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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蒙自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现状ꎬ并探索影响近视
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ꎮ
方法:２０１９－１０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ꎬ在云南省蒙自
市 ７ 所学校(２ 所小学、２ 所中学、２ 所高中、１ 所职业高中)
选取四年级以上的中小学生 １８３７ 名进行近视相关影响因
素问卷调查ꎬ并进行远视力检查和非睫状肌麻痹条件下的
屈光检测ꎻ对调查问卷进行完整性及合理性检查ꎬ最终得
到有效问卷 １６２２ 份ꎮ
结果:２０１９ 年蒙自市中小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６１.３４％ꎻ女生
(７１.３６％)高于男生(５０.４５％)ꎬ汉族(７０.１９％)高于少数民
族(５７.７０％)ꎻ随着学段的增加ꎬ近视率呈上升趋势ꎮ 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女性(ＯＲ ＝ ２.３０８)、汉族
(ＯＲ ＝ １. ７１２)、学段升高(初中:ＯＲ ＝ １. ５７９ꎬ高中:ＯＲ ＝
５.５３８)、过去 １ｗｋ 每天做作业时长(１ ~ <２ｈ:ＯＲ ＝ １.４５６ꎬ
２~ <３ｈ:ＯＲ＝ １.５１４ꎬ≥３ｈ:ＯＲ＝ １.９０１)、读写时眼睛距离书
本偶尔或从不超过 １ 尺(ＯＲ ＝ １.７４１)、睡眠不充足(ＯＲ ＝
１.５８５)、父母近视(ＯＲ＝ ２.１９１)是近视的危险因素ꎮ
结论:蒙自市中小学生近视患病率较高ꎬ女性、汉族、学段
升高、过去 １ｗｋ 每天做作业≥１ｈ、读写时眼睛距离书本偶
尔或从不超过 １ 尺、睡眠不充足以及父母近视是蒙自市中
小学生近视的危险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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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近年来ꎬ我国中小学生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且呈低龄

化趋势ꎬ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１]ꎮ 近视病因尚不完

全明确ꎬ目前普遍认为是遗传和环境等综合作用的结

果[２－３]ꎮ 近视不仅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ꎬ还影响其

生活、学习及未来就业[４]ꎬ同时也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了一

定的经济负担ꎮ 本研究采取调查问卷形式收集蒙自市中

小学生近视相关影响因素资料ꎬ并结合视力检查和屈光检

测结果ꎬ分析蒙自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现状ꎬ探索影响近视

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ꎬ进一步为近视防控工作提供建议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根据«２０１９ 年云南省儿童青少年近视等常见病

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方案»ꎬ结合蒙自市实

际ꎬ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ꎬ选取蒙自市 ７ 所中小学学

校(包括小学 ２ 所、中学 ２ 所、高中 ２ 所、职业高中 １ 所)在
校学生为监测对象ꎬ以年级为层ꎬ包括小学 ４ ~ ６ 年级以及

初中、高中的所有年级ꎻ每所学校各年级以整班为单位开

展调查ꎬ每个年级至少抽取 ８０ 名学生ꎮ 共计抽取 １８３７ 名

中小学生进行近视相关影响因素专项问卷调查ꎬ并进行远

视力检查和非睫状肌麻痹条件下的屈光检测ꎮ 对调查问

卷进行完整性及合理性检查ꎬ最终形成有效问卷 １６２２ 份ꎮ
１.２方法　 由蒙自市人民医院眼科专业人员根据«儿童青

少年近视筛查规范»要求进行远视力检查和屈光检测ꎮ
近视筛查标准:裸眼视力<５.０ 且非睫状肌麻痹下电脑验

光等效球镜度数<－０.５Ｄ 为近视ꎬ单眼判定为近视者即计

入近视人数ꎻ此外ꎬ配戴角膜塑形镜的受检者也计入近视

人数ꎮ 睡眠是否充足判定标准:小学生睡眠时间≥１０ｈꎬ初
中生≥９ｈꎬ高中生≥８ｈ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２６.０ 进行分析ꎬ不同

