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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北海市海城区小学生屈光状态的流行现状ꎮ
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ꎬ整群抽样调查的方法ꎮ 选取
２０１９－１０ / ２０２０－０１ 参加体检的北海市海城区共 １５ 所小学
３０７１６ 名 ６~ １４ 岁学生ꎬ检测视力、小瞳下屈光度ꎮ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结果:本次监测的 １５ 所小学 ３０７１６ 名 ６１４３２ 眼中ꎬ屈光状
态以轻度近视(２９ ６２％)、０ ５０Ｄ<散光<２ ００Ｄ(２５ ４３％)、
正视(２１ ０５％)及轻度远视(１５ ８５％)为主ꎮ 随着年龄的
增长ꎬ正视及远视所占比例呈整体下降趋势ꎻ而近视所占
比例呈整体上升趋势ꎮ 配戴框架眼镜者共 １８９４ 例 ３７８８
眼ꎬ视力不良眼戴镜率为 ２３ ３０％ꎬ框架眼镜矫正合格率为
６４ ５７％ꎮ 左眼和右眼等效球镜比较有差异ꎬ且右眼等效
球镜 Ｐ５０较左眼更趋于负值ꎮ 男生和女生等效球镜比较有
差异ꎬ且女生等效球镜 Ｐ５０较男生更趋于负值ꎮ
结论:随着年龄的增长ꎬ轻度远视及正视眼的比例逐年下
降ꎻ近视眼的比例逐年上升ꎮ 在视力不良的学生中ꎬ常规
配戴眼镜的人数较少ꎻ而戴镜后ꎬ仍有部分学生的框架眼
镜矫正视力不达标ꎮ 右眼较左眼的屈光状态更趋于负值ꎻ
女生较男生屈光状态更趋于负值ꎮ
关键词:小学生ꎻ 屈光状态ꎻ 近视患病率ꎻ横断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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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ꎬ长时间近距

离用眼日益增多ꎬ导致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呈现低龄化、
６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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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符合纳入标准者的一般情况

年级 人数(名) 年龄(ｘ±ｓꎬ岁) 男生(名ꎬ％) 女生(名ꎬ％) 总人数(名) 入组率(％)
一年级 ５１１６ ７ ０３±０ ３８ ２８６０(５５ ９０) ２２５６(４４ １０) ５１２２ ９９ ８８
二年级 ５５７２ ７ ９８±０ ４０ ３０１３(５４ ０７) ２５５９(４５ ９３) ５５８０ ９９ ８６
三年级 ５３９０ ８ ９８±０ ３９ ２８６５(５３ １５) ２５２５(４６ ８５) ５３９８ ９９ ８５
四年级 ５１８１ ９ ９９±０ ４１ ２８４６(５４ ９３) ２３３５(４５ ０７) ５１８６ ９９ ９０
五年级 ４８９８ １０ ９６±０ ３９ ２６９７(５５ ０６) ２２０１(４４ ９４) ４８９９ ９９ ９８
六年级 ４５５９ １１ ９５±０ ３９ ２５５０(５５ ９３) ２００９(４４ ０７) ４５６３ ９９ ９１

