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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成都市新都区小学生近视现状ꎬ分析本地区小
学生近视的流行病学特点及相关影响因素ꎮ
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ꎬ抽取成都市新
都区 ４ 所小学的一年级到六年级学生ꎬ每个年级 ３ 个班ꎬ
分别进行眼科检查和问卷调查ꎬ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ꎮ
结果:共有 ３３２４ 名学生参与本次调查ꎬ近视的学生 １１２４
人ꎬ近视率 ３３.８１％ꎮ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年级、吃水
果蔬菜和喝牛奶频次、父母监督和提醒学生用眼习惯频
次、在家看书写字光线情况、每天连续家庭作业及看书时
间、睡眠时间、每天课外活动时间、课间休息时去户外活动
或做眼保健操频次、躺着看书或在晃动的车内看书频次、
看书写字姿势以及父母双方患有近视情况的学生近视患
病情况存在不同(Ｐ<０.０５)ꎮ 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年级、
性别、父母监督和提醒用眼习惯、在家看书写字的光线、每
天连续家庭作业及看书时间、每天课外活动时间、躺着看书
或在晃动的车内看书、看书写字姿势是否正确、父母近视情
况均为近视的独立影响因素ꎬ其中父母监督和提醒用眼习
惯为影响近视的保护因素ꎬ其余各指标均为危险因素ꎮ
结论:青少年近视与环境、遗传等多种因素有关ꎬ应尽早采
取相应措施ꎬ延缓其发生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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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婴幼儿时期ꎬ人眼的屈光状态为远视ꎬ而后随着年龄

的增长ꎬ眼球不断发育ꎬ眼轴逐渐延长ꎬ由远视向正视方向
进展ꎮ 近视ꎬ为打破“正视化”过程的一种异常状态ꎮ 近
视具体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ꎬ经国内外大量研究ꎬ
人们普遍接受近视是遗传因素及环境因素等多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ꎮ 其中ꎬ高度近视与父母近视情况及基因突变
等关系更为密切ꎮ 随着近视的患病率逐渐增高ꎬ近视已经
成为眼科学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焦点ꎮ 为了解成都市
新都区小学生近视现状ꎬ我们于 ２０１７－０９ 对新都区小学生
进行了视力检查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调查ꎬ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本次调查的地点选择在成都市新都区ꎬ采用整
群抽样方法抽取新都地区 ４ 所小学ꎬ抽查 １８ 个班级(以学
校为单位随机整体抽样ꎬ按年级进行分层ꎬ每个年级 ３ 个
班ꎬ总共 １８ 个班级)ꎬ共计 ３３２４ 名学生ꎬ 分别对他们进行
眼科检查(包括裸眼远视力检查、散瞳验光、眼压测量、裂
隙灯检查、眼底检查)及问卷调查ꎮ 制定严格的纳入标
准、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弱视、远视、散光度数超过
０ ５０ＤＣ、有眼部疾病史、外伤史、既往行眼部手术史、近 ３ｄ
内有配戴角膜接触镜等ꎬ检查时缺席及不配合者)ꎮ 除外
不符合入选标准的ꎬ共有 ３３２４ 名学生参与此次调查研究ꎬ
年龄 ６~１３(平均 ８ ８８±１ ７８)岁ꎮ 本研究通过伦理委员会
审核ꎬ研究对象和监护人均知情ꎬ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 ２方法
１ ２ １检查方法　 (１)裸眼远视力及验光检查:运用标准
视力表上 Ｅ 视标ꎬ遵行先右后左原则ꎬ以看清本行全部视
标记录为本行视标视力值ꎬ不足则归入上一行视标视力
值ꎮ 对裸眼视力低于 ５ ０ 者进行散瞳验光检查:用复方托
吡卡胺滴眼液麻痹睫状肌ꎬ每 ５ｍｉｎ 滴 １ 次ꎬ直至瞳孔直径
≥６ｍｍ 认为效果满意ꎬ行电脑自动验光 ３ 次ꎬ记录平均
值ꎮ 视力检查及验光均由眼科专业验光师完成ꎮ (２)眼
科其他检查:资深眼科医师使用裂隙灯显微镜对学生进行
眼前节检查ꎬ直接检眼镜进行眼底检查ꎬ眼压测量仪进行
眼压测量ꎬ共测 ３ 次ꎬ取平均值ꎮ 以排除眼部病变引起的
视力异常ꎮ
１ ２ ２问卷调查　 对入选的 ３３２４ 名学生发放自制的«新
都区小学生视力情况问卷调查表»ꎬ调查内容包括性别、
年龄、年级、学习环境、读写姿势、生活习惯、学生用眼习
惯、父母近视情况等 ２０ 项内容ꎬ参与此次研究的调查员均
经过统一培训ꎬ现场发放问卷调查表ꎬ一人一表ꎬ对一、二
年级等低年级学生ꎬ可嘱其将调查表带回家中与父母共同
完成后ꎬ再由班主任统一收回ꎬ高年级学生则现场完成ꎮ
问卷调查表回收后ꎬ对内容进行整理及审核ꎬ发现填写不
规范的表格ꎬ可与学生或家长取得联系ꎬ再次向他们仔细
讲解ꎬ重新填写调查表ꎮ