组别学生近视检出率的比较和近视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

析使用 χ２检验和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ꎬ近视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ꎻ采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７. ０ 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森林图的绘制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基本情况 　 本研究纳入的研究对象共 １６２２ 人ꎬ其中

男生 ７７７ 人ꎬ女生 ８４５ 人ꎻ小学生 ４４４ 人ꎬ初中生 ４４３ 人ꎬ高
中生 ７３５ 人ꎮ
２.２ 蒙自市中小学生总体近视情况 　 总体近视率为

６１.３４％ꎬ其中男生近视率 为 ５０. ４５％ꎬ 女 生 近 视 率 为

７１.３６％ꎬ女生高于男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ꎻ汉
族学生近视率为 ７０.１９％ꎬ少数民族学生近视率为５７.７０％ꎬ
汉族高于少数民族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ꎻ小学

生近视率为 ４１.４４％ꎬ初中生近视率为 ５２.８２％ꎬ高中生近

视率为 ７８.５０％ꎬ高中生高于初中生、小学生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０１)ꎬ见表 １ꎮ 随着学段的增加ꎬ近视率呈上

升趋势ꎮ
２.３ 中小学生近视单因素分析 　 近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ꎬ性别、民族、学段、是否住校、课桌椅高度调整频次、每
天做眼保健操次数、课间活动场所、过去 １ｗｋ 每天做作业

时长、过去 １ｗｋ 里参加文化类补习班时长、第一次参加文

化类补习班时的年龄、读写时胸口距离桌子边沿超过一拳

的频次、读写时眼睛距离书本超过 １ 尺(３３ｃｍ)的频次、老
师提醒你的读写姿势不正确的频次、父母提醒你的读写姿

势不正确的频次、过去 １ｗｋ 使用移动电子设备情况、阳光

直射下看书或电子屏幕的频次、天黑后看电子屏幕时关灯

的频次、躺着或趴着看书或电子屏幕的频次、走路或乘车

时看书或电子屏幕的频次、天黑后在家读书写字用的灯光

类型、眼睛距离电脑显示屏的距离超过 ６６ｃｍ 的频次、眼
睛距离电视显示屏的距离超过 ３ｍ 的频次、近距离用眼时

多久休息一次眼睛、过去 １ｗｋ 每天白天户外活动时间

(ｈ)、睡眠是否充足、父母是否近视均与近视有关(Ｐ <
０.０５)ꎬ见表 １、２ꎮ
２.４中小学生近视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是否近视

为因变量(０＝否ꎬ１＝是)ꎬ结合单因素分析结果ꎬ将有统计

学意义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ꎬ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模型ꎬ采用逐步回归法筛选自变量ꎮ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性别与近视存在着统计学关联 ( ＯＲ ＝ ２. ３０８ꎬ ９５％ ＣＩ
１.８２９~２.９１３ꎬＰ<０.００１)ꎮ 民族与近视存在着统计学关联

(ＯＲ＝ １.７１２ꎬ９５％ＣＩ １.３１９ ~ ２.２２２ꎬＰ<０.００１)ꎮ 与参照(小
学)相比ꎬ学段(初中)与近视存在着统计学关联(ＯＲ ＝
１.５７９ꎬ９５％ＣＩ １.１６６ ~ ２.１３９ꎬＰ ＝ ０.００３)ꎻ学段(高中)与近

视存在着统计学关联(ＯＲ＝ ５.５３８ꎬ９５％ＣＩ ４.１１８~７.４４９ꎬＰ<
０.００１)ꎮ 与参照(<１ｈ)相比ꎬ过去 １ｗｋ 每天做作业的时长

(１~ <２ｈ)与近视存在着统计学关联(ＯＲ ＝ １.４５６ꎬ９５％ＣＩ
１.０８４~１.９５４ꎬＰ＝ ０.０１２)ꎻ过去 １ｗｋ 每天做作业的时长(２~
<３ｈ) 与近视存在着统计学关联 ( ＯＲ ＝ １. ５１４ꎬ ９５％ ＣＩ
１.０７６~２.１３０ꎬＰ ＝ ０. ０１７)ꎬ过去 １ｗｋ 每天做作业的时长