　 　 　 　 　 　 　 　 　 　 　 　 　 　 　 　 　 　 　 　 　 　 　 　 　 　 　 　
合计 ３０７１６ ９ ４０±１ ７０ １６８３１(５４ ８０) １３８８５(４５ ２０) ３０７４８ ９９ ９０

进展快、程度深的趋势ꎮ 随着近视度数的不断增长ꎬ眼球
本身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ꎬ严重者可导致低视力ꎬ甚至致
盲ꎮ 此外超过 ６ ００Ｄ 的高度近视具有遗传倾向ꎬ其子女发
生近视的概率会大大提高ꎮ 可见近视已然成为关系国家
和民族未来的重大问题ꎮ 为此ꎬ教育部、国家卫健委、财政
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八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实施方案»ꎬ希望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对儿童青少年的
近视进行防控ꎮ 为了解北海市海城区小学生屈光状态的
流行现状ꎬ我们进行了相关项目的监测、数据采集及分析ꎬ
现报告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采用横断面研究ꎬ整群抽样调查的方法ꎮ 选取
２０１９－１０ / ２０２０－０１ 参加体检的北海市海城区共 １５ 所小学
３０７４８ 名 ６~ １４ 岁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１)年
龄为 ６~１４ 岁的小学生ꎬ北海市海城区常住人口ꎻ(２)眼外
观正常ꎬ无眼部器质性病变及眼部外伤史ꎻ(３)智力发育
正常ꎬ能够理解并配合完成本次体检工作ꎻ(４)身体健康ꎬ
无影响视力及屈光检查的相关疾病ꎮ 排除唐氏综合征、隐
性眼球震颤、自闭症、生长发育迟缓等先天性发育异常者ꎻ
检查之日前 １ｗｋ 内曾配戴过角膜塑形镜者(共 ４ 名)ꎬ也
不纳入本次研究ꎮ 最终参与监测并符合纳入标准的共
３０７１６ 例 ６１４３２ 眼ꎬ 其 中ꎬ 男 １６８３１ 例 ３３６６２ 眼
(５４ ８０％)ꎬ女 １３８８５ 例 ２７７７０ 眼 ( ４５ ２０％)ꎻ平均年龄
９ ４０±１ ７０ 岁ꎻ入组率为 ９９ ９０％ꎮ 一般情况见表 １ꎮ
１ ２方法　 现场调查工作由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眼视光
部医护人员完成ꎮ 监测项目包括:远用视力(裸眼视力及
戴镜视力)、小瞳下电脑验光仪的屈光度检测ꎮ
１ ２ １视力检测　 采用 ＥｙｅＶｉｓｉｏｎ 智能视力筛查系统ꎮ 嘱
被检者端坐在距离视力检测屏幕 ５ｍ 处ꎬ保持被检眼与视
标高度在同一水平ꎬ从最大视标逐行向下ꎬ至被检者所能
看到最小视标ꎻ若被检者不能看清最大视标ꎬ则让其慢慢
移近视力表ꎬ至能看清最大视标时ꎬ依据检测距离换算成
远用视力ꎮ 检测过程中ꎬ被检者不能歪头、斜眼或眯眼等ꎬ
以免影响检测准确性ꎮ 一般先检测右眼ꎬ后测左眼ꎻ如有
戴镜者ꎬ先测裸眼视力ꎬ再测戴镜视力ꎬ并记录ꎮ
１ ２ ２屈光度检测　 采用电脑验光仪进行检测ꎮ 调整座
椅及设备高度ꎬ嘱被检者将前额及下颌部放于合适位置ꎬ
眼睛平视仪器内视标ꎬ每人每眼测量 ３ 次ꎬ取平均值ꎮ
１ ２ ３诊断标准　 (１)近视或远视同时伴有散光时ꎬ如果
散光≥０ ５０Ｄꎬ需同时矫正散光[１]ꎮ 为便于统计ꎬ本次体
检数据以柱镜绝对值分为散光眼及非散光眼:柱镜绝对值
>０ ５０Ｄ 为散光眼ꎬ≤０ ５０Ｄ 为非散光眼ꎮ 非散光眼依据
等效球镜度(等效球镜度 ＝柱镜度数 / ２＋球镜度数)进行
统计学分析ꎮ (２)近视:目前国际上对近视眼的临床定位

尚无严格的统一标准ꎬ临床上较为认可的是将裸眼视力小
于 ５ ０ꎬ屈光度为－０ ５０Ｄ 以上者定义为近视ꎮ 轻度近视:
－０ ５０ ~ －３ ００Ｄꎻ中度近视:－３ ２５ ~ －６ ００Ｄꎻ高度近视:
－６ ００Ｄ以上[２]ꎮ (３)远视:低度远视:＋０ ２５ ~ ＋３ ００Ｄꎻ中
度远视:＋３ ２５~ ＋５ ００Ｄꎻ高度远视:＋５ ２５Ｄ 以上[３]ꎮ (４)
正视:裸眼视力≥５ ０ꎬ且－０ ５０Ｄ<屈光度<＋０ ２５Ｄꎮ (５)
散光:散光≥２ ００Ｄ 会增加弱视的危险[３]ꎬ故将散光眼分
为:０ ５０Ｄ<散光<２ ００Ｄꎻ散光≥２ ００Ｄ 进行数据分析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统计学软件对采集的数
据进行分析ꎮ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

