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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金华市婺城区 ３ ０１４ 名小学学生视力不良现状
及影响因素ꎬ为采取视力不良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ꎬ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内容包括一般
情况ꎬ视力影响因素ꎮ 视力检测采用国际标准对数视力
表ꎬ以单因素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
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果:共检测出视力不良学生 １ ３６７ 名ꎬ视力不良率为
４５.３６％ꎬ其中轻度视力不良占 ２６.０８％ꎬ中度视力不良占
１１.５１％ꎬ重度视力不良占 ７.７６％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ꎬ高年级段、父母近视、每天睡眠时间不足、每天使用电
子产品及电脑时间过长、读写姿势不正确、每天户外活动
时间不足、未做眼保健操是视力不良的危险因素ꎮ
结论:学生视力不良状况不容乐观ꎬ学校应采取增加学生
户外活动时间、纠正不良读写姿势、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
间等措施ꎬ改善和预防学生视力不良情况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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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视力不良又称为视力低下ꎬ指裸眼远视力达不到正常

标准ꎮ 视力不良以单眼判断ꎬ单眼裸眼视力达不到正常标
准即为视力不良ꎮ 视力不良的主要表现为屈光不正ꎬ以近
视最为常见ꎬ可引发青光眼、白内障及视力障碍等并发
症[１]ꎮ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各种电子游戏的推出ꎬ加上
课业繁重、户外活动减少ꎬ当前学生视力不良居高不
下[２－３]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ꎬ我
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达到 ５３.６％ꎬ其中小学生近视率达到
３６.０％ [４]ꎮ 黄苏君等[５] 对苏州市 ５７ ０４４ 名小学生进行检
测ꎬ近视率达到 ５２.８％ꎮ 近年来ꎬ我国学生视力不良已成
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６]ꎮ 加强中小学生视力不良防控
是目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ꎬ具有重要意义[７]ꎮ 为了解小
学学生视力不良现状及影响因素ꎬ２０２３－０５ 我们对金华市
婺城区 ３ ０１４ 名小学学生进行视力不良现状及影响因素
情况调查ꎬ结果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参考相关文献 [ ８]ꎬ小学学生视力不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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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６９％ꎬ按随机抽样法抽取样本量公式为:Ｎ＝ [μ２
a ´Ｐ(１－

Ｐ) / δ２]´ｄｅｆｆꎬｄｅｆｆ 值表示设计效应ꎬ为研究设计抽样方法
的方差与简单随机抽样方法的方差之比ꎮ 设允许相对误
差为 １５％ꎬ则允许绝对误差 δ ＝ ０.０４５ꎬμα ＝ １.９６ꎬ简单随机
抽样 ｄｅｆｆ 值一般小于 １ꎬ本次 ｄｅｆｆ ＝ ０.８ꎬＰ ＝ ５４.６９％ꎬ计算出
所需最少样本量为 ５７７ 名ꎮ 本次研究于 ２０２３－０５ 采取整
群抽样方法ꎬ抽取金华市婺城区 ２ 所小学 ３ ０１４ 名学生进
行视力不良检测及影响因素调查ꎬ抽取样本数超过所需最
少样本量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问卷设计　 采取横断面研究方法ꎬ在参考相关文献
[９－１０]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ꎬ问卷邀请 ５ 位近视防控专
家进行内容效度分析(ＣＶＩ)ꎬＣＶＩ 值为 ０.８９４ꎮ 调查前先选
３０ 名 学 生 进 行 预 调 查ꎬ 测 问 卷 内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结果为 ０.８９６ꎬ提示问卷内容效度和信度
较好ꎮ 问卷主要内容包括:(１)学生一般情况:包括性别、
年级等ꎻ(２)视力影响因素:包括年级段、父母近视情况、
每天睡眠时间、每天使用电子产品及电脑时间、每天放学
后家庭作业时间、读写姿势是否正确、体质量、每天户外活
动时间、每天进食甜食次数等ꎮ
１.２.２调查方法　 视力影响因素问卷由学生自填完成ꎬ对
低年级段(一、二年级)召开家长会ꎬ由班主任指导辅助家
长完成调查ꎬ对所有参与调查的班主任进行培训并考核ꎬ
统一调查标准ꎮ 调查时对影响因素等问卷内容进行解释ꎬ
解释时应与原意一致ꎮ 本院医务人员对完成的问卷进行
质控ꎬ确保每份问卷的有效性ꎮ 本次应检应调查学生
３ ０１４名ꎬ实检实调查学生 ３ ０１４ 名ꎬ应答率 １００％ꎮ
１.２.３视力检测方法　 视力检测人员由本院具备职业资格
的眼科医生和护士组成ꎬ采用统一灯箱 Ｅ 型国际标准对
数视力表ꎬ依据«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查研究工作手
册»ꎬ于距离被检者 ５ ｍ 处进行双眼裸眼视力检查ꎬ同时对
检出视力不良者进行散瞳复验ꎮ 视力不良定义:两侧裸眼
视力均≥５.０ 为视力正常ꎻ任何一只眼睛裸眼视力<５.０ 即
判定为视力不良ꎮ 视力不良程度判定:单眼裸眼视力
≤４.５表示重度视力不良ꎻ４.６－４.８ 表示中度视力不良ꎻ４.９
表示轻度视力不良ꎻ≥５.０ 为正常ꎮ 若双眼视力不良程度
不一致ꎬ以严重者眼睛为准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 软件进行分析ꎬ组间视力
不良率的比较使用 χ２检验ꎮ 以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的
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结果
２.１一般资料　 总共调查检测 ３ ０１４ 名小学学生ꎬ其中一
年级 ５３２ 名ꎬ占 １７.６５％ꎻ二年级 ５０９ 名ꎬ占 １６.８９％ꎻ三年级

