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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包头市小学生近视现状并分析影响其近视相关
因素ꎬ为教育卫生等部门近视防控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
依据ꎮ
方法: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２０１９－０１ / １１ 调查包头市市
区及牧区共 ２６ 所小学中 ７ ~ １４ 岁学生视力情况ꎬ并发放
近视相关因素调查问卷 ２０００ 份ꎬ最终形成有效问卷 １６３０
份ꎬ建立近视数据库ꎬ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结果: 受调查学生 ３１０８０ 人中近视人数共 １４８４５ 人ꎬ近视
率为 ４７. ８％ ( １４８４５ / ３１０８０)ꎮ 其中男生近视率 ４４. ３％
(６９１２ / １５６０９)ꎬ女生近视率 ５１.３％(７９３３ / １５４７１)ꎮ 市区近
视率 ５０. ４％ ( ９３１０ / １８４８９ )ꎬ 牧 区 的 近 视 率 ４４. ０％
(５５３５ / １２５９１)ꎬ汉族近视率 ４８.０％(１３１８５ / ２７４４２)ꎬ蒙古族
近视率 ４４. ６％ ( １１４９ / ２５７６)ꎬ其他民族近视率 ４８. １％
(５１１ / １０６２)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１１、１２、１３、
１４ 岁市区小学生近视率分别为 ５１. ９％ ( １３３３ / ２５６８)、
６２.８％(１６７１ / ２６６２)、７２.０％(３４１５ / ４７４０)、４５.４％(７０４ / １５５１)ꎻ
牧区小学生近视率分别为 ４６. ５％ ( ９３８ / ２０１９)、 ５８. ０％
(１０８９ / １８７７ )、 ６８. ３％ ( １５５７ / ２２７９ )、 ３６. ２％ ( ３３８ / ９３４ )ꎻ
１１~１４岁市区小学生近视率均高于牧区(Ｐ<０.０５)ꎮ 其中
做眼保健操、喜食蔬菜水果为保护因素ꎬ地区、年级、趴着
读书、弱光下读写或使用电子产品、父母近视、父亲文化程
度均为近视危险因素ꎮ
结论:包头小学生近视患病率处于较高水平ꎬ随年龄增加ꎬ
近视患病率升高ꎬ多种因素与小学生近视相关ꎬ提醒家长
及教育部门进行相关干预ꎮ
关键词:小学生ꎻ近视ꎻ蒙古族ꎻ相关因素
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２１.１０.３５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ｐｕｐｉｌｓ ｉｎ Ｂａｏｔｏｕ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ｏｎｇ－Ｘｉａ Ｂｉａｎꎬ Ｍｅｎｇ －Ｔｉｎｇ Ｂｉａｎꎬ Ｍｉ Ｇｕｏꎬ Ｒｕｉ －
Ｙｉｎｇ Ｌｉｕꎬ Ｘｕｅ －Ｌｏｎｇ Ｙｕꎬ Ｌｉ －Ｗｅｎ Ｈｏｕꎬ Ｊｕｎ －Ｊｕｎ
Ｌｉｕꎬ Ｈａｉ－Ｙａｎ Ｂａｉꎬ Ｚｈｅｎ－Ｌｉａｎｇ Ｘｉａｏꎬ Ｚｈｉ－Ｇｕａｎｇ Ｌｉ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 －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ｏ.ＮＭ２０１９ＢＴ０１３)
Ｂａｏｔｏｕ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Ｂａｏｔｏｕ ０１４０３０ꎬ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Ｍｅｎｇ－Ｔｉｎｇ Ｂｉａｎ. Ｂａｏｔｏｕ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Ｂａｏｔｏｕ
０１４０３０ꎬ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ｂｉａｎｍｅｎｇｔｉｎｇ２１＠ １６３.ｃｏ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２０２１－０３－２６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２０２１－０９－０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ｐｕｐｉｌｓ ｉｎ Ｂａｏｔｏｕ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ｍｙｏｐｉａ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ａｔ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ｍｙｏｐｉａ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ｇｅｄ ７－１４ ｉｎ ２６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Ｂａｏｔｏｕ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 ２０００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ｏｎ ｍｙｏｐｉａ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ꎬ ａｎｄ １６３０ ｖａｌｉ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ꎬ ａｎｄ ａ ｍｙｏｐｉ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１４８４５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３１０８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ｏｐｉａ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４７. ８％