(≥３ｈ)与近视存在着统计学关联 (ＯＲ ＝ １. ９０１ꎬ９５％ ＣＩ
１.３３４~ ２.７０９ꎬＰ<０.００１)ꎮ 与参照(总是)相比ꎬ读书时眼

睛距离书本超过 １ 尺的频次(偶尔或从不)与近视存在着

统计学关联(ＯＲ＝ １.７４１ꎬ９５％ＣＩ １.１８３ ~ ２.５６２ꎬＰ ＝ ０.００５)ꎮ
以参照(同时使用台灯和屋顶灯)相比ꎬ天黑时在家读书

写字用的灯光类型 (其他) 与近视存在着统计学关联

(ＯＲ＝ ０.２１３ꎬ９５％ＣＩ ０.０８８ ~ ０.５１９ꎬＰ ＝ ０.００１)ꎻ睡眠是否充

足与近视存在着统计学关联(ＯＲ ＝ １.５８５ꎬ９５％ＣＩ １.２２２ ~
２.０５６ꎬＰ＝ ０.００１)ꎻ父母是否近视与近视存在着统计学关

联(ＯＲ＝ ２.１９１ꎬ９５％ＣＩ １.５６１~３.０７４ꎬＰ<０.００１)ꎬ见图 １ꎮ

表 １　 ２０１９ 年不同性别、民族、学段中小学生近视检出率比较

ｎ(％)

变量 人数 近视 χ２ Ｐ
性别 ７４.６３９ <０.００１
　 男生 ７７７ ３９２(５０.４５)
　 女生 ８４５ ６０３(７１.３６)
民族 ２２.０３５ <０.００１
　 汉族 ４７３ ３３２(７０.１９)
　 少数民族 １１４９ ６６３(５７.７０)
学段 １７９.０００ <０.００１
　 小学生 ４４４ １８４(４１.４４)
　 初中生 ４４３ ２３４(５２.８２)
　 高中生 ７３５ ５７７(７８.５０)

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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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９ 年蒙自市中小学生近视单因素分析 ｎ(％)
因素 人数 近视 χ２ Ｐ
是否住校 ４５.３５２ <０.００１
　 否 ６１３ ３１２(５０.９０)
　 是 １００９ ６８３(６７.６９)
课桌椅高度调整频次 １３.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２~３ｍｏ １ 次 ４０ １７(４２.５０)
　 一学期 １ 次 ６７ ３２(４７.７６)
　 一学年 １ 次 ４７ ２６(５５.３２)
　 从不或课桌椅不可调 １４６８ ９２０(６２.６７)
每天做眼保健操次数 ６９.９８７ <０.００１
　 ３ 次 １８２ １０９(５９.８９)
　 ２ 次 ６３８ ３１８(４９.８４)
　 １ 次 ７５８ ５４３(７１.６４)
　 在校不做 ４４ ２５(５６.８２)
课间活动场所 １９.２２７ <０.００１
　 户外 １９２ ９０(４６.８８)
　 教学楼内 １４３０ ９０５(６３.２９)
过去 １ｗｋ 每天做作业的时长(ｈ) ７７.６５４ <０.００１
　 <１ ４２５ ２０２(４７.５３)
　 １~ <２ ４７９ ２７５(５７.４１)
　 ２~ <３ ３３９ ２３０(６７.８５)
　 ≥３ ３７９ ２８８(７５.９９)
过去 １ｗｋ 里参加文化类补习班时长(ｈ) １０.０１４ ０.０４０
　 无补习班 １１８８ ７１８(６０.４４)
　 <１ １５４ ９３(６０.３９)
　 １~ <２ １１９ ６８(５７.１４)
　 ２~ <３ ８９ ６７(７５.２８)
　 ≥３ ７２ ４９(６８.０６)
第一次参加文化类补习班时的年龄

