化趋势ꎮ 近视影响着人们心理的发展ꎮ 人
格作为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心理特性ꎬ与近视也存在联
系ꎮ 近视患者多以内向型人格、情绪型人格为主ꎬ但也有
研究表示近视患者尚未出现与正常人有显著差异的人格
特质ꎮ 本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从近视与人格因素的关
系、二者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对近视的人格因素研究进展进
行综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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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目前ꎬ近视与高度近视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显著增

加[１－２]ꎮ 高度近视的发展会引起严重眼部并发症[３]ꎬ同时
近视也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发展[４－６]ꎮ 然而目前的研究似
乎忽视了近视在人格发展中的作用ꎮ 为此ꎬ本研究对近视
的人格因素研究进展作一综述ꎬ为进一步了解、发现近视
患者的人格特质ꎬ以便制定符合个性特征的近视防控策
略ꎬ有针对性的开展近视防控工作ꎮ
１近视与人格的概述

近视是指眼睛在调节松弛状态下ꎬ平行光线经眼睛的
屈光系统的折射后焦点落在视网膜之前的现象ꎮ 当前有
许多研究证实了近视的危险因素ꎬ如遗传因素、近距离工
作、户外活动、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因素等[７－９]ꎮ 所谓
“人格”ꎬ是指构成一个人思想、情感、行为的特有模式[１０]ꎬ
是区别于他人的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ꎮ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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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ꎬ它其中最主要的有先天的气质
和后天形成的性格ꎮ
２近视与人格的关系

研究发现ꎬ当个体视力受损后ꎬ与正常人相比ꎬ抑郁症
患病率至少是正常人的 ２ 倍[１１]ꎮ 有研究证明了屈光不正
与人格特征具有相关性[１２－１３]ꎮ 近视作为屈光不正的一种
表现形式ꎬ其与人格特征也存在一定相关性ꎮ 社会上对于
配戴眼镜的人总是存在一种刻板印象ꎬ通常认为配戴眼镜
的人更内向、更认真、智力高、不爱户外活动ꎬ形成了一种
“近视人格”的概念ꎮ 在社会交往中ꎬ许多重要的信息是
通过视觉传递的ꎮ 一个人通过观察周围人的面部表情、身
体姿势和手势等非语言信息ꎬ可以获得关于他是如何被接
受和回应的信息ꎮ 但视力下降的人可能不太擅长处理这
些信息ꎬ作为自我保护的适应ꎬ这些人可能会采取一种策
略ꎬ久而久之ꎬ形成一种与内向或社会回避有关的行为模
式ꎮ 探究近视是否真的与人格有关ꎬ这可能会成为刻板印
象的事实基础ꎮ
２ １近视与内向型人格　 根据艾森克人格理论ꎬ内向型人
格的特点为性格内向ꎬ可能是好静、富于内省ꎬ除了亲密的
朋友之外ꎬ对一般人不善言谈ꎬ不喜欢刺激ꎬ喜欢有秩序的
生活方式ꎮ