５０４ 名ꎬ占 １６.７２％ꎻ四年级 ４９５ 名ꎬ占 １６.４２％ꎻ五年级 ４８１
名ꎬ占 １５.９６％ꎻ六年级 ４９３ 名ꎬ占 １６.３６％ꎮ 男生为 １ ５４９
名ꎬ占 ５１.３９％ꎻ女生为 １ ４６５ 名ꎬ占 ４８.６１％ꎻ男女性别比为
１.０６∶ １ꎮ
２.２ 学生视力不良情况 　 ３ ０１４ 名学生中ꎬ视力不良学生
共有 １ ３６７ 名ꎬ视力不良率为 ４５.３６％(１３６７ / ３０１４)ꎮ １ ３６７
名视力不良学生中ꎬ其中轻度视力不良为 ７８６ 名ꎬ占
２６.０８％(７８６ / ３０１４)ꎻ中度视力不良为 ３４７ 名ꎬ占 １１.５１％
(３４７ / ３０１４)ꎻ重度视力不良为 ２３４ 名ꎬ占 ７. ７６％ ( ２３４ /
３０１４)ꎬ见表 １ꎮ
２.３学生视力不良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１ ３６７ 名学生
视力不良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中ꎬ年级段、父母近视情
况、每天睡眠时间、每天使用电子产品及电脑时间、读写姿
势不正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每天做眼保健操次数比较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１)ꎮ 性别、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每天放学后家庭作业时间、每天进食甜食次数比
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２.４学生视力不良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使用逐步回归前进法筛选自变量ꎬ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
学意义的 ７ 个因素(年级段、父母近视情况、每天睡眠时
间、每天使用电子产品及电脑时间、读写姿势不正确、每天
户外活动时间、每天做眼保健操次数)作为自变量ꎬ以是
否视力不良作为因变量ꎮ 结果显示:高年级段、父母近视、
每天睡眠时间不足、每天使用电子产品及电脑时间过长、
读写姿势不正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足、未做眼保健操
是视力不良的危险因素ꎮ 危险因素中ꎬ每天户外活动时间
不足 １ ｈ 的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比户外活动时间超过 １ ｈ
的学生多 ４.０４７ 倍ꎻ每天使用电子产品及电脑时间超过２ ｈ
学生比低于 ２ ｈ 的高 ３.８０４ 倍ꎻ读写姿势不正确学生视力
不良发生率比正确的高 ２.５６１ 倍ꎬ见表 ３ꎮ
３讨论

视力不良严重影响学生健康ꎬ我国青少年视力不良发
病率位居世界第二ꎬ仅次于第一大国日本[１１]ꎮ 视力不良
包括远视、近视和其他眼病(如散光和其他屈光不正、弱
视等)ꎬ其中近视占大多数[１２]ꎮ 中国 ７－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
近视检出率从 １９８５ 年约 ２５％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７.２％ [１３]ꎮ
读写姿势不正确、弱光环境学习、长时间持续用眼等不良
用眼行为、近距离用眼、不良阅读方式是导致近视的重要
危险因素[１４]ꎮ 学生是视力不良的高发群体ꎮ

