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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西安市同一行政区域不同学段学生进行视力筛
查ꎬ了解该区域不同学段学生近视率的差异ꎬ并进行原因
分析ꎮ
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法ꎬ选取小学 ２１ 所、初中和普通高中
各 ３ 所及职业高中 １ 所共 ２８ 所学校 １３７０７ 人进行裸眼远
视力和电脑屈光检测ꎮ
结果:西安市同区域小学、初中、高中和职业高中近视检出
率分别为 ３２.２７％、７２.０７％、８１.２２％、６５.１２％ꎻ总近视率为
４７.８１％ꎻ各年级女生近视率均高于男生ꎻ小学和初中近视
率随年级升高而升高ꎻ随着学段的升高ꎬ高度近视占比由
小学的 ２.４０％升高至高中的 １６.５１％ꎮ
结论:西安市同区域不同学段学生近视率具有差异性ꎬ随
着学段的上升ꎬ近视率呈一定升高趋势ꎻ女生近视率高于
男生ꎻ与 ２０１８ 年全国不同学段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
对比ꎬ２０２１ 年西安市同区域小学阶段近视率下降显著ꎬ初
中及高中阶段近视率虽没有上升ꎬ但降幅不明显ꎮ
关键词:中小学生ꎻ视力ꎻ屈光度ꎻ近视ꎻ患病率ꎻ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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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２０１８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ꎬ儿童青

少年总近视检出率达 ５３.６％ [１]ꎮ 近视严重影响身心健康ꎬ
已成为当前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ꎮ 目前尚未有文献报

道西安市不同学段学生近视率的公开数据ꎬ为了解西安市

同区域不同学段学生近视流行现状、发病趋势及对其原

因进行分析ꎬ以采取切实有效的近视防控措施ꎬ为今后

防控干预及效果评估提供依据ꎬ２０２１－０６ 我们抽取西安

市某区域不同学段学生进行视力和屈光度检测ꎬ结果报

道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随机抽取西安市同一行政区域小学 ２１ 所、初中

３ 所、普通高中 ３ 所及职业高中 １ 所共 ２８ 所学校 １３７０７
人ꎮ 纳入标准:同区域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及职业高中的

学生ꎮ 排除标准:患有弱视等各种眼科疾病、先天性疾病、
全身疾病或精神疾病患者ꎮ 本研究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

批准ꎬ征得学生及其监护人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方法　 根据«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规范»要求进行近

视筛查ꎮ 由从事多年眼科临床工作的医护人员对每位学

生开展裸眼、戴镜远视力检查及屈光度检测ꎬ并调查每位

学生是否配戴角膜塑形镜ꎬ对已经配戴角膜塑形镜的学生

通过调阅配戴角膜塑形镜的病历资料确定配戴前屈光度ꎮ
工作人员经集体统一培训ꎬ统一工作规范及标准ꎮ 远视力

检查使用室内灯箱式 Ｅ 字标准对数视力表检查双眼视

力ꎬ检查距离为 ５ｍꎬ采用 ５ 分记录法ꎮ 屈光度检测在非睫

状肌麻痹下ꎬ用 ＫＰ－８００ 电脑验光仪测量双眼屈光状态ꎬ
记录球镜、柱镜和柱镜轴向方向ꎬ测量 ３ 次取平均值ꎮ 质

控员每天按 ５％比例随机抽取复测对象进行双眼裸眼视

力、戴镜视力和柱镜度数的复测ꎬ裸眼和戴镜视力误差

≤±１行ꎬ等效球镜度数(ＳＥ)误差绝对值≤０.５Ｄ 为合格ꎬ
检测误差率控制在 ５％内ꎬ以保证数据采集真实可靠ꎮ

诊断标准:任一眼裸眼视力<５.０ 且在非睫状肌麻痹

下电脑验光 ＳＥ<－０.５Ｄ 定义为近视ꎬ单眼或双眼判定为近

视均纳入近视人数ꎬ配戴角膜塑形镜的学生亦计入近视人

数ꎮ 近视程度:(１)低度近视:－３.００Ｄ≤ＳＥ<－０.５０Ｄꎻ(２)
中度近视: － ６. ００Ｄ≤ ＳＥ < － ３. ００Ｄꎻ ( ３) 高度近视: ＳＥ <
－６.００Ｄꎮ 双眼屈光度不一致以较低眼屈光度为准ꎬ即其