早在 ２０ 世纪初ꎬ根据验光师和眼科医生的临床观察
发现了近视患者存在一些一致的人格特征ꎬ近视患者通常
是内向的ꎬ喜欢室内活动如阅读ꎬ避免室外的剧烈活动ꎮ
虽然ꎬ通过临床观察提出了近视人格的特征ꎬ如内向、社交
笨拙、容易害羞等ꎬ但这些经验基本上都是基于非正式的
临床观察与推测ꎮ 因此 Ｃｏｒｅｎ 等[１４] 进行了两个大样本研
究ꎬ进一步探究了视力下降与人格的关系:首先ꎬＣｏｒｅｎ 等
选取了 １０１４ 名大学生ꎬ对其进行视力筛查问卷与艾森克
人格问卷测试ꎬ根据视力筛查问卷将受试者分为正常组和
视力下降组ꎮ 结果显示视力下降组在艾森克人格问卷的
外向性方面得分明显低于正常组ꎮ 由于第一次试验选用
的艾森克人格问卷只有内－外向、神经质两个维度ꎬ后来
Ｃｏｒｅｎ 等又选取了 １１４８ 名大学生ꎬ使用大五人格量表
(ＮＥＯ)复制第一次实验ꎮ 结果显示ꎬ视力较差的个体在
外向性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正常组ꎬ与第一次试验结果相
同ꎮ 两项研究都表明视力较差的人倾向于更内向ꎮ
Ｂｅｅｄｌｅ 等[１５]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近视患者的人格和身体特
征等方面与其他人群不同ꎮ 近视眼表现出内向的人格模
式ꎬ而远视眼则保持一种描述为外向的模式ꎮ Ｌａｕｒｉｏｌａ
等[１６]运用大五人格量表对 ８８ 名 １２ ~ ３５ 岁的受试者进行
测量ꎬ结果显示屈光不正与性格外向性、开放性、责任心上
存在显著而低的相关ꎮ 在人格变量中ꎬ近视个体似乎倾向
于认真、内向ꎬ这也为近视与其他屈光类型的心理区别提
供了证据ꎮ 周艳丽等[１７] 对其学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将
回收的 ８２３ 份问卷进行统计分析ꎬ结果也发现近视对学生
的性格有影响ꎬ其中最突出的是性格变得内向ꎮ 在 Ｙｏｕｎｇ
等[１８]的研究中ꎬ选取了 ２０４ 名男性大学生分为近视组与
非近视组ꎬ对其进行爱德华个人兴趣量表施测ꎬ测试结果
显示ꎬ非近视组更明显倾向于表现和变通ꎬ近视组更明显
倾向于谦虚需要ꎮ 谦虚是一种内敛的表现形式ꎬ这其实也
从另外一个层面表示近视患者倾向于内向ꎮ
２ ２近视与情绪型人格　 根据艾森克人格理论ꎬ情绪型人

格常常焦虑、担心、有强烈的情绪反应ꎮ Łａｚａｒｃｚｙｋ 等[１９] 研
究了 １３~１７ 岁青少年近视眼与正视眼的特质焦虑水平ꎬ
结果表明ꎬ近视会影响 １３~１４ 岁青少年的特质焦虑水平ꎮ
刘晓玲等[２０]选取体检结果为近视的高中生 １４３ 名作为调
查对象(近视组)ꎬ抽取无眼部疾患且身体健康的学生 １４３
名为对照组ꎮ 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进行
调查ꎮ 结果显示近视高中生人格特征以情绪型性格(Ｎ)
居多ꎬ心理问题比正常学生要严重ꎮ 郭秀伟等[２１] 选取聊
城市城区两个高中部分学生 ６５０ 名ꎬ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
成人版和症状自评量表获得了与刘晓玲等类似的结果ꎮ
韦琬[２２]运用视力状况调查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
中国版对南京市多所小学 ６００ 位六年级的儿童进行调查ꎬ
结果也表明近视儿童的人格特质在艾森克人格问卷的 Ｎ
维度上有统计学意义ꎬ近视儿童较非近视儿童而言ꎬ情绪
稳定性差ꎮ
２ ３近视与其他人格特征 　 邓庆昌[２３] 选择 １９６ 名 ６ ~ １６
岁近视患者ꎬ结果显示近视患者偏执型性格阳性率为
５２％ꎬ其中以 ８~ １１ 岁为最高ꎮ 韩琪媛[２４] 以卡特尔 １６ 种
人格因素测定近视眼学生 ３４３ 人ꎬ结果表明近视组与对照
组人群性格结构确有一定差异ꎬ具有高敏感、低稳定、低怀
疑的特点ꎮ
３近视与人格的相互作用