３ ０１４ 名小学生视力检查发现ꎬ视力不良共有 １ ３６７
名ꎬ视力不良率为 ４５.３６％ꎮ 视力不良中ꎬ轻度视力不良占
２６.０８％ꎬ中度视力不良占 １１. ５１％ꎬ 重度视力不良占
７.７６％ꎬ学生视力状况不容乐观ꎮ 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低于
安欣华等[１５] 报道的 ６１. ９８％ꎬ低于孟亚清等[１６] 报道的
　 　

表 １　 ３ ０１４ 名学生视力不良情况 名(％)
年级 受检人数 视力不良人数 轻度视力不良 中度视力不良 重度视力不良

一年级 ５３２(１７.６５) １４８(２７.８２) １０７(２０.１１) ２６(４.８９) １５(２.８２)
二年级 ５０９(１６.８９) １８３(３５.９５) １１９(２３.３８) ３５(６.８８) ２９(５.７０)
三年级 ５０４(１６.７２) １９７(３９.０９) １２６(２５.００) ３９(７.７４) ３２(６.３５)
四年级 ４９５(１６.４２) ２４１(４８.６９) １３２(２６.６７) ６８(１３.７４) ４１(８.２８)
五年级 ４８１(１５.９６) ２７３(５６.７６) １４４(２９.９４) ７５(１５.５９) ５４(１１.２３)
六年级 ４９３(１６.３６) ３２５(６５.９２) １５８(３２.０５) １０４(２１.１０) ６３(１２.７８)

合计 ３０１４(１００.００) １３６７(４５.３６) ７８６(２６.０８) ３４７(１１.５１) ２３４(７.７６)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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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３ ０１４ 名学生视力不良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人数 视力不良人数 视力不良率(％) χ２ Ｐ
性别 男 １５４９ ６９３ ４４.７４

０.４８９ ０.４８５
女 １４６５ ６７４ ４６.０１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２４ １２４６ ５５３ ４４.３８
０.８１１ ０.３６８