差(ｘ±ｓ)进行统计学描述ꎬ不同年级、年龄组别之间屈光
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ꎮ 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
据采用符号秩检验进行比较ꎮ 计数资料采用率(％)进行
统计学描述ꎮ 本文检验水准为 α＝ ０ ０５ꎮ
２结果
２ １各年级屈光状态分布情况及屈光度差异性比较 　 本
次监测的 １５ 所小学 ３０７１６ 名 ６１４３２ 眼中ꎬ屈光状态以轻
度近视(２９ ６２％)、０ ５０Ｄ<散光< ２ ００Ｄ(２５ ４３％)、正视
(２１ ０５％)及轻度远视(１５ ８５％)为主ꎮ 其中一年级远视
占 ２７ ９７％ꎬ正视 ２３ ５１％ꎬ近视 １８ １２％ꎻ随着年级的增加ꎬ
正视及远视所占比例呈整体下降趋势ꎬ且远视度数的绝对
值减少ꎻ而近视所占比例呈整体上升趋势ꎬ至六年级达
４５ ２５％ꎬ且近视度数的绝对值逐年增加ꎮ 各年级正视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２７ ２６５ꎬＰ<０ ０１)ꎬ近视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Ｗｅｌｃｈ Ｆ ＝ １９１ ７６８ꎬＰ<０ ０１)ꎬ远视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Ｗｅｌｃｈ Ｆ ＝ １１ ９１２ꎬＰ<０ ０１)ꎬ散光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Ｗｅｌｃｈ Ｆ ＝ ２ ２４３ꎬＰ ＝ ０ ０４７ꎬＰ<０ ０５)ꎬ
见表 ２、３ꎮ
２ ２各年龄段屈光状态分布情况及屈光度差异性比较　
本次监测的 ３０７１６ 名小学生中: ６ 岁受检者远视占
２７ ２９％ꎬ正视 ２３ ３０％ꎬ近视 １７ ２０％ꎬ随着年龄的增长ꎬ正
视及远视所占比例呈整体下降趋势ꎻ而近视所占比例呈整
体上升趋势ꎮ 各年龄组正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Ｗｅｌｃｈ
Ｆ＝ ２０ ２０２ꎬＰ < ０ ０１)ꎬ近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Ｗｅｌｃｈ
Ｆ＝ １２０ ６０２ꎬＰ< ０ ０１)ꎬ 远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４ ０５４ꎬＰ<０ ０１)ꎬ散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Ｗｅｌｃｈ Ｆ ＝
２ ３６６ꎬＰ＝ ０ ０４７ꎬＰ<０ ０５)ꎬ见表 ４、５ꎮ
２ ３视力不良者配戴框架眼镜情况　 参与本次监测的小
学生 ３０７１６ 名 ６１４３２ 眼ꎬ其中裸眼视力<４ ９ 者共 １６２５９
眼ꎻ配戴框架眼镜者共 １８９４ 名 ３７８８ 眼ꎻ通过配戴自己的
框架眼镜后视力≥４ ９ 者共 ２４４６ 眼ꎮ 视力不良眼戴镜率
为 ２３ ３０％ꎬ框架眼镜矫正合格率为 ６４ ５７％ꎬ见表 ６ꎮ
２ ４左眼和右眼屈光度差异性比较 　 对双眼散光均
≤０ ５０Ｄ者(组 １:１８６０６ 例 ３７２１２ 眼)及全部纳入者(组 ２:

７３２１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０ꎬ Ｎｏ.７ Ｊｕｌ.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表 ２　 各年级屈光状态分布情况

分组 正视 轻度近视 中度近视 高度近视 轻度远视 中度远视 高度远视 ０ ５０Ｄ<散光<２ ００Ｄ 散光≥２ ００Ｄ 合计

一年级 眼数 ２４０６ １７５３ ９３ ８ ２８５４ ２ ６ ２５４８ ５６２ １０２３２
构成比(％) ２３ ５１ １７ １３ ０ ９１ ０ ０８ ２７ ８９ ０ ０２ ０ ０６ ２４ ９０ ５ ４９ １００ ００

二年级 眼数 ２７０１ ２４９１ １０５ １９ ２４４０ ７ ８ ２８１２ ５６１ １１１４４
构成比(％) ２４ ２４ ２２ ３５ ０ ９４ ０ １７ ２１ ９０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２５ ２３ ５ ０３ １００ ００