质量控制:调查前 １ｗｋ 对本次调查参与人员进行统一
培训ꎬ使其熟练掌握调查内容及流程ꎮ 其中 ４ 名资深医师
完成眼前、后节检查及眼压测量ꎬ２ 名验光师进行视力及
验光检查ꎬ研究生及规培生完成问卷调查任务ꎮ

判断标准[１]:参照«眼科学»第 ８ 版诊断标准ꎬ近视根
据度数分类可分为:(１)轻度近视:≤－３ ００Ｄꎻ(２)中度近
视:－３ ２５~ －６ ００Ｄꎻ(３)高度近视:>－６ ００Ｄꎮ

统计学分析:使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录入调查数据ꎬ采用统

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１ ０ 进行数据分析ꎮ 计数资料用 ｎ(％)表
示ꎬ采用卡方检验ꎻ采用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检
验近视危险因素ꎬＰ<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调查对象基本资料分析 　 参与本次调查的学生共
３３２４ 人ꎬ其中男 １５６０ 人ꎬ女 １７６４ 人ꎻ视力正常者 ２２００
人ꎬ近视的学生 １１２４ 人 (男 ４１２ 人ꎬ女 ７１２ 人)ꎬ近视
率 ３３ ８１％ꎮ
２ ２近视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中发现:女性近视率
为 ４０ ３６％ꎬ男性近视率为 ２６ ４１％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ꎻ一年级学生近视率为 １１ ８９％ꎬ六年级学生近
视率为 ６３ ５８％ꎬ随着年级的升高ꎬ学生近视率增加ꎬ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 )ꎻ ６ ~ ７ 岁的学生近视率
１２ ４０％ꎬ８~９ 岁的学生近视率 ２７ ７８％ꎬ１０ ~ １３ 岁学生近
视率为 ５６ ２７％ꎬ随着年龄的增长ꎬ学生近视率升高ꎬ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１)ꎻ很少吃水果蔬菜和喝牛奶、父
母很少监督和提醒学生用眼习惯、在家看书写字光线偏
暗、每天连续家庭作业及看书时间>１ｈ、睡眠时间较短、每
天课外活动时间少、课间休息时很少户外活动或做眼保健
操、躺着看书或在晃动的车内看书频次多、看书写字姿势
不正确以及父母双方都患有近视的学生近视率高ꎬ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见表 １ꎮ
２ ３近视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比较中有统计学意义
的相关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赋值ꎬ以是否近视为因变量ꎬ
引入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采用逐步回归法筛
选出 ９ 个独立影响因素(Ｐ<０ ０５)ꎬ分别为年级、性别、父
母监督和提醒用眼习惯、在家看书写字的光线、每天连续
家庭作业及看书时间、每天课外活动时间、躺着看书或在
晃动的车内看书、看书写字姿势是否正确以及父母近视情
况ꎬ其中父母监督和提醒用眼习惯为影响近视的保护因素
(ＯＲ<１)ꎬ其余各指标均为危险因素(ＯＲ>１)ꎬ见表 ２ꎮ
３讨论