中一眼为低度近视而对侧眼为高度近视定义为高度近视ꎮ
配戴角膜塑形镜的学生按配戴前所测屈光度进行分类ꎬ屈
光度以家长提供的原始病历验光资料为依据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６.０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

析ꎮ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小学生近视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ꎬ一年级近视率为

１２.６２％ꎬ到六年级时近视率达到 ５９.１８％ꎬ近视率从一年级

到六年级有逐年升高的趋势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０６６.４ꎬＰ<０.０５)ꎬ平均近视率为 ３２.２７％ꎬ其中女生总近视

率为 ３５.８６％ꎬ男生总近视率为 ２９.０５％ꎬ女生高于男生ꎬ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６.６ꎬＰ<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２.２初中学生近视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ꎬ初一年级近视率

为 ６８.１７％ꎬ初二年级近视率为 ７１.４９％ꎬ初三年级近视率

为 ７７.２７％ꎬ近视率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逐年增高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１０.９３ꎬＰ<０.０５)ꎬ平均近视率为 ７２.０７％ꎬ其
中女生总近视率为 ７８.１５％ꎬ男生总近视率为 ６６.３７％ꎬ女
生高于男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６.５５ꎬＰ<０.０５)ꎬ见
表 ２ꎮ
２.３高中学生近视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ꎬ高一年级近视率

为 ８１.５０％ꎬ高二年级近视率为 ８０.９４％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０.１３ꎬＰ＝ ０.７１９)ꎬ平均近视率为 ８１.２２％ꎬ其中女生

总近视率为 ８５.７５％ꎬ男生总近视率为 ７６.３１％ꎬ女生高于

男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３７.１７ꎬＰ<０.０５)ꎬ见表 ３ꎮ
２.４职业高中学生近视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ꎬ职业高一年

级近视率为 ６８.４６％ꎬ职业高二年级近视率为 ６１.０８％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４. ８４８ꎬＰ < ０. ０５)ꎬ平均近视率为

６５.１２％ꎬ其中女生总近视率为 ７２.２７％ꎬ男生总近视率为

６０.４８％ꎬ女生高于男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１.９４ꎬＰ<
０.０５)ꎬ见表 ４ꎮ
２.５各学段学生近视率及近视程度分布　 调查结果显示ꎬ
小学近视率为 ３２.２７％ꎬ初中近视率为 ７２.０７％ꎬ高中近视

率为 ８１.２２％ꎬ职业高中近视率为 ６５.１２％ꎬ不同学段近视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４５３.５ꎬＰ<０.０５)ꎬ其中小学与

初中学生以低度近视为主(小学近视学生中低度近视占

７５.２０％ꎬ初中近视学生中低度近视占 ５８.１８％)ꎬ高中与职

业高中学生以低中度近视为主ꎬ高中学生近视率及高度近

视占比均高于职业高中ꎬ且随着学段升高ꎬ高度近视占比

增高ꎬ见表 ５ꎮ
２.６各学段学生近视趋势　 从小学至高中ꎬ随着学段及年

级上升ꎬ近视率呈升高趋势ꎬ且女生近视率均高于男生ꎬ见
图 １ꎮ 调查的近视学生中ꎬ高度近视占 ８.６８％ꎬ见图 ２ꎮ 与

２０１８ 年全国不同学段近视率[１] 比较ꎬ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
西安市该区域 ２０２１ 年小学近视率下降显著ꎬ初中及高中

近视率虽没有上升ꎬ但降幅不明显ꎬ见图 ３ꎮ
３讨论

西安市同区域 ２０２１ 年学生近视调查结果显示ꎬ小学、
初中、高中和职业高中的近视检出率分别是 ３２. ２７％、
７２.０７％、８１.２２％、６５.１２％ꎻ与 ２０１８ 年全国不同学段学生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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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小学生近视情况