(１４８４５ / ３１０８０) .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ꎬ ｔｈｅ ｍｙｏｐｉａ ｒａｔｅ ｏｆ ｂｏｙｓ ｗａｓ
４４. ３％ ( ６９１２ / １５６０９ )ꎬ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ｉｒｌｓ ｗａｓ ５１. ３％
(７９３３ / １５４７１) . Ｔｈｅ ｍｙｏｐｉａ ｒａｔ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ａｓ ５０.４％
( ９３１０ / １８４８９ ) ａｎｄ ｉ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ｗｅｒｅ ａｓ ｗａｓ ４４. ０％
(５５３５ / １２５９１) . Ｔｈｅ ｍｙｏｐｉａ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ｗａｓ
４８.０％ ( １３１８５ / ２７４４２)ꎬ ａｎｄ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ｗａｓ
４４.６％ ( １１４９ / ２５７６)ꎬ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４８. １％
(５１１ / １０６２)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ｏｆ １１ꎬ １２ꎬ
１３ꎬ ａｎｄ １４ － ｙｅａｒ－ｏｌ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ｐｉｌｓ ｗｅｒｅ: ５１. ９％
(１３３３ / ２５６８)ꎬ ６２. ８％ ( １６７１ / ２６６２ )ꎬ ７２. ０％ ( ３４１５ / ４７４０ )ꎬ
４５.４％ (７０４ / １５５１)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４６.５％ (９３８ / ２０１９)ꎬ ５８.０％ (１０８９ / １８７７)ꎬ ６８.３％
(１５５７ / ２２７９)ꎬ ３６.２％ (３３８ / ９３４) . Ｔｈｅ ｍｙｏｐｉａ ｒａｔ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ｐｉｌｓ ｉｎ １１－１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Ｐ < ０.０５) .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ꎬ ｄｏｉｎｇ ｅｙ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ａꎬ
ｇｒａｄｅꎬ ｔｕｍｍ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ꎬ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ｗ
ｌｉｇｈｔꎬ ｏｒ ｕｓ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ｍｙｏｐｉａꎬ ａｎｄ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ｍｙｏｐｉａ.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Ｂａｏｔｏｕ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ｓ ａｔ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ｇｅ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ｕｐｉｌｓꎻ ｍｙｏｐｉａꎻ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ꎻ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４３８１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第 ２１ 卷　 第 １０ 期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电话: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电子信箱:ＩＪＯ.２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ｎ ＨＸꎬ Ｂｉａｎ ＭＴꎬ Ｇｕｏ Ｍ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ｐｕｐｉｌｓ ｉｎ Ｂａｏｔｏｕ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 (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 ２０２１ꎻ ２１ ( １０):
１８３４－１８３８