Ｓｈｅｒｗｉｎ 等[２５]的研究显示患有近视的儿童有可能在
户外度过的时间比未近视儿童少ꎮ 较差的户外运动与游
戏能力会影响个体的社交活动ꎬ这种限制可能会促使近视
患者更倾向室内活动ꎬ户外活动较少[２６]ꎬ从而出现喜静、
内向的特点ꎮ 同时ꎬ这样的人格特点又可能会加重近视程
度ꎮ 大量的室内活动尤其是专注性强的室内活动导致患
者近距离工作时间长ꎬ从而加重近视[２７－２８]ꎮ 此外ꎬ视力的
下降带给患者的担忧、焦虑、急躁等情绪ꎬ从中医角度来
讲ꎬ«黄帝内经»中提到“肝开窍于目”ꎬ指出了眼睛是肝与
外界联系的窍道ꎬ«素问金匮真言论»提到:“东方青色ꎬ入
通于肝ꎬ开窍于目ꎬ藏精于肝ꎮ”因此ꎬ肝所贮藏的精微物
质ꎬ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眼ꎬ从而维持其视觉功能ꎮ 但
怒伤肝ꎬ急躁易怒会使肝火上炎灼伤目系ꎮ 怒则损伤肝
血ꎬ从而使肝血不藏、肝阴不足、目无所养而导致视力下
降[２９]ꎮ 综上ꎬ我们可以认为ꎬ特定人格特质既是近视的结
果ꎬ也是近视发展的可能因素ꎮ 最初的近视会产生特定的
人格特质ꎬ而人格特质又进一步加速近视的发展ꎬ这就形
成了一个反馈过程ꎮ

关于近视与人格之间的作用机制ꎬＰａｌｍｅｒ[３０]根据激活
理论认为视力不良的个体可能被视为具有低活动水平的
人ꎬ他们寻求减少刺激输入来维持其活动水平的激活ꎬ并
且更多地使用抑制作为防御ꎬ因此他们常形容自己安静、
不活跃ꎮ 有研究还表明低自信、无组织性的人视觉模糊容
忍度高[３１]ꎮ 而视觉模糊又与视力衰退有关[３２]ꎮ 低自信的
人群当发现自身视力模糊之后不易表现出来ꎬ从而容易引
发近视[３３]ꎮ 同时ꎬ近年来ꎬ调节能力被认为是近视发展的
可能因素之一ꎬ如睫状肌张力、视网膜离焦均属于近视的
致病机制ꎮ 眼睛的调节能力受自主神经系统支配ꎬ调节异
常与自主神经失调有关[３４]ꎮ 而 Ｓｕｇａｈａｒａ 等[３５]研究表明个
性类型也会对自主神经紊乱症状产生影响ꎮ 某种性格倾
向的近视患者因视力下降易产生精神压力ꎬ导致自主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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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失调和血管调节异常ꎬ持续的压力和皮质醇水平升高
会对眼睛和大脑产生负面影响[３６]ꎮ

许多研究已经表明一定时间的户外活动可以较好的
改善和预防近视的发展[３７－３９]ꎬＬａｕ 等[４０] 研究发现光 / 暗周
期的改变对神经发生有影响ꎬ剥夺光照会导致类似抑郁的
行为ꎮ Ｙａｕ 等[４１]发现体育锻炼可以通过脂肪细胞激素脂
联素的介导产生抗抑郁作用ꎮ 同时ꎬＹａｕ 等[４２] 还发现运
动促进海马的神经发生和树突的可塑性ꎬ而压力则正好相
反ꎬ这表明运动可能是抵消压力的机制ꎮ 因此ꎬ目前最好
的近视防控方法就是增加户外活动时间ꎮ 日光照射对近
视起着抑制作用[４３]ꎬ而且运动可以缓解近视患者的不良
情绪压力ꎮ 此外ꎬ中医肝病理论提出眼病需从肝治[４４]ꎬ在
中医理论中“肝开窍于目”ꎬ主疏泄、调畅情志ꎬ因此我们
也不能忽视肝脏对眼病的作用ꎮ
４近视与人格因素的其他研究结果

不可否认的是ꎬ经过对文献检索分析ꎬ发现近视与人
格因素的近些年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结果ꎮ Ｖａｎ 等[４５]