年级
男生

调查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女生

调查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合计

调查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增长百分点

一年级 １０７６ １３４ １２.４５ ９５２ １２２ １２.８２ ２０２８ ２５６ １２.６２
二年级 ７７６ １３０ １６.７５ ７１７ １４４ ２０.０８ １４９３ ２７４ １８.３５ ５.７５
三年级 ７７２ ２１６ ２７.９８ ６８３ ２４１ ３５.２８ １４５５ ４５７ ３１.４１ １３.０６
四年级 ６５６ ２２５ ３４.３０ ６３９ ２７８ ４３.５０ １２９５ ５０３ ３８.８４ ７.４３
五年级 ６９３ ３００ ４３.２９ ６５７ ３５３ ５３.７３ １３５０ ６５３ ４８.３７ ９.５３
六年级 ６６４ ３４２ ５１.５１ ５１２ ３５４ ６９.１４ １１７６ ６９６ ５９.１８ １０.８１

　 　 　 　 　 　
合计 ４６３７ １３４７ ２９.０５ ４１６０ １４９２ ３５.８６ ８７９７ ２８３９ ３２.２７

表 ２　 初中学生近视情况

年级
男生

调查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女生

调查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合计

调查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一年级 ３００ １９１ ６３.６７ ２７５ ２０１ ７３.０９ ５７５ ３９２ ６８.１７
二年级 ２５９ １７４ ６７.１８ ２２５ １７２ ７６.４４ ４８４ ３４６ ７１.４９
三年级 ２３８ １６４ ６８.９１ ２４６ ２１０ ８５.３６ ４８４ ３７４ ７７.２７

合计 ７９７ ５２９ ６６.３７ ７４６ ５８３ ７８.１５ １５４３ １１１２ ７２.０７

表 ３　 高中学生近视情况

年级
男生

调查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女生

调查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合计

调查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一年级 ５７４ ４３２ ７５.２６ ６６４ ５７７ ８６.９０ １２３８ １００９ ８１.５０
二年级 ６５０ ５０２ ７７.２３ ６６２ ５６０ ８４.５９ １３１２ １０６２ ８０.９４

合计 １２２４ ９３４ ７６.３１ １３２６ １１３７ ８５.７５ ２５５０ ２０７１ ８１.２２

表 ４　 职业高中学生近视情况

年级
男生

调查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女生

调查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合计

调查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一年级 ２５３ １６４ ６４.８２ １９４ １４２ ７３.２０ ４４７ ３０６ ６８.４６
二年级 ２４３ １３６ ５５.９７ １２７ ９０ ７０.８７ ３７０ ２２６ ６１.０８

合计 ４９６ ３００ ６０.４８ ３２１ ２３２ ７２.２７ ８１７ ５３２ ６５.１２

表 ５　 各学段学生近视率及近视程度分布 人(％)

学段 调查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程度

低度 中度 高度

小学 ８７９７ ２８３９(３２.２７) ２１３５(７５.２０) ６３６(２２.４０) ６８(２.４０)
初中 １５４３ １１１２(７２.０７) ６４７(５８.１８) ３８３(３４.４４) ８２(７.３７)
高中 ２５５０ ２０７１(８１.２２) ７８０(３７.６６) ９４９(４５.８２) ３４２(１６.５１)
职业高中 ８１７ ５３２(６５.１２) ２３０(４３.２３) ２２５(４２.２９) ７７(１４.４７)

　 　 　 　 　 　 　 　 　 　 　 　 　 　 　 　 　 　 　
合计 １３７０７ ６５５４(４７.８１) ３７９２(５７.８６) ２１９３(３３.４６) ５６９(８.６８)

视率调查结果[１]相比ꎬ近视率基本处于同一水平ꎬ小学阶

段近视率下降ꎬ中学阶段近视率稳定ꎬ并未明显升高ꎮ 根

据国家教育部公布数据ꎬ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ꎬ由于受到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ꎬ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总体近视率比

２０１９ 年总体近视率上升了 ２.５ 个百分点ꎬ但较 ２０１８ 年相

比近视率未升高[２]ꎮ 本研究显示ꎬ西安市该调查区域近年

来近视率稳定ꎬ分析与该区域教育部门积极采取近视防控

措施有关ꎮ 该区域近年采取的近视防控措施有以下几点:
(１)落实户外活动时间ꎮ 通过课间室外活动引导ꎬ以校园

足球联赛、武术进校园活动、学生篮球联赛等方式确保学

生每天 １ｈ 的户外活动ꎮ (２)落实“无作业日”ꎮ “双减”
前ꎬ每季度精心设计 １ 次“无作业日”活动主题ꎬ先后以

“我运动我快乐” “我是家里小主人” “助力十四运”等家

长、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为主题ꎬ切实落实“无作业日”
９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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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各年级学生近视率ꎮ