三年级 眼数 ２５３８ ３２５７ １８９ １０ １７７２ ０ ４ ２５４２ ４６８ １０７８０
构成比(％) ２３ ５４ ３０ ２１ １ ７５ ０ ０９ １６ ４４ ０ ０ ０４ ２３ ５８ ４ ３４ １００ ００

四年级 眼数 ２２０９ ３５７４ ３４３ １１ １２２４ ５ ４ ２５４６ ４４６ １０３６２
构成比(％) ２１ ３２ ３４ ４９ ３ ３１ ０ １１ １１ ８１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２４ ５７ ４ ３０ １００ ００

五年级 眼数 １７３５ ３７２１ ５０７ ２４ ８４８ ３ ０ ２５５３ ４０５ ９７９６
构成比(％) １７ ７１ ３７ ９８ ５ １８ ０ ２４ ８ ６６ ０ ０３ ０ ２６ ０６ ４ １３ １００ ００

六年级 眼数 １３４１ ３４０２ ６９８ ２６ ５９７ １ ２ ２６２１ ４３０ ９１１８
构成比(％) １４ ７１ ３７ ３１ ７ ６６ ０ ２９ ６ ５５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２８ ７５ ４ ７２ １００ ００

　 　 　 　 　
合计 眼数 １２９３０ １８１９８ １９３５ ９８ ９７３５ １８ ２４ １５６２２ ２８７２ ６１４３２

构成比(％) ２１ ０５ ２９ ６２ ３ １５ ０ １６ １５ ８５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２５ ４３ ４ ６８ １００ ０

表 ３　 不同年级间屈光度的比较

年级 总眼数

正视

眼数
屈光度

(ｘ±ｓꎬＤ)
正视率

(％)

近视

眼数
屈光度

(ｘ±ｓꎬＤ)
近视率

(％)

远视

眼数
屈光度

(ｘ±ｓꎬＤ)
远视率

(％)

散光

眼数
屈光度

(ｘ±ｓꎬＤ)
散光率

(％)
一年级 １０２３２ ２４０６ －０ ０９±０ １７ ２３ ５１ １８５４ －１ ２８±０ ９７ １８ １２ ２８６２ ０ ５６±０ ４３ ２７ ９７ ３１１０ －１ ３０±０ ９３ ３０ ３９
二年级 １１１４４ ２７０１ －０ １１±０ １７ ２４ ２４ ２６１５ －１ ２９±０ ９８ ２３ ４７ ２４５５ ０ ５３±０ ５１ ２２ ０３ ３３７３ －１ ３２±０ ８８ ３０ ２７
三年级 １０７８０ ２５３８ －０ １１±０ １７ ２３ ５４ ３４５６ －１ ３７±０ ９４ ３２ ０６ １７７６ ０ ５１±０ ４４ １６ ４７ ３０１０ －１ ２８±０ ８５ ２７ ９２
四年级 １０３６２ ２２０９ －０ １３±０ １８ ２１ ３２ ３９２８ －１ ５５±１ ０４ ３７ ９１ １２３３ ０ ５１±０ ４８ １１ ９０ ２９９２ －１ ３０±０ ８７ ２８ ８７
五年级 ９７９６ １７３５ －０ １４±０ １７ １７ ７１ ４２５２ －１ ７４±１ １３ ４３ ４１ ８５１ ０ ４６±０ ３１ ８ ６９ ２９５８ －１ ２７±０ ８２ ３０ ２０
六年级 ９１１８ １３４１ －０ １５±０ １７ １４ ７１ ４１２６ －１ ９４±１ ２４ ４５ ２５ ６００ ０ ５０±０ ４５ ６ ５８ ３０５１ －１ ２６±０ ８６ ３３ ４６

　 　 　 　 　 　 　 　 　 　 　
合计 ６１４３２ １２９３０ －０ １２±０ １７ ２１ ０５ ２０２３１ －１ ５８±１ １０ ３２ ９３ ９７７７ ０ ５２±０ ４５ １５ ９２ １８４９４ －１ ２９±０ ８７ ３０ １０