(岁)
－ ０.０１０

　 从未参加过 １０６２ ６２２(５８.５７)
　 <３ ３ ２(６６.６７)
　 ３~５ ９４ ６５(６９.１５)
　 ≥６ ４６３ ３０６(６６.０９)
为让你有更多时间做作业或上补习

班ꎬ家长减少你运动时间的频次

０.４０６ ０.８１６

　 没有 １１６２ ７１４(６１.４５)
　 有时 ３６４ ２２５(６１.８１)
　 经常 ９６ ５６(５８.３３)
家长是否限制你看电视、玩电脑或

电子游戏时间

１.３３２ ０.２４９

　 是 ９３６ ５６３(６０.１５)
　 否 ６８６ ４３２(６２.９７)
读写时胸口距离桌子边沿超过一拳

的频次

１５.６８４ ０.００１

　 总是 １５０ ８５(５６.６７)
　 经常 ３５９ ２２４(６２.４０)
　 偶尔 ９０４ ５８１(６４.２７)
　 从不 ２０９ １０５(５０.２４)
读写时眼睛距离书本超过 １ 尺

(３３ｃｍ)的频次

２１.５５６ <０.００１

　 总是 １４９ ６９(４６.３１)
　 经常 ３８０ ２１９(５７.６３)
　 偶尔或从不 １０９３ ７０７(６４.６８)
读写时手指距离笔尖 １ 寸左右

(３.３ｃｍ)的频次

６.６１６ ０.０８５

　 总是 ３４９ ２３２(６６.４８)
　 经常 ４１１ ２５６(６２.２９)
　 偶尔 ５７９ ３４４(５９.４１)
　 从不 ２８３ １６３(５７.６０)

续表 ２　 ２０１９ 年蒙自市中小学生近视单因素分析 ｎ(％)
因素 人数 近视 χ２ Ｐ
老师提醒你的读写姿势不正确的频次 ４８.９１１ <０.００１
　 从不 ２９０ ２０１(６９.３１)
　 偶尔 ６７７ ４５８(６７.６５)
　 经常 ３８７ ２０７(５３.４９)
　 总是 ２６８ １２９(４８.１３)
父母提醒你的读写姿势不正确的频次 １９.９７４ <０.００１
　 从不 １７９ ９９(５５.３１)
　 偶尔 ５００ ３３３(６６.６０)
　 经常 ５５５ ３５５(６３.９６)
　 总是 ３８８ ２０８(５３.６１)
过去 １ｗｋ 里每天看电视时长(ｈ) １１.０１３ ０.０５１
　 我没有看过 ２０９ １４１(６７.４６)
　 <１ ６４５ ３７９(５８.８０)
　 １~ <２ ３８７ ２３２(５９.９５)
　 ２~ <３ １８０ １２５(６９.４４)
　 ３~ <４ ８３ ４９(５９.０４)
　 ≥４ １１８ ６９(５８.４７)
过去 １ｗｋ 每天用电脑时长 ５.４９３ ０.３５９
　 我没有看过 ６６７ ３９５(５９.２２)
　 <１ ６２５ ３９４(６３.０４)
　 １~ <２ １９５ １２１(６２.０５)
　 ２~ <３ ７５ ５１(６８.００)
　 ３~ <４ ２６ １７(６５.３８)
　 ≥４ ３４ １７(５０.００)
过去 １ｗｋ 使用移动电子设备情况 ９.００９ ０.００３
　 我没有用过 ２５５ １３５(５２.９４)
　 用过 １３６７ ８６０(６２.９１)
阳光直射下看书或电子屏幕的频次 － <０.００１
　 从未 ７６９ ４１３(５３.７１)
　 偶尔 ７９１ ５３９(６８.１４)
　 经常 ５７ ３９(６８.４２)
　 总是 ５ ４(８０.００)
天黑后看电子屏幕时关灯的频次 ５５.１９３ <０.００１
　 从未 ６２９ ３１６(５０.２４)
　 偶尔 ６４０ ４２８(６６.８８)
　 经常 ２７６ １９７(７１.３８)
　 总是 ７７ ５４(７０.１３)
躺着或趴着看书或电子屏幕的频次 ６１.１６９ <０.００１
　 从未 ４３５ ２００(４５.９８)
　 偶尔 ７５９ ４９９(６５.７４)
　 经常 ３７４ ２５６(６８.４５)
　 总是 ５４ ４０(７４.０７)
走路或乘车时看书或电子屏幕的

