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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生率已达到
５３.６％以上ꎮ 近视已成为青少年儿童视力下降的首要原
因ꎮ 视力降低对正处于发育关键期的青少年儿童心理健
康产生负面影响ꎬ进而导致学习、生活质量下降甚至影响
身体发育ꎮ 基于对近视人群与正视人群存在心理健康显
著差异的观察ꎬ国内外学者采用不同的心理学量表评估近
视与焦虑及抑郁等不良情绪、偏向于情绪化和内向型人格
等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ꎮ 本文综述近视对青少年心理健
康的影响及其研究方法和防治策略的研究进展ꎮ
关键词:近视ꎻ青少年ꎻ心理健康ꎻ量表ꎻ焦虑ꎻ抑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２２.１１.１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Ｊｉａ－Ｌｕ Ｙｏｕ１ꎬＹａｎ－Ｎｉａｎ Ｈｕｉ２ꎬＬｅ Ｚｈａｎｇ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ｌａｎ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２１ＪＭ － ５４７)ꎻ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ｕ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Ｎｏ.２０２２Ｄ０３６)
１Ｘ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２１ꎬ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Ｅｙ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ＬＡꎻ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Ｘｉｊ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３２ꎬ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Ｗｏｍｅ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６１ꎬ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Ｙａｎ － Ｎｉａｎ Ｈｕｉ. Ｅｙ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ＬＡꎻ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Ｘｉｊ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３２ꎬ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ｙｎｌｈｕｉ＠ １６３.
ｃｏｍꎻ Ｌｅ Ｚｈａ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Ｗｏｍｅ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６１ꎬ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ｆｍｍｕｌｅｌｅ＠ １２６.ｃｏ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２２－０３－０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２０２２－１０－０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ｈａｓ
ｒｉｓｅｎ ｂｙ ｏｖｅｒ ５３.６％. Ｍｙｏｐｉａ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ｕｆ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ｉｐｐ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ꎬ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ｙｏｐｉ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ｈａｖｅ ｕｓ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ａｌｅｓ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ｙｏｐｉａꎻ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ꎻ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ꎻ
ｓｃａｌｅｓꎻ ａｎｘｉｅｔｙꎻ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Ｙｏｕ ＪＬꎬ Ｈｕｉ Ｙ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 (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 ２０２２ꎻ２２(１１):１８２７－１８３１

０引言
近视是一种屈光不正状态ꎬ指在调节放松状态时ꎬ平

行光线经眼球屈光系统后不能落在视网膜上而聚集于视
网膜前导致视物不清ꎮ 通常是由于屈光介质的屈光率过
大(屈光性近视)或眼轴过长(轴性近视)造成ꎬ且受到基
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１]ꎮ 近视ꎬ特别是高度近视不仅会对
眼部造成严重的损害(青光眼、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裂孔
等)甚至致盲[２－３]ꎬ还会影响患者心理健康[４－５]ꎮ 青少年时
期是心理障碍最容易出现的时期[６]ꎬ其心理健康会受到全
身疾病的影响ꎬ进而对成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ꎮ 以往已有
一些研究关注此方面的问题ꎬ但内容多有局限性ꎮ 对于青
少年近视患者的心理健康研究方法也很少涉及ꎮ 基于此ꎬ
本篇综述重点介绍近视对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
其研究方法和防治策略等内容ꎬ以期有助于对青少年儿童
近视的全方位防控ꎮ
１近视的流行病学
１.１ 青少年儿童近视患病率及特点 　 近视作为常见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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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疾病ꎬ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７] 且患病率逐年上升ꎬ
尤其在东亚地区高发ꎮ Ｈｏｌｄｅｎ 等[８]预测 ２０５０ 年全球将有
４７.５８ 亿人罹患近视(占全球人口的 ４９.８％)ꎬ其中高度近
视患者 ９.３８ 亿ꎬ占世界人口 ９.８％ꎮ 另外ꎬ近视患病率存在
地域差异ꎬ中国近视患病率高于全世界其他国家[９]ꎮ 其中
青少年群体近视更是呈现患病率高、增长速度快、发病年
龄小的特点[１０]ꎬ到 ２０５０ 年青少年儿童的近视患病率约为
８４％ [１１]ꎮ 我国学生升学压力大、近距离阅读时间长ꎬ导致
近视年龄越来越小ꎬ青少年成为近视患病率最高的群
体[１２]ꎮ 特别是 ６~９ 岁是近视发展的重要阶段ꎬ此时儿童
更易受到环境变化影响[１３]ꎮ 近视在年轻时进展快[１４]ꎬ早
发近视又增加了成年后高度近视的风险[１５]ꎮ 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数据显示ꎬ２０２０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近视率
５２.７％ꎬ其中 ６ 岁儿童近视率 １４.３％ꎬ与 ２０１９ 年底相比我
国学生近视率增加了 １１.７％ꎬ其中小学生近视率增加最
多ꎬ可达 １５.２％ [１６]ꎮ ２０２１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
超过 ６０％ [１７]ꎮ