表 ４　 各年龄段屈光状态分布情况

年龄 正视 轻度近视 中度近视 高度近视 轻度远视 中度远视 高度远视 ０ ０５０Ｄ<散光<２ ００Ｄ 散光≥２ ００Ｄ 合计

６ 岁 眼数 １０６９ ７３４ ４９ ６ １２５０ １ １ １１９７ ２８１ ４５８８
构成比(％) ２３ ３０ １６ ００ １ ０７ ０ １３ ２７ ２４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２６ ０９ ６ １２ １００ ００

７ 岁 眼数 ２７１３ ２２５５ ９５ １１ ２８４３ ３ ８ ２８２８ ５７０ １１３２６
构成比(％) ２３ ９５ １９ ９１ ０ ８４ ０ １０ ２５ １０ ０ ０３ ０ ０７ ２４ ９７ ５ ０３ １００ ００

８ 岁 眼数 ２５９７ ２８３８ １４５ １７ ２０６６ ５ ６ ２６１５ ５０５ １０７９４
构成比(％) ２４ ０６ ２６ ２９ １ ３４ ０ １６ １９ １４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２４ ２３ ４ ６８ １００ ００

９ 岁 眼数 ２３２５ ３３９５ ２７０ ８ １４９８ ３ ５ ２５６９ ４５３ １０５２６
构成比(％) ２２ ０９ ３２ ２５ ２ ５７ ０ ０８ １４ ２３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２４ ４１ ４ ３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 岁 眼数 １９８１ ３７４０ ４７５ １６ １０７２ ４ ２ ２６４０ ４４０ １０３７０
构成比(％) １９ １０ ３６ ０７ ４ ５８ ０ １５ １０ ３４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２５ ４６ ４ ２４ １００ ００

１１ 岁 眼数 １５９３ ３５７２ ５６９ ２８ ７０７ ２ １ ２５９４ ４２６ ９４９２
构成比(％) １６ ７８ ３７ ６３ ５ ９９ ０ ２９ ７ ４５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２７ ３３ ４ ４９ １００ ００

１２ 岁 眼数 ６３４ １６４９ ３２４ １２ ２９０ ０ １ １１５９ １９１ ４２６０
构成比(％) １４ ８８ ３８ ７１ ７ ６１ ０ ２８ ６ ８１ ０ ０ ０２ ２７ ２１ ４ ４８ １００ ００

１３ 岁 眼数 １８ １４ ８ ０ ８ ０ ０ ２０ ４ ７２
构成比(％) ２５ ００ １９ ４４ １１ １１ ０ １１ １１ ０ ０ ２７ ７８ ５ ５６ １００ ００

１４ 岁 眼数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４
构成比(％) ０ ２５ ００ ０ ０ ２５ ００ ０ ０ ０ ５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合计 眼数 １２９３０ １８１９８ １９３５ ９８ ９７３５ １８ ２４ １５６２２ ２８７２ ６１４３２

构成比(％) ２１ ０５ ２９ ６２ ３ １５ ０ １６ １５ ８５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２５ ４３ ４ ６８ １００ ００

３０７１６ 例 ６１４３２ 眼)分别进行左、右眼等效球镜比较ꎮ 其
中组 １:右眼等效球镜为－０ ３８( －１ １３ꎬ＋０ １３)Ｄꎻ左眼等
效球镜为 － ０ ２５ ( － １ ００ꎬ ＋ ０ １３) 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Ｚ＝ － ２０ １４８ꎬ Ｐ < ０ ０５)ꎻ组 ２:右眼等效球镜为 － ０ ５０
(－１ ３８ꎬ＋０ １３)Ｄꎻ左眼等效球镜为－０ ３８(－１ ２５ꎬ＋０ １３)Ｄ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 －２７ １７４ꎬＰ<０ ０５)ꎮ 且右眼等效
球镜 Ｐ５０较左眼更趋于负值ꎮ

２ ５男生和女生屈光度差异性比较 　 对双眼散光均
≤０ ５０Ｄ的男生、女生(组 １:１８６０６ 例)及全部纳入的男
生、女生(组 ２:３０７１６ 例)分别进行等效球镜比较ꎮ 其中
组 １:男生等效球镜为－０ ２５( －１ ００ꎬ＋０ ２５)Ｄꎻ女生等效
球镜为－０ ３８( －１ ２５ꎬ＋０ １３)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
－１４ ８４１ꎬＰ<０ ０５)ꎻ组 ２:男生等效球镜为－０ ３８( －１ ２５ꎬ
＋０ １３)Ｄꎻ女生等效球镜为－０ ５０( －１ ５０ꎬ＋０ １３)Ｄ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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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不同年龄间屈光度的比较