近视是眼部最常见的疾病之一ꎬ已成为一种公共健康
问题[２]ꎬ严重威胁着公众生活质量ꎮ “视觉 ２０２０”已将近
视列入可防治盲行动中ꎬ通过实施各种防治措施ꎬ以保障
视力ꎬ进而提高生活质量[３]ꎮ 我国是近视大国ꎬ青少年近
视已越来越普遍ꎬ发病率正逐年上升ꎬ且该病逐渐向低龄
化方向发展ꎮ 我们国家应加强对近视流行病学的研究ꎬ以
便为近视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ꎮ

据国内外流行病学资料显示ꎬ近视是遗传和环境等多
种因素作用的结果ꎮ 遗传因素我们无法改变ꎬ因而环境因
素在青少年近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ꎬ影响
作用较大ꎮ 如长期近距离用眼、不良用眼习惯、不良饮食
习惯等ꎮ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新都地区小学生(６ ~ １３ 岁)
近视率约占 ３３ ８１％ꎬ这与 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
研结果显示的我国 ７ ~ １２ 岁小学生近视率 ４０ ８９％ [４] 相
近ꎬ说明本地区近视发生率较高ꎬ但此次调查样本不够大ꎬ
后期需进一步完善ꎮ 在性别的调查结果中ꎬ女学生的近视
率为 ４０ ３６％ꎬ男学生的近视率为 ２６ ４１％ꎬ与国内外的一
些研究结果一致ꎬ女性近视率明显高于男性[５－１０]ꎮ 这可能
与女生性格偏内向、饮食习惯不同、平时看书写字时间较
男生多、户外活动时间较男生少有关ꎮ 在年龄方面ꎬ６ ~ ７
岁的小学生近视率为 １２ ４０％ꎬ这与 Ｈｅ 等[１１] 学者的研究
调查发现中国 ７ 岁左右的学生近视率大约占 １０％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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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成都市新都区小学生近视的单因素分析 人(％)

影响因素
近视

否(ｎ＝ ２２００) 是(ｎ＝ １１２４)
χ２ Ｐ

年级 一年级 ５０４(８８ １１) ６８(１１ ８９) １４０ ３１９ <０ ０１
二年级 ４９２(８４ ２５) ９２(１５ ７５)
三年级 ４５６(７５ ００) １５２(２５ ００)
四年级 ３０８(６５ ２５) １６４(３４ ７５)
五年级 ２２０(４５ ４５) ２６４(５４ ５５)
六年级 ２２０(３６ ４２) ３８４(６３ ５８)

性别 男 １１４８(７３ ５９) ４１２(２６ ４１) １８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女 １０５２(５９ ６４) ７１２(４０ ３６)

年龄 ６~７ 岁 ８７６(８７ ６０) １２４(１２ ４０) １２５ ６９４ <０ ０１
８~９ 岁 ７８０(７２ ２２) ３００(２７ ７８)

１０~１３ 岁 ５４４(４３ ７３) ７００(５６ ２７)
吃甜食和喝碳酸饮料 从不 １７２(５８ ９０) １２０(４１ １０) ３ １４９ ０ ３６９

偶尔 １８３２(６７ ５５) ８８０(３２ ４５)
经常 １６８(６１ ７６) １０４(３８ ２４)
总是 ２８(５８ ３３) ２０(４１ ６７)