频次

５６.０７８ <０.００１

　 从未 ８０９ ４２３(５２.２９)
　 偶尔 ６５２ ４５６(６９.９４)
　 经常或总是 １６１ １１６(７２.０５)
天黑后在家读书写字用的灯光类型 １６.９９２ ０.００１
　 同时使用 ４７８ ３０６(６４.０２)
　 仅使用台灯 ２０８ １２４(５９.６２)
　 仅使用屋顶灯 ９０６ ５５７(６１.４８)
　 其他 ３０ ８(２６.６７)
眼睛距离电脑显示屏的距离超过

６６ｃｍ 的频次

２３.３９５ <０.００１

　 从未使用电脑 ３２６ １９８(６０.７４)
　 总是 １９５ １２７(６５.１３)
　 经常 ２５０ １６１(６４.４０)
　 偶尔 ５９１ ３８３(６４.８１)
　 从不 ２６０ １２６(４８.４６)

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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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２０１９ 年蒙自市中小学生近视单因素分析 ｎ(％)
因素 人数 近视 χ２ Ｐ
眼睛距离电视显示屏的距离超过

３ｍ 的频次

９.７６７ ０.０４５

　 从不看电视 ７５ ４６(６１.３３)
　 总是 ４６７ ２８７(６１.４６)
　 经常 ３６４ ２４１(６６.２１)
　 偶尔 ４７０ ２８９(６１.４９)
　 从不 ２４６ １３２(５３.６６)
近距离用眼时多久休息一次眼睛(ｈ) ３４.７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５ ４３６ ２２３(５１.１５)
　 >０.２５~ <０.５ ２６９ １５９(５９.１１)
　 ０.５~ <１ ３２９ ２２６(６８.６９)
　 １~ <２ ３５２ ２２３(６３.３５)
　 ２~ <３ ９９ ７１(７１.７２)
　 ≥３ １３７ ９３(６７.８８)
过去 １ｗｋ 每天白天户外活动时间(ｈ) １０.５２７ ０.０１５
　 ≥３ ３４３ １８７(５４.５２)
　 ２~ <３ ２８１ １７５(６２.２８)
　 １~ <２ ５２９ ３４６(６５.４１)
　 ≤１ ４６９ ２８７(６１.１９)
睡眠是否充足 ２４.２３６ <０.００１
　 充足 ４２８ ２２０(５１.４０)
　 不充足 １１９４ ７７５(６４.９１)
父母是否近视 ２７.１９５ <０.００１
　 否 １３６５ ８００(５８.６１)
　 是 ２５７ １９５(７５.８８)

注:－: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ꎮ

图 １　 近视风险森林图ꎮ 　

３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ꎬ蒙自市中小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６１.３４％ꎬ与刘灵琳等[５]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ꎬ高于芜湖市儿

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５１.２９％) [６]ꎬ低于杭州市中小学生

近视率(７８.６％) [７]ꎮ 近视率的差异ꎬ可能与地理位置、抽
样方法、当地教育、经济水平及对近视防控工作的重视程

度等因素的不同有关ꎮ 蒙自市中小学生女生近视患病率

(７１.３６％)高于男生(５０.５４％)ꎬ这与许多地区研究结果一

致[８－９]ꎮ 可能与女生喜静、爱阅读、户外活动少及女生青

春期发育较早等有关ꎮ 同时提示学校应根据不同性别学

生开展针对性近视防控工作ꎻ汉族学生近视患病率

(７０.１９％)高于少数民族学生近视率(５７.７０％)ꎬ提示可能

与遗传、生活及饮食习惯差异等有关ꎻ不同学段的学生近

视患病率不同ꎬ小学生近视患病率最低ꎬ且随着学段的增

加呈上升趋势ꎬ与张琳洁等[１０]、张金红等[１１] 研究结果一

致ꎮ 高中是近视高发阶段ꎬ可能与课业负担加大、长时间

近距离用眼等[１２]有关ꎮ
调整了性别、民族的影响外ꎬ多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学