年龄 总眼数

正视

眼数
屈光度

(ｘ±ｓꎬＤ)
正视率

(％)

近视

眼数
屈光度

(ｘ±ｓꎬＤ)
近视率

(％)

远视

眼数
屈光度

(ｘ±ｓꎬＤ)
远视率

(％)

散光

眼数
屈光度

(ｘ±ｓꎬＤ)
散光率

(％)
６ 岁 ４５８８ １０６９ －０ ０８±０ １７ ２３ ３０ ７８９ －１ ３２±１ ０３ １７ ２０ １２５２ ０ ５６±０ ３６ ２７ ２９ １４７８ －１ ３１±０ ９６ ３２ ２１
７ 岁 １１３２６ ２７１３ －０ １０±０ １８ ２３ ９５ ２３６１ －１ ２７±０ ９５ ２０ ８５ ２８５４ ０ ５５±０ ４８ ２５ ２０ ３３９８ －１ ３１±０ ９０ ３０ ００
８ 岁 １０７９４ ２５９７ －０ １１±０ １７ ２４ ０６ ３０００ －１ ３６±０ ９７ ２７ ７９ ２０７７ ０ ５２±０ ４８ １９ ２４ ３１２０ －１ ３０±０ ８４ ２８ ９０
９ 岁 １０５２６ ２３２５ －０ １２±０ １７ ２２ ０９ ３６７３ －１ ４５±０ ９９ ３４ ８９ １５０６ ０ ５１±０ ４５ １４ ３１ ３０２２ －１ ２８±０ ８５ ２８ ７１
１０ 岁 １０３７０ １９８１ －０ １３±０ １７ １９ １０ ４２３１ －１ ６７±１ １０ ４０ ８０ １０７８ ０ ５０±０ ４４ １０ ４０ ３０８０ －１ ２９±０ ８６ ２９ ７０
１１ 岁 ９４９２ １５９３ －０ １５±０ １７ １６ ７８ ４１６９ －１ ８２±１ ２０ ４３ ９２ ７１０ ０ ４７±０ ３６ ７ ４８ ３０２０ －１ ２６±０ ８４ ３１ ８２
１２ 岁 ４２６０ ６３４ －０ １４±０ １７ １４ ８８ １９８５ －１ ９２±１ ２１ ４６ ６０ ２９１ ０ ５０±０ ４５ ６ ８３ １３５０ －１ ２５±０ ８９ ３１ ７０
１３ 岁 ７２ １８ －０ １６±０ ２２ ２５ ００ ２２ －２ １２±１ ５８ ３０ ５６ ８ ０ ４４±０ １８ １１ １１ ２４ －１ ３１±０ ６５ ３３ ３３
１４ 岁 ４ ０ ０ ００ ０ １ －０ ５０ ２５ ００ １ ０ ２５ ２５ ００ ２ －２ ２５±０ ３５ ５０ ００

　 　 　 　 　 　 　 　 　 　 　
合计 ６１４３２ １２９３０ －０ １２±０ １７ ２１ ０５ ２０２３１ －１ ５８±１ １０ ３２ ９３ ９７７７ ０ ５２±０ ４５ １５ ９２ １８４９４ －１ ２９±０ ８７ ３０ １０

表 ６　 视力不良者配戴框架眼镜情况

年级 裸眼视力<４ ９(眼) 配戴框架眼镜(眼) 戴镜后矫正视力≥４ ９(眼) 视力不良者戴镜率(％) 框架眼镜矫正合格率(％)
一年级 １２９３ ２１４ １５８ １６ ５５ ７３ ８３
二年级 １６１２ ２８８ ２１２ １７ ８７ ７３ ６１
三年级 ２１２８ ３６６ ２５１ １７ ２０ ６８ ５８
四年级 ３０２８ ６２８ ４１１ ２０ ７４ ６５ ４５
五年级 ３８８９ ９３０ ５５０ ２３ ９１ ５９ １４
六年级 ４３０９ １２３６ ８６４ ２８ ６８ ６９ ９０