平时吃饭偏食挑食 从不 ４８４(６３ ６８) ２７６(３６ ３２) ０ ９８１ ０ ８０６
偶尔 １０９６(６６ １８) ５６０(３３ ８２)
经常 ４８０(６８ １８) ２２４(３１ ８２)
总是 １４０(６８ ６３) ６４(３１ ３７)

吃水果蔬菜和喝牛奶 总是 ６２８(５９ ７０) ４２４(４０ ３０) １０ ６２ ０ ０１４
经常 １２５２(７１ １４) ５０８(２８ ８６)
偶尔 ２９６(６２ １８) １８０(３７ ８２)
从不 ２４(６６ ６７) １２(３３ ３３)

吃油炸食品 从不 ３６８(６８ １５) １７２(３１ ８５) ７ ０５５ ０ ０７０
偶尔 １６９２(６７ ３６) ８２０(３２ ６４)
经常 １２０(５２ ６３) １０８(４７ ３７)
总是 ２０(４５ ４５) ２４(５４ ５５)

父母监督和提醒
用眼习惯

总是 ６４８(５９ ３４) ４４４(４０ ６６) ９ ４６７ ０ ０２４
经常 １０６０(７０ ８６) ４３６(２９ １４)
偶尔 ３６４(６７ ４１) １７６(３２ ５９)
从不 １２８(６５ ３１) ６８(３４ ６９)

在家看书写字的光线 适宜 ２０９６(６７ ６１) １００４(３２ ３９) １５ ３６８ ０ ００２
过强 ４４(６１ １１) ２８(３８ ８９)
偏暗 ６０(４２ ８６) ８０(５７ １４)
暗 ０ １２(１００％)

看电视距离 >４ｍ ４２８(６７ ３０) ２０８(３２ ７０) ０ ３７８ ０ ９４５
３~４ｍ ８５６(６６ ２５) ４３６(３３ ７５)
２~３ｍ ７６０(６５ ０７) ４０８(３４ ９３)
<２ｍ １５６(６８ ４２) ７２(３１ ５８)

每天连续
看电视电脑时间

<１ｈ １２８８(６８ ５１) ５９２(３１ ４９) ２ ８２３ ０ ４２０
１~２ｈ ６２４(６２ ４０) ３７６(３７ ６０)
２~３ｈ １９２(６４ ８６) １０４(３５ １４)
>３ｈ ９６(６４ ８６) ５２(３５ １４)

每天连续家庭
作业及看书时间

<１ｈ ６８４(７６ ６８) ２０８(２３ ３２) ７３ ５９５ <０ ０１
１~２ｈ １０３２(７２ ８８) ３８４(２７ １２)
２~３ｈ ３６４(５６ ８８) ２７６(４３ １３)
>３ｈ １２０(３１ ９１) ２５６(６８ ０９)

每天睡眠时间 >１０ｈ ３２８(６２ ６０) １９６(３７ ４０) １２ １８１ ０ ００７
８~１０ｈ １６１６(６９ ４２) ７１２(３０ ５８)
６~８ｈ ２１６(５２ ４３) １９６(４７ ５７)
<６ｈ ４０(６６ ６７) ２０(３３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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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成都市新都区小学生近视的单因素分析 人(％)

影响因素
近视

否(ｎ＝ ２２００) 是(ｎ＝ １１２４)
χ２ Ｐ

课间休息时是否到户
外活动或做眼保健操

总是 ７００(６３ ８７) ３９６(３６ １３) ９ １９７ ０ ０２７
经常 ９３６(７２ ００) ３６４(２８ ００)
偶尔 ４７６(５９ ８０) ３２０(４０ ２０)
从不 ８８(６６ ６７) ４４(３３ ３３)

每天课外活动时间 <１ｈ １００(３３ ３３) ２００(６６ ６７) １２９ ９５５ <０ ０１
１~２ｈ ９２(２５ ２７) ２７２(７４ ７３)
２~３ｈ ７７６(７５ １９) ２５６(２４ ８１)
>３ｈ １２３２(７５ ６８) ３９６(２４ ３２)