０引言
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高发和低龄化趋势ꎬ严重

影响其身心健康ꎬ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ꎮ 根据世卫组
织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ꎬ我国青少年近视患病率现居世界
前列ꎬ由此可见ꎬ我国“视力形势”非常严峻ꎮ 有研究显
示ꎬ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患者成年后发生白内障、视网膜
病变以及青光眼等眼部疾病的风险较高ꎬ病情严重者甚至
会致盲ꎬ对患者的视觉质量以及生活质量造成极大影
响[１－３]ꎮ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ꎬ电子产品的普及ꎬ网上授
课等教学方式的兴起ꎬ近视逐渐趋于年轻化ꎬ儿童青少年
近视患病率不断攀升ꎬ成为困扰学校、家长及社会的公共
问题ꎮ 本研究旨在分析包头市小学生近视患病现状及其
相关影响因素ꎬ为近视防控工作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预方
案ꎬ同时可为多民族地区近视成因分析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２０１９－０１ / １１ 调查包头
市市区及牧区小学共 ２６ 所学校ꎬ７~１４ 岁小学生 ３１０８０ 人
近视情况ꎮ 近视诊断标准:裸眼远视力检测并结合非散瞳
电脑验光诊断:任意一眼裸眼视力<５.０ꎬ电脑验光等效球
镜(ＳＥ)﹥－０.５０Ｄꎬ如果任意一眼近视而对侧眼远视仍定
义为近视ꎮ 纳入标准:(１)经诊断标准诊断为近视者ꎻ(２)
属于包头市常住人口ꎻ(３)近 １ａ 内未转入或转出本地学
校者ꎻ(４)自愿接受本次视力检查及问卷调查者ꎮ 排除标
准:(１)除近视以外的其他眼部疾病如:远视、弱视、先天
性白内障、先天性或发育性青光眼、遗传性视网膜疾病、角
结膜病变等ꎻ(２)正在接受近视相关治疗如使用低浓度阿
托品、配戴角膜塑形镜等ꎮ 所有接受检查学生均经过本人
及监护人同意ꎬ且已通过包头市眼科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批ꎮ
１.２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包头市市区 ２０ 所
小学学生共 １８４８９ 人ꎬ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简称达茂
旗)６ 所小学学生共 １２５９１ 人检查ꎬ所有学生通过标准对
数视力表进行裸眼远视力检测及非散瞳自动验光仪验光ꎬ
共发放调查问卷 ２０００ 份ꎬ问卷内容包括小学生用眼行为、
饮食情况、双亲屈光状态等相关问题ꎬ经过对调查问卷完
整性及合理性检查ꎬ最终形成有效问卷 １６３０ 份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进行统计学分析ꎬ使用百
分率描述不同分组学生的近视检出率ꎬ采用 χ２检验进行组
间比较ꎻ学生近视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分析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分析ꎬ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近视分布情况 　 受调查学生 ３１０８０ 人中检出近视人
数 １４８４５ 人ꎬ近视检出率为 ４７.８％ꎻ不同性别、民族、地区、
年龄近视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ꎬ见
表 １ꎮ １１~１４ 岁各年龄段不同生活环境近视率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２.２影响近视相关因素分析　 对 １６３０ 份有效问卷整理后
分组ꎬ进行单因素分析(表 ３)及多因素回归分析ꎬ具体变

表 １　 近视分布情况

项目 分类 人数
近视
人数

近视率
(％)

χ２ Ｐ

性别 男 １５６０９ ６９１２ ４４.３ １５２.３５ <０.００１
女 １５４７１ ７９３３ ５１.３

民族 汉族 ２７４４２ １３１８５ ４８.０ １１.２４ ０.００４
蒙古族 ２５７６ １１４９ ４４.６
其它 １０６２ ５１１ ４８.１

地区 市区 １８４８９ ９３１０ ５０.４ １２２.７５ <０.００１
牧区 １２５９１ ５５３５ ４４.０

年龄(岁) ７ ２４２ ３４ １４.０ ２４９８.０ <０.００１
８ ２８４３ ６０６ ２１.３
９ ４６７８ １３３５ ２８.５
１０ ４６８７ １８２５ ３８.９
１１ ４５８７ ２２７１ ４９.５
１２ ４５３９ ２７６０ ６０.８
１３ ７０１９ ４９７２ ７０.８
１４ ２４８５ １０４２ ４１.９

量分级赋值及相关因素见表 ４、５ꎮ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地
区、年级、趴着读书、弱光下读写或用电子产品、做眼保健
操、喜食蔬菜水果、父母近视、父亲文化程度是影响小学生
近视的相关因素ꎮ 其中做眼保健操、喜食蔬菜水果为保护
因素ꎬ地区、年级、趴着读书、弱光下读写或使用电子产品、
父母近视、父亲文化程度为近视危险因素ꎮ
３讨论
３.１ 包头市小学生近视现状 　 儿童青少年近视一直受到
国家及社会的关注ꎬ由于受地域、抽样及研究方法等因素
影响ꎬ且各地区教育ꎬ经济发展ꎬ社会受重视程度不同ꎬ因
此各地近视检出率存在差异ꎮ ２０２０ 年一项对中国 ７ 省份
小学生近视筛查结果显示ꎬ甘肃省近视率为 ３０.３％ꎬ广东
省为 ２０.４％ꎬ广西省 ３６.０％ꎬ贵州省为 ２８.２％ꎬ辽宁省近视
检出率为 ２１. ３％ꎬ山东省检出率为 ２５. ７％ꎬ山西省为
２８.５％ [４]ꎮ 根据已有流行病学资料ꎬ２００９ 年包头市小学生