对 ６３３ 名 １８~８３(平均 ５３ ０４)岁的双胞胎和 ２７８ 名 １１~９０
(平均 ４９ ８４)岁的家庭成员进行了近视基因人格研究ꎮ
结果没有发现屈光不正组之间在每个个性因素的平均分
数有显著差异ꎮ 在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五个人格因
素作为预测因素的多元分析中ꎬ外向性是两个样本中近视
的唯一显著人格预测因素ꎬ但也为弱预测因子ꎮ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等[４６]对 ８２ 名年龄在 １８ 岁以上患有近视的受试者使用大
五人格量表进行测量ꎬ最终发现近视和个性之间的相关性
很低ꎮ 患有与近视相关的更严重眼部病理的受试者在神
经质方面得分较高ꎬ但没有发现任何显著关联ꎮ Ｂｕｌｌｉｍｏｒｅ
等[４７]根据验光结果将 １８９ 名验光学生分为近视组、远视
组、正视组ꎮ 在对 １８９ 名验光学生施测艾森克人格量表确
定人格差异的研究中ꎬ结果表明组别之间没有观察到任何
人格变量的显著差异ꎮ Ｊｏｂｋｅ 等[４８] 让 １５ 名患有视野缺损
的患者填写自由人格量表(ＦＰＩ－Ｒ)和国家眼科学会视觉
功能问卷(ＮＥＩ－ＶＦＱ)的修订版ꎬ研究调查患者是否因视
野缺损而表现出人格改变或生活质量下降ꎮ 与 Ｊｏｂｋｅ 等
的假设相反ꎬ患有视野缺陷的患者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人
格上的变化ꎮ Ｗａｔｔｏｎ [４９]运用 ＮＥＯ－ＦＦＩ 人格问卷对 ２５
名年龄从 １７ ~ ２３ 岁的学生进行调查ꎬ结果也表明视力与
屈光不正和人格特质之间无显著相关性ꎮ

关于近视与人格因素的研究结果的差异性ꎬ并不是说
视觉能力和心理特征是无关的ꎮ 原因可能是已有的研究
在对受试者屈光类型的分类与人格评估的方法具有差异
性ꎮ 在研究人群的选择上不统一ꎬ研究人群的性质、数量
不同ꎬ人格评估问卷的不一致也可能会影响结果ꎮ 同时还
存在一定社会因素ꎬ当近视现象还不普遍、近视率比较低
时ꎬ人们对于近视、配戴眼镜存在好奇心理ꎬ认为近视患
者、配戴眼镜的人比较独特甚至是异样ꎬ容易对他们格外的
关注ꎮ 但随着近距离工作的增加ꎬ电子设备的兴起ꎬ近视现
象越来越普遍ꎬ人们对近视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ꎮ 同时ꎬ随
着视力检查及视光训练的普及ꎬ个体在很小的年龄就可以
更快的矫正视力ꎬ因此ꎬ视力不良对人格特质的影响可能会
减少ꎬ这也使得近视患者与正常人之间人格差异减小ꎮ
５问题与展望

国内外对于近视与人格因素的关系研究在取得进展

之余ꎬ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ꎮ 目前ꎬ近视与智商的关
系已经得到证明———近视的人普遍具有高智商[５０－５１]ꎮ 而
人们对于聪慧的人的认知通常是好学的、内向的、不善与
人交往的ꎮ 根据这一论点ꎬ近视的某些人格特征是因为智
商而表现来的ꎬ还是近视患者本身存在特定人格特征ꎬ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ꎮ

我国近视患者群体基数大、治愈率低、近视防控市场
的质量参差不齐ꎬ导致青少年儿童近视是巨大的公共卫生
难题ꎮ 我们还需进一步探索近视与人格的关系ꎬ加强对近
视治疗的研究ꎬ探索个性化的治疗方式ꎬ恰当依据现有的
研究数据推进近视防控工作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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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周艳丽ꎬ 黄安培. 大学生近视的心理状况调查. 中国医药导报

２０１０ꎻ ７(１):１５７－１５７
１８ Ｙｏｕｎｇ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１９６７ꎻ
５０(７):１９６－２０３
１９ Łａｚａｒｃｚｙｋ ＪＢꎬ Ｕｒｂａｎ Ｂꎬ Ｋｏｎａｒｚｅｗｓｋａ Ｂ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ｒａｉｔ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ｂｏｙｓ ａｇｅｄ １３－１７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ｅｍｍｅｔｒｏｐｉａ.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６ꎻ１６(１):２０１
２０ 刘晓玲ꎬ 李丽娜ꎬ 苑杰. 近视高中生的人格特征及心理健康状况.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２０１２ꎻ ３０(５):３６４－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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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郭秀伟ꎬ 周丽英. 聊城市城区部分近视和正常视力高中生人格特