教室桌椅高矮
是否合适

太高 ４０(６２ ５０) ２４(３７ ５０) ０ １７３ ０ ９１７
太矮 １２８(６８ ０９) ６０(３１ ９１)
合适 ２０３２(６６ １５) １０４０(３３ ８５)

教室看书写字光线 太亮 ４０(５５ ５６) ３２(４４ ４４) １ ３７７ ０ ５０２
太暗 ４０(５８ ８２) ２８(４１ １８)
适中 ２１２０(６６ ５８) １０６４(３３ ４２)

躺着看书或在晃动的
车内看书

从不 １３４８(７１ ４０) ５４０(２８ ６０) １７ ７７５ <０ ０１
偶尔 ７１６(６１ ９４) ４４０(３８ ０６)
经常 １１６(４８ ３３) １２４(５１ ６７)
总是 ２０(５０ ００) ２０(５０ ００)

看书写字姿势
是否正确

总是 ５０４(７４ ５６) １７２(２５ ４４) ５３ ４４７ <０ ０１
经常 ９４８(７４ ３７) ３４４(２５ ６３)
偶尔 ６４０(５８ ８４) ４１２(３９ １６)
从不 １０８(３５ ５３) １９６(６４ ４７)

父母近视情况 父母都没有 １２８０(６８ ９７) ５７６(３１ ０３) １２ ２５４ ０ ００７
父亲有 ３４０(６１ １５) ２１６(３８ ８５)
母亲有 ４１６(７０ ２７) １７６(２９ ７３)

父母都有 １６４(５１ ２５) １５６(４８ ７５)

表 ２　 成都市新都区小学生近视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下限 上限

年级 ０ ４４５ ０ １８３ ５ ９０８ ０ ０１５ １ ５６０ １ ０９ ２ ２３４
性别 ０ ８３７ ０ １８８ １９ ９１２ <０ ０１ ２ ３１０ １ ５９９ ３ ３３６
年龄 ０ ０１３ ０ １７７ ０ ００６ ０ ９４０ １ ０１３ ０ ７１６ １ ４３５
吃水果蔬菜和喝牛奶 ０ ０２９ ０ １３６ ０ ０４６ ０ ８３０ １ ０３０ ０ ７８９ １ ３４４
父母监督和提醒用眼习惯 －０ ２２９ ０ １１２ ４ １７６ ０ ０４１ ０ ７９５ ０ ６３８ ０ ９９１
在家看书写字的光线 ０ ５３７ ０ ２０４ ６ ９４５ ０ ００８ １ ７１１ １ １４８ ２ ５５１
每天连续家庭作业及看书时间 ０ ３９２ ０ ０９９ １５ ５９７ <０ ０１ １ ４８０ １ ２１８ １ ７９８
每天睡眠时间 －０ １１３ ０ １５４ ０ ５４３ ０ ４６１ ０ ８９３ ０ ６６１ １ ２０７
课间休息时是否到户外活动或做眼保健操 －０ １６１ ０ １１２ ２ ０４８ ０ １５２ ０ ８５２ ０ ６８３ １ ０６１
每天课外活动时间 ０ ７６７ ０ １０１ ５７ ４２５ <０ ０１ ２ １５４ １ ７６６ ２ ６２７
躺着看书或在晃动的车内看书 ０ ２４９ ０ １３９ ３ ２２ ０ ０４３ １ ２８２ ０ ９７７ １ ６８２
看书写字姿势是否正确 ０ ５５５ ０ １１ ２５ ２７８ <０ ０１ １ ７４２ １ ４０３ ２ １６３
父母近视情况 ０ １７１ ０ ０８７ ３ ８７４ ０ ０４９ １ １８７ １ ００１ １ ４０７