近视患病率为 ２４.８６％ [５]ꎮ 本次共检出近视人数 １４８４５
人ꎬ总体学生近视患病率为 ４７.８％ꎬ高于本地区以往流行
病学调查结果ꎬ究其原因与包头市近年来经济不断向前发
展ꎬ教育水平不断提升ꎬ学生学业压力较前加重等因素
有关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７ 岁儿童近视率最低(１４.０％)ꎬ１３
岁儿童近视率最高(７０.８％)ꎮ ７~ １３ 岁近视率呈现随年龄
增加而增长趋势ꎬ１０~１３ 岁近视增幅较快ꎮ 造成这种现象
可能是小学阶段正是眼部发育关键时期ꎬ部分学生具有远
视储备ꎬ随着年级升高ꎬ学业压力增大ꎬ电子产品的可操作
性及娱乐性增加ꎬ使近距离用眼及在视频终端前的时间较
长ꎬ增加了患近视的几率和进展ꎬ加之家长和学校未做好
学生近视防控工作ꎬ导致学生近视患病率增幅加快ꎬ而 １４
岁近视检出率较低可能与一部分学生已步入初中ꎬ且不在
视觉敏感期范围有关ꎮ

对比性别差异ꎬ男生近视率 ４４. ３％ꎬ女生近视率
５１.３％ꎬ呈现女生高于男生现象ꎬ这与许多地区调查结果
相同[６－７]ꎮ 有研究认为女生近视率高可能与其青春期发

育较男生早[８]ꎬ且学习更刻苦ꎬ缺乏户外活动有关ꎮ 同时ꎬ
５３８１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１０ Ｏｃｔ.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表 ２　 各年龄段不同生活环境近视率比较 人(％)

年龄(岁)
市区

是 否

牧区

是 否
χ２ Ｐ

７ １６(１３.６) １０２(８６.４) １８(１４.５) １０６(８５.５) ０.４６０ ０.８５０
８ ３７０(２１.６) １３４１(７８.４) ２３６(２０.８) ８９６(７９.２) ０.２４５ ０.６４０
９ ７４８(２９.４) １７９９(７０.６) ５８７(２７.５) １５４４(７２.５) １.８８０ ０.１７２
１０ １０５３(４０.６) １５３９(５９.４) ７７２(３６.８) １３２３(６３.２) ６.９４０ ０.０９０
１１ １３３３(５１.９) １２３５(４８.１) ９３８(４６.５) １０８１(５３.５) １３.４３０ <０.００１
１２ １６７１(６２.８) ９９１(３７.２) １０８９(５８.０) ７８８(４２.０) １０.４４０ ０.０１０
１３ ３４１５(７２.０) １３２５(２８.０) １５５７(６８.３) ７２２(３１.７) １０.３４０ ０.０１０
１４ ７０４(４５.４) ８４７(５４.６) ３３８(３６.２) ５９６(６３.８) ２０.２７０ <０.００１

表 ３　 影响近视单因素分析

项目 分类 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χ２ Ｐ
性别 男 ７８９ ２４１ ３０.５ ６.０５ ０.０１４