大规模回顾性研究是评估研究结论随时间变化的可
靠证据ꎮ 为了解青少年近视特点并将其推测到更大的学
生群体ꎬＬｉ 等[１０]将北京市海淀区 ３７ ４２４ 名学生按照视力
分为非近视组、低度近视组、中度近视组和高度近视组ꎬ进
行了为期 １０ａ 的观察ꎬ结果显示近视率逐年上升ꎬ其中高
度近视组在所有亚组中增幅最显著ꎬ而非近视组和低度近
视组患病率逐年降低ꎮ 进一步对比性别差异发现ꎬ女生比
男生更容易罹患近视ꎬ特别是中、高度近视ꎮ 这可能与女
生近视率基线高ꎬ倾向于室内活动等特点有关ꎮ Ｄｏｎｇ
等[１１]对中国青少年近视情况进行文献检索汇总后得出相
同结论ꎬ并指出近视趋于低龄化且与学习年份、城市居住
地等相关ꎮ
１.２ 与近视相关的心理障碍发生率 　 青少年处于身体和
心理快速发展时期ꎬ在心理发育不成熟、竞争激烈的教育
体制及更多新事物冲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ꎬ心理障碍的
发生逐年增多[１８－１９]ꎮ 何玉萍等[２０] 发现近视患者的焦虑、
抑郁评分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ꎬ诊断焦虑者达 ２１.７０％ꎬ
抑郁者 ２４.３０％ꎬ合并焦虑和抑郁情绪者 １６.５２％ꎮ 赵荣凤
等[２１]发现在 １９６ 名心理健康不达标的小学生中ꎬ近视患
病率达 ４３.８６％ꎬ而 １２０ 名心理健康达标的小学生中ꎬ近视
率仅为 １０％ꎮ 由此可见ꎬ近视相关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小
觑ꎬ如果不及时干预心理问题ꎬ情况会随年龄增长逐渐加
重ꎬ进而影响生活质量[２２－２３]ꎬ甚至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ꎮ
视力下降与心理障碍密切相关[２０]ꎬ心理障碍通常与身体
疾病合并存在[２４－２５]ꎮ Ａｙａｋｉ 等[２６] 和 Ｗｕ 等[２７] 发现心理健
康问题对近视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远大于视功能ꎬ说明心
理障碍可能是影响近视患者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ꎬ重视近
视患者心理问题对其生长发育更有益ꎮ
２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方法

量表是有效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ꎬ合理选择量表是评
价近视对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前提ꎮ 多数关于近
视对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均使用焦虑自评量
表(Ｓｅｌｆ －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ＳＡＳ)、抑郁自评量表( Ｓｅｌｆ －
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ＤＳ) 及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ＨＡＤＳ)ꎬ此类量表
简便易行、操作易掌握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信息ꎬ特别