征及心理健康状况.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２０１５ꎻ１５(１):１３６－１３９
２２ 韦琬. 儿童近视与中医体质及人格特质的相关性研究. 南京中医

药大学 ２０１４
２３ 邓庆昌. 青少儿近视的危险因素与偏执型性格关系的分析. 中国

初级卫生保健 ２０１１ꎻ ２５(４):９９－１００
２４ 韩琪媛. 近视学生的心理特征研究. 中国健康教育 ２００４ꎻ ２０(１０):
９４７－９４８
２５ Ｓｈｅｒｗｉｎ ＪＣꎬＲｅａｃｈｅｒ ＭＨꎬＫｅｏｇｈ ＲＨ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ｏｕｔｄ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ꎻ１１９(１０):２１４１－２１５１
２６ 范奕ꎬ陈婷ꎬ彭海仁ꎬ等. 江西省青少年阳光接触性活动与近视相

关性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ꎻ３９(１２):１９０１－１９０３
２７ Ｈｕａｎｇ ＨＭꎬ Ｃｈａｎｇ Ｄ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ａｒ Ｗｏｒｋ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５ꎻ１０(１０):ｅ０１４０４１９
２８ Ｌｉ ＳＭꎬ Ｌｉ ＳＹꎬ Ｋａｎｇ ＭＴ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ａｒ Ｗｏｒｋ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ｙａｎｇ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ｙ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５ꎻ１０(８):ｅ０１３４５１４
２９ 安娜ꎬ刘成源. 试论肝窍学说对青少年近视防治的影响. 中国中医

眼科杂志 ２０１３ꎻ２３(１):５３－５５
３０ Ｐａｌｍｅｒ Ｒ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 Ｍｅｄ １９６６ꎻ２８
(４):３６４－３７４
３１ Ｗｏｏｄｓ ＲＬꎬ Ｃｏｌｖｉｎ ＣＲꎬ Ｖｅｒａ － Ｄｉａｚ ＦＡ.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ｌｕ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０ꎻ ５１
(１１):６０７７－６０８２
３２ Ｐｏｕｌｅｒｅ Ｅꎬ Ｍｏｓｃｈａｎｄｒｅａｓ Ｊꎬ Ｋｏｎｔａｄａｋｉｓ ＧＡ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ｌｕｒ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ｏｌｔ Ｃ ｃｈａｒ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ｍｅｔｒｏｐｅｓ ａｎｄ ｍｙｏｐｅｓ.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ｐｔ
２０１３ꎻ３３(２):１３０－１３７
３３ Ｄｉａｓ Ｌꎬ Ｍａｎｎｙ ＲＥꎬ Ｗｅｉｓｓｂｅｒｇ Ｅ. Ｍｙｏｐｉａꎬ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 ｕｓ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ｆ－
ｅｓｔｅｅｍ.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ｐｔ ２０１３ꎻ３３(５):５７３－５８０
３４ Ｃｈｅｎ ＪＣꎬＳｃｈｍｉｄ ＫＬ.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ｍｙｏｐ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ｐｔ ２００３ꎻ２３(５):４０１－４２２
３５ Ｓｕｇａｈａｒａ Ｋꎬ Ｈａｒａ Ｈꎬ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Ｍ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Ｏｃｕｌａｒ Ｄｒｙｎｅｓｓꎬ 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ꎬ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Ｊ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４ꎻ ５(５):２
３６ Ｓａｂｅｌ ＢＡꎬ Ｗａｎｇ Ｊꎬ Ｃáｒｄｅｎａｓ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Ｌ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ｔｈｅ ｄａｗｎ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ＰＭＡ Ｊ ２０１８ꎻ９
(２):１３３－１６０