女 ８４１ ３０６ ３６.４
年级 一年级 ２６６ ３３ １２.４ ２０４.０４ <０.００１

二年级 ２２５ １９ ８.４
三年级 １７１ ５６ ３２.７
四年级 ２００ ６７ ３３.５
五年级 ３４２ １４６ ４２.７
六年级 ４２６ ２２７ ５３.３

地区 市区 ８８９ ２０３ ２２.８ １２８.４２３ <０.００１
农区 ７４１ ３４５ ４６.６

年龄(岁)
７
８

２１９
１７４

１２
１３

５.５
７.５

１０１.９２ <０.００１

９ １４８ ４１ ２７.７
１０ １５１ ５４ ３５.８
１１ １４９ １２３ ８２.６
１２ ２０９ １１３ ５４.１
１３ ３０６ １３３ ４３.５
１４ ２７４ １４７ ５３.６

父母近视 父亲 ３２２ １５５ ４８.１ ３７.８９ <０.００１
母亲 ４３０ ２１３ ４９.５ ６６.２９ <０.００１

趴着读书 是 １４２ ８２ ５７.７ ８３.２５ <０.００１
否 １４８８ ４６１ ３０.９

弱光下读书或使用电子产品 是 ６９６ ３１０ ４４.５ ７８.５１ <０.００１
否 ９３４ ２３１ ２４.７

做眼保健操 是 １３０４ ４７２ ３６.２ ２１.３２ <０.００１
否 ３２６ ７４ ２２.７

喜食蔬菜水果 是 １２１４ ３８９ ３２.０ １５.３０ ０.０１８
否 ４１６ １５７ ３７.７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６８ ７８ ２９.１ ４２.１５ <０.００１
其他 １０７６ ３４６ ３２.２

本科及以上 ２８６ １０７ ３７.４

易偏食的女生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ꎬ影响身体发育ꎬ使其
患近视风险增大ꎮ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ꎬ由于各民族起源不同、受地
理因素影响ꎬ各地生活方式、饮食、宗教等存在差异ꎬ导致
不同民族眼部组织结构和生物学相关参数也存在差异[９]ꎮ
本次受调查学生中汉族近视检出率 ４８. ０％ꎬ蒙古族为
４４.６％ꎬ其他民族近视率 ４８.１％ꎬ近视患病率存在民族间差
异ꎬ这与钱美伶等[１０] 的研究结果较一致ꎮ 本次结果显示

市区近视检出率为 ５０.４％ꎬ明显高于牧区 ４４.０％ꎬ根据我
国地理分布特点ꎬ少数民族多数聚居于我国高海拔地区ꎬ
本次调查牧区达茂旗位于包头市北部ꎬ平均海拔为
１３７６ｍꎬ其特殊的高海拔环境ꎬ加之缺氧、气压相对较低、
光照充足辐射较大等自然因素的影响ꎬ可能对近视的发生
及进展造成一定影响ꎮ 其次ꎬ当地有限的教育资源、语言
文化的差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等因素ꎬ与市区相比较
其学生近视检出率较低ꎮ

６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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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影响近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析赋值表