段、过去 １ｗｋ 每天做作业的时长、读书时眼睛与书本的距

离超过 １ 尺的频次、天黑后在家读书写字用的灯光类型、
睡眠是否充足以及父母是否近视是中小学生近视的影响

因素ꎮ 谢小莲等[１３] 研究发现ꎬ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的发生

与视近时间过长有关ꎬ且放学后做作业的时间越长患近视

的可能性越大ꎻ学习时眼睛距书本不足 １ 尺(总是)与参

照水平(从不)相比ꎬ近视风险提高了 １.０５ 倍ꎮ 吴岩等[１４]

研究发现ꎬ每天平均做作业时长超过 ２ｈ 将增加患近视的

风险ꎬ且近视率也随着视近时间的延长而增加ꎮ 因此ꎬ建
议减少中小学生课业负担ꎬ避免长时间静态、视近作业ꎮ

本研究发现ꎬ睡眠不充足是近视的危险因素ꎮ 有研究

显示ꎬ平均每天睡眠≥９ｈ 对学生视力起到保护作用[１５]ꎻ每
天睡眠 ８~ <９ｈ、９~ <１０ｈ 的学生相较于睡眠时间<８ｈ 的学

生发生近视的风险低[１６]ꎬ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进一步提

示学校和家庭应保证中小学生充足的睡眠ꎬ改善睡眠质

量ꎬ对近视防治有一定的帮助ꎮ
目前大量研究结果显示ꎬ学生近视的形成与其父母是

否近视存在相关性[１７－２０]ꎮ 孙雪梅等[１９] 研究结果显示ꎬ父
母都近视的中小学生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是父母都不近视

的中小学生的 ４.７２ 倍ꎮ 国内一项针对 １~３ 年级学生的纵

向队列研究发现ꎬ父母双方都近视学生与父母都不近视的

学生患近视的风险比为 ２.０１[２０]ꎮ 本研究结果再次验证了

近视的父母增加了其子女患近视的风险ꎮ 父母近视的学

生可能遗传了父母的近视易感基因ꎬ共享了家庭用眼环

境ꎬ并习得了父母不良的用眼方式和习惯ꎮ 故在中小学生

近视的防控工作中ꎬ提示学校和家庭应重点关注父母近视

的学生ꎬ将关口前移ꎬ强调父母以身作则ꎬ培养儿童青少年

养成正确的用眼行为和习惯ꎬ预防近视的发生与发展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与参照(同时使用台灯和屋顶灯)

相比ꎬ天黑时在家读书写字用的灯光类型(其他)是近视

的影响因素(ＯＲ ＝ ０.２１３)ꎮ 鉴于“其他”选项灯光类型不

具体明确ꎬ无法分析其与近视的关联性ꎬ因此其是否为近

视的保护因素有待进一步考证ꎮ
综上所述ꎬ为了做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工作ꎬ建

议中小学校要提升课堂教学效率ꎬ合理布置作业总量ꎬ减
少学生静态、视近作业的时长ꎬ保证学生充足的睡眠ꎮ 同

时督促学校和家庭创造良好的用眼环境ꎬ并通过积极引导

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用眼行为和习惯ꎮ 本研究采用电脑

验光仪对学生屈光状态进行初步筛查而非诊断ꎬ只能反映

近视筛查率ꎻ本研究中影响因素的调查数据来源于对中小

学生填写的调查问卷ꎬ问卷一部分信息是学生对相关问题

的回忆和主观感受ꎬ难免存在一些偏倚ꎮ 本研究为现况调

查ꎬ不能进行因果关系的论证ꎮ 我们将在后期设计纵向研

究以进一步验证近视相关的影响因素ꎬ为深入开展近视的

防治工作提供有效的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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