　 　 　 　 　 　 　 　 　 　 　 　 　 　 　 　 　 　 　 　 　 　 　 　 　 　 　 　
合计 １６２５９ ３７８８ ２４４６ ２３ ３０ ６４ ５７

有统计学意义(Ｚ ＝ －１６ ９９４ꎬＰ<０ ０５)ꎮ 且女生等效球镜
Ｐ５０较男生更趋于负值ꎮ
３讨论

屈光不正包括近视、远视及散光ꎮ 通过本次对北海市
海城区 １５ 所小学 ３０７１６ 名学生屈光状态的流行现状研究
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ꎬ轻度远视及正视眼的比例逐年下
降ꎻ近视眼的比例逐年上升ꎻ而散光在各年级及各年龄段
中占比略有差异ꎮ 正常人眼在出生时处于高度远视状态ꎬ
随着生长发育的过程变成低度远视ꎬ在学龄期逐渐变为正
视ꎬ即为眼的正视化过程[４]ꎮ 当眼轴增长过快ꎬ与眼球的
屈光系统不匹配时ꎬ就会产生轴性近视ꎮ 随着眼轴的进一
步增长ꎬ易并发脉络膜新生血管、黄斑病变ꎬ甚至发生视网
膜脱离等眼底病变ꎬ严重影响患者的视力ꎬ导致不可逆的
视力丧失[５]ꎮ 而高度近视是导致我国人口低视力和致盲

的第二大原因[６－７]ꎮ 因此ꎬ对屈光不正ꎬ尤其是近视进行
早期的筛查及干预是十分必要的ꎮ

６ 岁以上少年儿童裸眼视力低于 ５ ０ 称为视力不良ꎬ
视力 ４ ９ 为轻度视力不良ꎬ４ ６ ~ ４ ８ 为中度视力不良ꎬ视
力≤４ ５ 为重度视力不良[８]ꎮ 屈光不正常见的矫正方法
是配戴框架眼镜ꎮ 参与本次监测的 ３０７１６ 例小学生
６１４３２ 眼中ꎬ裸眼视力<４ ９ 者共 １６２５９ 眼ꎬ配戴框架眼镜
者共 １８９４ 例 ３７８８ 眼ꎬ其中通过配戴自己的框架眼镜后ꎬ
戴镜视力≥４ ９ 者共 ２４４６ 眼ꎮ 视力不良眼戴镜率为
２３ ３０％ꎬ而框架眼镜矫正合格率为 ６４ ５７％ꎮ 由此可见ꎬ
视力不良的学生中ꎬ常规配戴眼镜的人数较少ꎻ而戴镜后ꎬ
仍有部分学生的框架眼镜矫正视力不达标ꎮ 在筛查工作
及筛查后的复检工作中ꎬ通过与学生及家长的沟通ꎬ了解
到视力不良戴镜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１)部分家
长不愿意让孩子配戴眼镜ꎬ担心戴了就摘不下来了ꎬ而且

会越戴越深ꎻ(２)部分学生不愿意配戴眼镜ꎬ觉得不美观ꎻ
(３)部分学生学习任务重ꎬ课外兴趣班、补习班多ꎬ没有时
间复查ꎻ同时ꎬ家长忙于工作ꎬ忽视了视力的复查工作(有
些患者甚至 ２ａ 才复查一次)ꎬ导致屈光度数增加后ꎬ配戴
原框架眼镜的视力不达标ꎬ也未能及时更换眼镜ꎬ所以戴
镜视力<４ ９ꎻ(４)部分学生发现视力下降后未能及时告知
家长ꎬ担心家长责备ꎮ 眼球的屈光状态是由角膜曲率、晶
状体屈光力以及眼轴所决定的ꎻ其中ꎬ眼轴占主要决定因
素[９]ꎮ 眼轴每增加 １ｍｍꎬ眼的屈光状态会像近视方向漂

移 ２ ５０~３ ００Ｄꎻ而余家麟等[１０] 研究发现:连续看书或写
作业>１ｈ、不良看书习惯等是学生视力不良的危险因素ꎻ
配戴合适的框架眼镜可以矫正异常的屈光状态ꎬ使眼睛看
得更加清晰、舒适ꎮ 所以ꎬ在平时的工作中ꎬ我们会和家长
进行沟通:近视的进展是生长发育过程及用眼习惯的共同
作用ꎬ而非单纯配戴眼镜所致ꎮ 一些研究发现:近视欠矫
比足矫更容易加速近视的进展[１１－１３]ꎮ 所以ꎬ青少年儿童
的屈光不正应该得到及时、准确的矫正ꎮ