相符ꎮ ８~９ 岁的小学生近视率约占 ２７ ７８％ꎬ１０ ~ １３ 岁的
小学生近视率约为 ５６ ２７％ꎮ 可以看出ꎬ随着年龄的增长ꎬ
本地区小学生的近视率不断增加ꎬ与戴鸿斌等[１２] 在武汉
市部分中小学生近视问卷调查中随着年龄增加ꎬ近视患病
率呈不断的上升趋势相一致ꎮ 在年级的调查数据中显示ꎬ
一年级的学生近视率最低ꎬ约占 １１ ８９％ꎬ六年级学生的近
视率最高ꎬ约 ６３ ５８％ꎬ随着年级的增高ꎬ小学生的近视率

及屈光度亦不断增加ꎬ与国内外的研究结果相符合[１３]ꎮ
原因可能与学生随着年龄、年级的增长、课程学习等任务
增加ꎬ课外自由活动时间减少ꎬ近距离的用眼时间延长ꎬ导
致眼部调节增强ꎬ睫状肌不断收缩ꎬ由视疲劳状态逐渐发
展成真性近视ꎮ 因此近视的防治须从儿童期开始ꎬ政府部
门及学校应高度重视ꎮ

从学生饮食习惯调查发现ꎬ平时较少吃水果蔬菜和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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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的学生容易发生近视ꎮ 多吃水果蔬菜和喝牛奶ꎬ可补
充维生素 Ａ、Ｂ、Ｃ、Ｅ、Ｄ、钙及一些微量元素ꎬ如锌、硒、铬
等ꎮ 维生素 Ａ 是构成视网膜感光物质的重要营养素ꎬ视
物的过程需要其参与ꎬ维生素 Ｂ 参与视神经传导过程[１４]ꎬ
维生素 Ｃ 是晶状体的组成成份之一ꎬ维生素 Ｅ 具有抗氧
化作用ꎬ可抑制晶状体内的过氧化反应ꎬ若缺乏可加速白
内障的发生ꎬ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发现白内障(尤其是核性
白内障)与近视的发生有关[１５]ꎮ 维生素 Ｄ 可促进钙的吸
收ꎬ凌天鸿等学者认为钙的缺乏会减弱巩膜的韧性ꎬ导致
眼轴延长ꎬ并使眼外肌痉挛进而压迫眼球ꎬ最终促使近视
的发生[１６－１７]ꎮ 微量元素锌、硒主要的功能为抗氧化性ꎬ可
提高体内的一些抗氧化酶的活性ꎬ如 ＧＳＨ－Ｐｘ 酶降低自由
基的产生ꎬ对眼睛起到保护作用[１８]ꎮ 这些微量元素若缺
乏ꎬ体内的动态平衡将会被打破ꎬ出现代谢紊乱ꎬ导致保护
功能降低使近视的发生率增高[１９－２０]ꎮ 微量元素铬主要参
与激活体内胰岛素的生物学效益ꎬ若缺乏将会导致血糖代
谢障碍ꎬ血浆渗透压升高ꎬ使晶状体、房水渗透压升高ꎬ眼
屈光度增大ꎬ从而诱发近视[２１]ꎮ 充足的营养是保证孩子
们健康的基础ꎬ为此ꎬ学校及家长时常教育并监督孩子合
理搭配膳食是很有必要的ꎮ

在父母监督和提醒孩子用眼的调查中发现ꎬ父母对孩
子用眼习惯的关注度较高的学生近视率明显低于从不关
注用眼习惯的学生近视率ꎬ且父母监督和提醒孩子用眼习
惯为近视的保护性因素ꎬ在 ２０１２ 年北京市就青少年视力
影响因素中调查结果[２２] 显示:家长的责任不容忽视ꎮ 苏
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ꎮ 父
母如果没有树立对视力的保护意识ꎬ对子女的不良用眼习
惯视而不见ꎬ那么他们的视力只会越来越糟糕ꎮ 所以ꎬ在
日常生活中ꎬ父母应加强对孩子用眼习惯的监督与提醒ꎬ
控制孩子看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时间ꎬ同时在孩
子读写姿势、膳食营养搭配、长期近距离用眼、户外活动时
间等方面给予重视ꎬ期望能通过家长的干预减缓近视的发
生发展ꎮ