３７ Ｌｉ ＳＭꎬ Ｌｉ Ｈꎬ Ｌｉ ＳＹꎬ ｅｔ ａｌ. Ｔｉｍｅ Ｏｕｔｄ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ｙｏｐｉ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ｖｅｒ ２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ｙａｎｇ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ｙ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５ꎻ５６(８):４７３４－４７４０
３８ Ｈｅ Ｍꎬ Ｘｉａｎｇ Ｆꎬ Ｚｅ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Ｏｕｔｄｏｏｒｓ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ＪＡＭＡ ２０１５ꎻ３１４(１１): １１４２－１１４８
３９ Ｊｉｎ ＪＸꎬ Ｈｕａ ＷＪꎬ Ｊｉａｎｇ Ｘ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ｎ ｍｙｏｐｉａ
ｏｎｓｅ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 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Ｓｕｊｉａｔｕｎ Ｅｙｅ Ｃａ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５ꎻ１５:７３
４０ Ｌａｕ ＢＷꎬ Ｒｅｎ Ｃꎬ Ｙ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ｉｋ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ｇｅｒｂｉｌ
(Ｍｅｒｉｏｎｅｓ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Ｃ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２０１１ꎻ２０(６):８７１－８８１
４１ Ｙａｕ ＳＹꎬ Ｌｉ Ａꎬ Ｈｏｏ ＲＬ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 ２０１４ꎻ １１１(４４):
１５８１０－１５８１５
４２ Ｙａｕ ＳＹꎬＬａｕ ＢＷꎬ Ｔｏｎｇ ＪＢꎬ ｅｔ ａｌ.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ｕｎｎｉｎｇ －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ｉｋ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ｒａｔｓ.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１ꎻ６(９):ｅ２４２６３
４３ ＭｃＫｎｉｇｈｔ ＣＭꎬ Ｓｈｅｒｗｉｎ ＪＣꎬ Ｙａｚａｒ Ｓꎬ ｅｔ ａｌ.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ｓ
ｉ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ｏｆ ｏｃｕｌａｒ ｓｕ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Ｒａｉｎ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４ꎻ１５８(５):
１０７９－１０８５
４４ 郑荣领. 肝主目———中医肝病理论对于眼病根本防治意义的探

讨.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２０１６ꎻ ２６(１):４１－４５
４５ Ｖａｎｄ ＢＲꎬ Ｄｉｒａｎｉ Ｍꎬ Ｃｈｅｎ ＣＹꎬ ｅｔ ａｌ.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ｍｙｏｐｉａ ( ＧＥＭ)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０８ꎻ ４９(３):８８２－８８６
４６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ＩＵꎬ Ｐéｒｅｚ ＦＢꎬ Ｕｒｒｉéｓ ＭＯ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ｒｃｈ Ｓｏｃ Ｅｓｐ Ｏｆｔ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５ꎻ ９０(８):
３６５－３７２
４７ Ｂｕｌｌｉｍｏｒｅ ＭＡꎬ Ｃｏｎｗａｙ Ｒꎬ Ｎａｋａｓｈ Ａ.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ｇｅ ｏｆ ｏｎｓｅ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ｐｔｉｃｓ
１９８９ꎻ ９(３):２８４－２８８
４８ Ｊｏｂｋｅ Ｓꎬ Ｋａｓｔｅｎ Ｅ. Ｄ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ｄｕｅ ｔｏ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ＰＩ－Ｒ ａｎｄ ＮＥＩ－ＶＱ.
Ｋｌｉｎ Ｍｏｎｂｌ Ａｕｇｅｎｈｅｉｌｋｄ ２００８ꎻ ２２５(６):５７０－５７６
４９ Ｗａｔｔｏｎ ＭＤ.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ｆｏｕｎｄｌａｎｄ ２０１３
５０ Ｖｅｒｍａ Ａꎬ Ｖｅｒｍａ Ａ. Ａ ｎｏｖｅ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５ꎻ ２０１５:２７１７４６
５１ Ｓａｗ ＳＭꎬ Ｔａｎ ＳＢꎬ Ｆｕｎｇ Ｄꎬ ｅｔ ａｌ. ＩＱ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０４ꎻ ４５(９): ２９４３－２９４８

３５１１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１９ꎬ Ｎｏ.７ Ｊｕｌ.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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