相关因素 赋值

地区 ０＝牧区ꎻ１＝市区

年级 ０＝一年级ꎻ１＝二年级ꎻ２＝三年级ꎻ３＝四年级ꎻ４＝五年级ꎻ５＝六年级

趴着读书 ０＝否ꎻ１＝是

弱光下读写或使用电子产品 ０＝否ꎻ１＝是

做眼保健操 ０＝否ꎻ１＝是

喜食蔬菜水果 ０＝否ꎻ１＝是

母亲近视 ０＝否ꎻ１＝是

父亲近视 ０＝否ꎻ１＝是

父亲文化程度 ０＝文盲ꎻ１＝小学ꎻ２＝初中ꎻ３＝高中(中专)ꎻ４＝大专ꎻ５＝本科及以上

表 ５　 影响近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析

相关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 ＣＩ

下限 上限

地区 ０.９５７ ０.２８５ １１.２９９ ０.００１ ２.６０４ １.４８９ ４.５５２
年级 ０.６９０ ０.０９５ ５２.３８５ <０.００１ １.９９４ １.６５５ ２.４０２
趴着读书 ０.３４９ ０.１１９ ８.５８２ ０.００３ １.４１８ １.１２３ １.７９０
弱光下读写或用电子产品 ０.２５１ ０.１１９ ４.４７８ ０.０３４ １.２８５ １.０１８ １.６２３
做眼保健操 －０.３４４ ０.１６９ ４.１４１ ０.０４２ ０.７０９ ０.５０９ ０.９８７
喜食蔬菜水果 －０.１９４ ０.０８３ ５.５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８２４ ０.７００ ０.９６９
母亲近视 ０.２０６ ０.０７８ ６.９１３ ０.００９ １.２２９ １.０５５ １.４３２
父亲近视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９ ４.０１５ ０.０４５ １.１２５ １.００２ １.２６３
父亲文化程度 ０.２４１ ０.０６２ １４.８６３ <０.００１ １.２７３ １.１２７ １.４３７

３.２影响近视相关因素分析　 不正确的读写姿势ꎬ会造成

眼部调节力增强ꎬ视网膜成像不清ꎬ出现视神经调节滞后ꎬ
引起视疲劳[１１－１３]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趴着读书、弱光下读

写或使用电子产品是近视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不良的用眼

行为主要通过加重视疲劳而导致近视[１４]ꎮ 过去 １ａꎬ在疫

情防控期间ꎬ大范围“云端”授课的开展给学生近视防控

工作带来挑战ꎮ 教育部对 ９ 省区市 １４５３２ 人的最新统计

发现ꎬ与 ２０１９ 年末相比ꎬ仅半年ꎬ小学生近视检出率增加

了 １５.２％ꎬ究其原因与青少年近距离用眼时间长ꎬ严重缺

乏“光合作用”有关ꎬ值得注意的是ꎬ户外活动影响近视已

成为共识ꎬ但由于缺乏相关数据ꎬ因此ꎬ本次研究未纳入这

一影响因素ꎮ
与遗传相关的因素如父母的教育程度、视力情况、认

知水平等均可能影响子代屈光发展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母亲

近视、父亲近视均为近视的危险因素ꎮ 澳大利亚的一项针

对 １２ 岁儿童近视的危险因素研究发现ꎬ父母有近视的孩

子近视患病率比父母没有近视的儿童患病率高 ２ ~ ８ 倍ꎬ
而且双亲有近视的学生等效球镜更大ꎬ眼轴更长[１５]ꎮ 本

次调查还发现ꎬ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子代近视相关ꎬ父亲

的文化程度越高ꎬ孩子患近视的几率就越大ꎮ 其可能原因

是家庭中父亲更关注孩子教育问题也更能影响家庭经济

收入ꎬ从而间接影响孩子视力ꎮ
调查发现做眼保健操是近视的保护因素ꎬＯＲ<１ꎬＰ<

０.０５ꎮ 眼保健操原理主要是增加眼调节幅度ꎬ改善眼部

血液循环ꎮ 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相比假穴位组或闭眼

组ꎬ做眼保健操组能够有效减少儿童眼的调节滞后[１６]ꎮ
巢式病例对照研究也同样发现规范做眼保健操的学生其

近视发展较慢[１７]ꎮ 虽然目前对做眼保健操的疗效评价有
限ꎬ但根据现有数据可证实做眼保健操在保护视力方面具
有有效性ꎬ当然在其他眼部疾病方面作用ꎬ还需进一步
探讨ꎮ

膳食与近视有着密切的联系ꎬ有研究显示[１８]:屈光不
正的幼儿吃蔬菜水果的比例明显较低ꎮ 蔬菜水果中富含
各种对眼部有益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ꎬ如维生素 Ａ、维生
素 Ｂ１ 以及叶黄素等ꎬ这些对眼部生理功能维持及眼轴的
伸长有重要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包头市小学生近视患病率处于较高水平ꎬ
整体呈现市区高于牧区ꎬ汉族高于蒙古族ꎬ女生高于男生ꎬ
且随年龄增长ꎬ近视率升高ꎮ 其中做眼保健操、喜食蔬菜
水果为保护因素ꎬ地区、年级、趴着读书、弱光下读写或使
用电子产品、父母近视、父亲文化程度为近视危险因素ꎮ
此次调查期间受新冠疫情影响ꎬ大规模线上教学的开展
可能导致包头市疫情前后学生近视率出现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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