在不良用眼习惯及用眼时间、看书写字姿势不佳等
方面的调查ꎬ已证实长期视近为近视的影响因素[２３－２４] ꎬ
不良用眼习惯可包括长期近距离看书写字、每天看电视
电脑、躺在床上或在晃动车厢内看书等方面ꎬ在本研究
中ꎬ每天连续家庭作业及看书时间长、看书写字姿势错
误、躺着看书或在晃动的车内看书频次增多均为近视的
危险因素ꎬ在连续作业及看书时间<１ｈ 的学生近视率为
２３ ３２％ꎬ１~ ２ｈ 的学生近视率为 ２７ １２％ꎬ２ ~ ３ｈ 的学生
近视率为 ４３ １２％ꎬ>３ｈ 的学生近视率则为 ６８ ０９％ꎬ可
以看出ꎬ随着看书写字的时间延长ꎬ学生近视率明显增
高ꎬ这与国内外的研究一致[２５] ꎬ因为学生在看书写字时ꎬ
注意力处于高度集中状态ꎬ若读写姿势不正确ꎬ均会拉
近与书本之间的距离ꎬ长期视近ꎬ晶状体调节增强ꎬ睫状
肌因长期收缩而处于疲劳状态ꎬ视网膜成像模糊ꎬ导致
调节滞后ꎬ并刺激眼轴代偿性增长ꎬ最终发展为近视[２６] ꎮ
为此学校及家长应鼓励学生劳逸结合ꎬ并时刻纠正学生错
误的用眼姿势ꎬ在学习一段时间后适当的休息放松一下、
眺望远处、多做做眼保健操、保证充足的睡眠ꎬ可有效缓解
疲劳达到降低近视发生发展的目的ꎮ 据流行病学调查发
现ꎬ长时间的户外运动可显著降低近视的发生率ꎬ且已成
为近视的一种保护性因素[２７]ꎬ与本研究中每天户外活动
时间短为近视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相符合ꎬ但具体原理尚

未明确ꎬ目前较为接受的是一种叫作“光照－多巴胺”学
说ꎬ户外活动时间延长会刺激视网膜细胞释放多巴胺神经
递质ꎬ可抑制眼轴的延长[２４ꎬ２８]ꎮ 近期全国政协委员何伟
院长建议“将每天户外运动 ２ｈ”纳入到中小学教育管理制
度ꎬ使户外运动成为九年义务教学阶段必修的一门课程ꎬ
让学生既能缓解学习的压力ꎬ又能使身、心、眼得到放松ꎬ
这对于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ꎮ

在看书写字光线情况及教室桌椅高矮方面的调查结
果显示ꎬ学生近视率与在家看书写字光线强弱存在一定的
联系ꎬ原因可能与家庭经济条件、家庭地理位置、看书时灯
光照射角度等因素有关ꎬ看书写字光线过强或过弱ꎬ均会
导致视疲劳[２９]ꎬ其中光线过暗的影响更为严重ꎬ近视的发
生及进展均由此而来ꎮ 而与在教室看书写字光线强弱及
课桌高矮无统计学差异ꎬ据学校提供的资料显示本地区学
校教室照明情况及学生桌椅均按国家标准制定ꎬ故近视学
生与非近视学生在这两方面的调查区别不大ꎮ

在遗传因素上ꎬ大多数研究表明父母双方均患有近视
的学生近视发生率明显高于只有父母只有一方患近视或
父母双方视力均正常的学生[３０]ꎬ本研究中的数据与此相
符ꎬ父母双方均近视的学生近视率为 ４８ ７５％ꎬ只有父亲近
视的学生近视率为 ３８ ８５％ꎬ只有母亲近视的学生近视率
为 ２９ ７３％ꎬ父母双方视力正常的学生近视率约 ３１ ０３％ꎮ