≥２４ １７６８ ８１４ ４６.０４
年级段 一、二年级 １０４１ ３３１ ３１.８０

三、四年级 ９９９ ４３８ ４３.８４ ３１.５０４ <０.００１
五、六年级 ９７４ ５９８ ６１.４０

每天进食甜食次数(次) ≤１ １８３７ ８２５ ４４.９１
０.３７６ ０.５３９

≥２ １１７７ ５４２ ４６.０５
每天睡眠时间(ｈ) ≥８ ８４６ ４７３ ５５.９１

５２.８６９ <０.００１
<８ ２１６８ ８９４ ４１.２４

每天使用电子产品及电脑时间(ｈ) ≥２ １３５２ ７３１ ５４.０７
７５.１０２ <０.００１

<２ １６６２ ６３６ ３８.２７
每天户外活动时间(ｈ) ≥１ １７５５ ６３２ ３６.０１

１４７.９９６ <０.００１
<１ １２５９ ７３５ ５８.３８

每天放学后家庭作业时间(ｈ) ≥１ １８９６ ８６４ ４５.５７
０.０９４ ０.７５７

<１ １１１８ ５０３ ４４.９９
读写姿势不正确 无 ９０７ ３１７ ３４.９５

偶尔 １４１５ ６６５ ４７.００ ３２.８６２ <０.００１
总是 ６９２ ３８５ ５５.６４

每天做眼保健操次数(次) ≥１ １５３８ ５４１ ３５.１８
１３４.６９６ <０.００１

０ １４７６ ８２６ ５５.９６
父母近视情况 父母都不近视 １８７２ ７６３ ４０.７６

父母都近视 ５１８ ３１１ ６０.０４ １９.４４５ <０.００１
一方近视 ６２４ ２９３ ４６.９６

表 ３　 视力不良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β ＳＥ Ｗａｌｄ χ２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年级段 １.１５９ ０.３９７ ７.７８４ ０.００６ ２.２０３ １.３９８－６.８９３
每天户外活动时间 １.２３８ ０.４２７ ８.７７２ ０.００１ ４.０４７ ２.６４６－１１.５３７
每天睡眠时间 ０.７６９ ０.３３８ ４.３４９ ０.０３８ ２.０４２ １.０４５－３.８３２
每天使用电子产品及电脑时间 １.２２８ ０.４１７ ８.５４７ ０.００１ ３.８０４ １.５９８－７.９６４
读写姿势不正确 ０.９９４ ０.３８６ ４.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２.５６１ １.００９－５.６６２
每天做眼保健操次数 ０.４８１ ０.１４６ １０.２０９ ０.０１１ １.５９２ １.１１８－２.１３９
父母近视 ０.３９５ ０.１４１ ８.９０２ ０.０２４ １.４９１ １.１４７－１.９３１

５１.５２％ꎮ 可能与本次抽样调查的婺城区 ２ 所小学在 ２０２２
年以“视力干预”作为切入点创建健康促进学校有关ꎮ 创
建过程中ꎬ２ 所学校采取通过健康教育宣教提高学生视力
不良预防知识知晓率ꎬ减轻学业负担ꎬ增加课外活动时间
等措施ꎬ学生视力不良率有所下降ꎮ 孟亚清等[１６] 主要调
查了户外活动时间减少和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对视力不
良的影响ꎬ而本文视力影响因素调查较为全面ꎮ 本次研究
视力不良影响因素的单因素结果表明ꎬ年级段、父母近视
情况、每天睡眠时间、每天使用电子产品及电脑时间、读写
姿势不正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每天做眼保健操次数为
视力不良的影响因素(均 Ｐ<０.０１)ꎮ 年级段越高ꎬ学业负
担越重ꎮ 且高段年级学生身高增长ꎬ眼轴也会相应增长ꎬ
眼轴增长是视力不良的主要诱因[１７]ꎮ 视力不良有一定的
遗传倾向ꎬ尤其是高度视力不良ꎬ往往会伴有遗传因素ꎮ
据报道ꎬ父母均近视的学生发生视力不良的风险是父母均
不近视学生的 ２.７１９ 倍[１８]ꎮ 睡眠不足也为危害因素ꎬ睡眠

不足导致眼睛长时间处于一种调节紧张的状态ꎬ晶状体屈
光力增强而造成视力不良ꎮ 使用电子产品及电脑时间长
和读写姿势不正确为视力不良的危害因素ꎮ 读写姿势不
正确可使眼睛调节异常紧张ꎬ增加用眼疲劳ꎮ 每天使用电
子产品及电脑时间超过 ２ ｈ 的学生视力不良比低于 ２ ｈ 的
高 ３.８０４ 倍ꎮ 目前学校广泛引用电子教学方式ꎬ也成为影
响学生视力的潜在影响危害因素ꎮ 眼保健操是视力不良
的保护因素ꎬ眼保健操主要通过眼睛周边穴位的按摩ꎬ可
缓解眼部疲劳ꎬ并促进眼睛周边的血液循环ꎬ使眼部供氧
量增加ꎬ有效缓解视疲劳ꎮ 户外活动也为视力不良的保护
因素ꎬ应确保每个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 １ ｈ 以上ꎮ 户外
活动接触到的阳光紫外线ꎬ可促进体内多巴胺代谢ꎬ多巴
胺可有效阻止眼轴变长ꎮ 户外阳光还可有效缓解睫状肌
的痉挛ꎬ减少眼轴增长几率ꎮ 通过使用逐步回归前进法筛
选自变量ꎬ以是否视力不良作为因变量ꎬ进行多因素学生
视力不良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高年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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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近视、每天睡眠时间不足、每天使用电子产品及电
脑时间过长、读写姿势不正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足、
每天未做眼保健操是视力不良的危险因素ꎬ证实了单因
素的视力不良影响因素分析结果ꎬ与何佳等[１９]研究结果
一致ꎮ

此次调查检测ꎬ学生视力不良状况不容乐观ꎬ高年级
段、父母近视、每天睡眠时间不足、每天使用电子产品及电
脑时间过长、读写姿势不正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足、未
做眼保健操是视力不良的危险因素ꎮ 学校应采取增加学
生户外活动时间、纠正不良的读写姿势、减少电子产品使
用时间等措施ꎬ改善和预防学生视力不良情况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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