本次监测中ꎬ对非散光者及全部纳入者分别进行了
左、右眼等效球镜的比较ꎬ发现两组中ꎬ左、右眼等效球镜
的差异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ꎬ且右眼等效球镜 Ｐ５０较左眼
更趋于负值ꎬ提示右眼较左眼更为偏近视状态ꎮ 在筛查工
作中ꎬ随机抽取部分学生写字ꎬ观察其握笔姿势ꎻ其中大部
分学生握笔姿势不正确ꎬ导致写字时身体侧弯、头偏位ꎻ长
此以往ꎬ可能会造成双眼屈光上的差异性ꎻ此外ꎬ在复检工
作中ꎬ对屈光参差及部分屈光不正患者及家长进行询问ꎬ
大部分存在躺着看书及电子产品的不良用眼习惯ꎬ也可能
会导致双眼屈光上的差异性ꎮ 伴随差异性的存在ꎬ同一物
体在双眼视网膜上成像的清晰度不同ꎬ将进一步影响双眼
的同步发育ꎬ使得这种差异性逐渐增大ꎬ形成恶性循环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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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双眼的屈光参差ꎮ 而屈光参差的患者ꎬ双眼调节、
集合的不等量会诱发斜视ꎮ 对于上述的观点ꎬ多基于临床
工作中的思考ꎬ仍需要通过后续的临床观察及严谨的临床
实验设计进一步研究ꎮ

对双眼散光均≤０ ５０Ｄ 的男生、女生及全部纳入的男
生、女生分别进行等效球镜比较ꎮ 两组男生、女生等效球
镜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ꎬ且女生等效球镜 Ｐ５０较男生
更趋于负值ꎮ 这可能与女生更注重学习ꎬ而户外活动时间
短有关ꎻ此外ꎬ女生的生长发育年龄早于男生ꎬ且青春期生
长发育的速度快于男生[１４]ꎬ可能也与男、女屈光状态分布
的差异性有一定的关联ꎮ

在筛查工作中还会发现一些学生ꎬ裸眼视力均为
５ ０ꎬ但屈光状态为轻度近视ꎬ屈光范围在－１ ００ ~ －２ ５０Ｄ
不等ꎬ通过询问发现ꎬ这部分学生在参加体检前基本上是
刚上完语文课ꎻ在后期复习阶段ꎬ这部分学生参加体检前
都在进行考试或试卷评讲ꎮ 在复检工作中ꎬ我们也发现一
名二年级小学生ꎬ女性:小瞳下裸眼视力 ０ ４ ~ ０ ５ꎬ电脑验
光－１０ ００~ －１１ ５０Ｄꎻ散瞳后双眼裸眼视力均为 １ ０ꎬ电脑
验光＋０ ２５~ ＋０ ５０Ｄꎻ家长说这名小朋友每天中午都要进
行练字、看书等近距离用眼活动ꎮ 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一段
时间后ꎬ眼的屈光状态表现为暂时性、小幅度的近视漂移ꎻ
而随着时间的延长ꎬ效应的累积ꎬ会造成持续的视网膜离
焦ꎬ诱导眼轴的延长ꎬ最终导致近视的发生及进展[１５]ꎮ

综上所述ꎬ随着年龄的增长ꎬ轻度远视及正视眼的比
例逐年下降ꎻ近视眼的比例逐年上升ꎻ在视力不良的学生
中ꎬ常规配戴眼镜的人数较少ꎻ而戴镜后ꎬ仍有部分学生的
框架眼镜矫正视力不达标ꎻ左、右眼等效球镜的差异性具
有统计学意义ꎬ且右眼等效球镜 Ｐ５０较左眼更趋于负值ꎻ女
生等效球镜较男生更趋于负值ꎮ 后续我们将通过对屈光
档案的建立ꎬ进行纵向的追踪及访视ꎬ为近视的防控工作
提供支持ꎮ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ꎬ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努
力ꎬ守住孩子们的一双明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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