图 ２　 近视程度分布ꎮ

图 ３　 ２０２１ 年西安市同区域与 ２０１８ 年全国不同学段近视率

比较ꎮ

要求ꎬ并对学校落实情况及时总结通报ꎻ“双减”后ꎬ根据

政策要求ꎬ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ꎬ减轻学生作业负担ꎮ
(３)落实眼保健操ꎮ 严格执行眼保健操专时专用、领操员

引领示范、随堂老师巡查矫正的校园眼保健操制度ꎬ组织

学校开展眼保健操周评、月评活动ꎬ将评比结果纳入班级

考核、教师考核ꎮ (４)落实视觉档案ꎮ 对全区中小学生进

行视力普查和视觉档案建立工作ꎬ有利于切实落实学生视

力监测制度ꎬ做到早监测、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ꎬ将近视

防控端口前移ꎮ (５)改变宣传方式ꎮ 通过定期邀请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专家进校园宣讲相关眼健康知识ꎬ为儿童

青少年的视觉健康保驾护航ꎮ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ꎬ该区域近视检出率总体随学习阶

段、年级的升高呈上升趋势ꎬ高中>初中>小学ꎮ 以往研究

结果也表明近视与年级密切相关[３－４]ꎬ可能与学段上升、
课业负担加重、户外活动时间减少导致用眼过度ꎬ眼睛睫

状肌和眼外肌持续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关[５]ꎮ 职业高中

近视率低于普通高中ꎬ可能与职业高中学生基础近视率

低ꎬ户外活动时间长ꎬ课业负担轻ꎬ近距离工作时间短有

关[６]ꎮ 研究认为ꎬ青少年处于发育期ꎬ眼球壁的伸展性较

大ꎬ易受环境因素影响而使眼轴发生变化[７]ꎮ 本研究发

现ꎬ小学三年级近视率比二年级增加达 １３.０６ 个百分点ꎬ
说明该年级近视率增长较快ꎬ应作为重点防控对象ꎮ 近视

防控工作应从小学低年级抓起[８－９]ꎮ
本研究显示ꎬ该区域各年级女生近视率均高于男生ꎬ

与既往研究[１０－１１] 结果类似ꎻ不同学段男生近视率均低于

女生ꎬ与李强强等[１２] 研究结果类似ꎮ 分析原因可能有以

下几点:(１)女生喜静少动ꎬ看书、学习时间更长ꎬ对体育

锻炼兴趣不大ꎻ(２)女生青春期饮食习惯上更喜欢选择奶

茶、蛋糕等甜品类食品ꎬ有研究表明吃过多的甜食会增加

近视发病率[１３]ꎮ
此外ꎬ本次调查发现ꎬ随着学段的升高ꎬ高度近视占比

由小学的 ２.４０％升高至高中的 １６.５１％ꎻ初中、高中及职业

高中ꎬ随学段的升高ꎬ中高度近视占比逐渐增加ꎬ且在所有

近视者中约 ９％为高度近视ꎮ 近视防控的重点不仅是减

缓近视进展ꎬ更要注意高度近视并发症的发生ꎮ 近视不仅

是眼睛屈光系统的问题ꎬ高度近视可能导致多种致盲性并

发症ꎬ如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脱离和近视性黄斑病变

等[１４－２２]ꎮ 高度近视眼底病变已取代青光眼成为首位不可

逆性致盲眼病[２３]ꎮ
综上所述ꎬ本次调查结果提示ꎬ西安市该区域近视防

控措施有效ꎬ应继续坚持政府主导ꎬ教育、卫生健康部门、
家庭、学生等各方面共同努力ꎬ全社会行动起来ꎬ做到早发

现、早干预ꎬ积极防控ꎬ增加日间户外活动、科学使用电子

产品、合理安排学业任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等措施ꎬ从根

本上降低学生近视发生率ꎬ保护学生眼健康ꎬ提高学生身

体素质ꎮ 本次调查对象未包括幼儿园和高三学生ꎬ从而不

清楚该人群的近视率及近视程度分布情况ꎬ今后研究应加

入此人群ꎬ以便于建立完整的儿童青少年视力本底数据ꎬ
更好地研究近视率的差异性ꎬ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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