综上所述ꎬ近视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政府部门
应强烈呼吁学校、家庭、学生积极参与近视的防控工作ꎬ针
对相应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效的干预措施ꎬ力争在近视发生
前控制眼球向近视化转变ꎬ近视发生后ꎬ积极控制其进展ꎬ
防止向高度近视方向发展[３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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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物与营养 ２０１５ꎻ２１(１１):８６－８９
１５ Ｋｕｂｏ Ｅꎬ Ｋｕｍａｍｏｔｏ Ｙꎬ Ｔｓｕｚｕｋｉ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ｘｉ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ꎬ ｍｙｏｐｉ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ｎｓ ｏｐａｃ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ｒｃｈ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０４ꎻ１２４:１５８６－１５９０
１６ 凌天鸿ꎬ 巍冬. 中学生近视者血清钙含量分析. 医学文选 ２００１ꎻ２０
(１):２８－２９
１７ 高凡ꎬ 叶剑. 重庆市城区小学生近视状况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军医大学 ２０１３
１８ Ｗｏｎｇ ＴＹꎬ Ｋｌｅｉｎ Ｒꎬ Ｋｎｕｄｔｓｏｎ Ｍ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ｓꎬ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ｇｌａｕｃｏｍａ ｉｎ 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ꎻ１１０
(１):２１１－２１７
１９ 邢怡桥ꎬ 杨琳ꎬ 李拓ꎬ 等. 微量元素硒与眼病. 临床眼科杂志
２０１６ꎻ２４(５):４７３－４７５
２０ 李文俊ꎬ 张梅ꎬ 徐良智ꎬ 等.近视与微量元素关系的初探.现代保
健医学创新研究 ２００７ꎻ２９:８６－８７
２１ 周然ꎬ 张文芳. 兰州市城区小学生近视现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兰
州大学 ２０１４
２２ 北京市教委ꎬ市卫生局ꎬ市体育局ꎬ等. ２０１２ 北京青少年用眼卫生

情况调查报告. ２０１２
２３ Ｑｉａｎ ＤＪꎬ Ｚｈｏｎｇ Ｈꎬ Ｌｉ Ｊꎬ ｅｔ ａｌ.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Ｙｕｎｎａ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ｐｔ ２０１６ꎻ３６:３８１－３８７
２４ 巩倩文ꎬ 刘陇黔. 近视流行病学. 泸州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ꎻ３９(３):
２０３－２０７
２５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ꎬ Ｍｏｒｇａｎ ＩＧꎬ Ｍｉｔｃｈｅ ＵＰꎬ 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ｅ Ｓｙｄｎｅｙ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ｅｙ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ꎻ１２０(１０):２１００－２１０８
２６ Ｆｏｓｔｅｒ ＰＪꎬ Ｊｉａｎｇ 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Ｅｙｅ ２０１４ꎻ２８:２０２－２０８
２７ Ｗｕ ＰＣꎬ Ｔｓａｉ ＣＬꎬ Ｗｕ ＨＬꎬ ｅｔ ａｌ.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ｒｅｃｅｓｓ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ｍｙｏｐｉａ ｏｎｓｅ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ｓ 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ꎻ１２０(５):１０８０－１０８５
２８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ꎬ Ａｓｈｂｙ ＲＳꎬ Ｍｏｒｇａｎ ＩＧꎬ ｅｔ ａｌ. Ｔｉｍｅ ｏｕｔｄ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Ｅｘｐ Ｅｙｅ Ｒｅｓ ２０１３ꎻ１１４:５８－６８
２９ 张少清. 近视的发生与光线强弱有关. 福建科技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Ａ０６
３０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ＭＨꎬ Ｌａｍ ＣＳ.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ｎ Ａｃａｄ Ｍｅｄ ２００４ꎻ３３(１):３３－３８
３１ 徐亮. 近视防治从矫正向控制转变的思考.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
科学杂志 ２０１６ꎻ１８(６):３２１－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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