是在大群体测量时效率较高[２８]ꎮ 此外ꎬ该类量表针对中
国人口特点进行标准化[２９]ꎬ不仅可以定性焦虑、抑郁状
态ꎬ还可以定量症状程度[３０－３１]ꎮ 但以上量表可评估的疾
病局限ꎬ不能全面反映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ꎬ且初
始样本量较小在筛查中准确性不稳定[３２]ꎮ 症状自评量表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Ｃｈｅｃｋ Ｌｉｓｔ ９０ꎬＳＣＬ－９０)可以解决上述疾病局限
的问题综合评价心理状态ꎬ但 ＳＣＬ－９０ 量表是一种标准参
照测验ꎬ初衷用于存在心理疾病患者自评症状的严重程度
和病情变化ꎬ不适合评价正常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ꎬ且此
量表引进时间较早ꎬ常模不更新易造成评价结果偏差[３２]ꎬ
故使用 ＳＣＬ－９０ 量表评价近视对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
影响不恰当ꎮ
２.１沃里克－爱丁堡量表 　 虽有证据表明青少年儿童和
成人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存在大量重叠ꎬ但两个群体心
理发育存在差异ꎬ故不能一味套用成人量表ꎮ 用于青少
年心理测评的沃里克－爱丁堡量表原版即是青少年作为
被试评估积极心理健康水平[３３] ꎬ在多国青少年人群中得
到验证[３４－３５] ꎬ且在性别与年龄组的标量具有测量不变
性[３３] ꎮ 目前心理健康问题很重要的是缺乏适当的基于
人群的措施ꎬ沃里克－爱丁堡量表既可应用于患者群体
也可应用于一般人群ꎬ解决了评价一般人群心理健康的
难题ꎮ 合格的量表需要良好的项目分析ꎬ同时具有良好
的效度与信度[３２] ꎬ赵必华等[３６]测试沃里克－爱丁堡中文
版量表后得出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０.８８ꎬ２ｗｋ 后结果相
关系数为０.６７ꎬ表明其具有较好的校标关联效度及跨时
间稳定性ꎮ
２.２青少年焦虑与抑郁测试量表　 青少年儿童焦虑、抑郁
高度 共 病ꎬ 状 态 － 特 质 焦 虑 量 表 (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ｉｔ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ꎬＳＴＡＩＣ)既可以定义受个人状态限制的暂时性焦
虑又可以定义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焦虑ꎮ 中文修订版可
以体现抑郁患者与正常人焦虑水平的差异ꎬ其有效性在中
国青少年儿童中已得到验证[３７]ꎮ Ｈａｎ 等[３８] 对 ２１１７ 名中
国在校学生进行量表测试并通过因子分析和探索性结构
方程建模决定最优因子结构ꎬ结果显示在中国学生群体中
具备最优四因子结构、跨性别严格不变性ꎬ且在患者与正
常人群之间具备跨组测量等值性ꎮ 针对青少年学生焦虑
症状量表准确性较好的还有学前儿童焦虑量表和儿童焦
虑型情绪障碍筛查表ꎬ学前儿童焦虑量表用于评估广泛的
焦虑症状ꎬ侧重于一般焦虑生理、情绪和行为[３９]ꎬ而儿童
焦虑型情绪障碍筛查表最初就是由儿童社区样本开发ꎬ主
要评估与特定焦虑相关(如分离焦虑、社交恐惧等)的焦
虑症状[４０]ꎮ

总体而言ꎬ青少年儿童近视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选
择沃里克－爱丁堡量表较为合适ꎬ针对特定疾病需求状
态－特质焦虑量表、学前儿童焦虑量表及儿童焦虑型情绪
障碍筛查表也有不错的表现ꎮ 而多数此类研究采用的
ＳＡＳ、ＳＤＳ、ＨＡＤＳ 及 ＳＣＬ－９０ 量表可能不适合ꎬ具体量表的
选择还需要依据研究设计而定ꎮ
３近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３.１焦虑与抑郁　 早期感觉受损与心理适应不良相关ꎬ青
少年心理发育呈现明显阶段性及可变性ꎬ容易产生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ꎬ近视青少年儿童面临更多潜在压力ꎬ是
否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 为了探究二者联系ꎬ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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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４１]通过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 １ １０３ 名平均年龄 １５.３ 岁
的学生ꎬ依据球镜度数分组并进行 ＳＡＳ 及 ＳＤＳ 测试ꎬ结果
发现近视学生无论近视度数高低焦虑情绪发生率均明显
高于正常视力学生ꎬ且 ＳＡＳ 评分每增加 １ 分球镜度数增加
０.０８４８Ｄꎬ而抑郁情绪发生率在近视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
无明显差异ꎮ 进一步对比量表得分发现ꎬ近视组与正常对
照组在严重抑郁时存在差异ꎬ可见评估抑郁症使用 ＳＤＳ
评分更准确ꎬ能检测到抑郁状态更微妙的变化ꎮ 该研究表
明青少年儿童近视与焦虑的相关性比抑郁紧密ꎬ并提示焦
虑、抑郁的严重程度与屈光不正的程度呈正相关ꎮ 分析可
能是由于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患者在生活中担心发生眼
部并发症甚至失明ꎬ遭遇更多他人嘲笑及人际关系、学习
遇到阻碍等ꎮ 其他更大样本量的研究也发现ꎬ近视学生焦
虑、抑郁发生率高且与眼轴长度、近视时间、戴镜时间呈正
相关ꎬ尤其在女生中表现更为明显[４２－４３]ꎮ 除上述针对焦
虑、抑郁的评估ꎬ郭秀伟等[４４] 使用 ＳＣＬ－９０ 量表综合评估
青少年心理健康情况ꎬ结果发现近视组 ＳＣＬ－９０ 总分、阳
性项目数量、阳性项目均分与正常视力组均存在统计学差
异ꎬ其中焦虑、抑郁两项差异尤为显著ꎬ其程度可以认为存
在该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ꎮ 说明近视青少年儿童整体心
理健 康 情 况 不 佳ꎬ 焦 虑、 抑 郁 等 不 良 情 绪 更 突 出ꎮ
Łａｚａｒｃｚｙｋ 等[４５] 提出近视青少年焦虑、抑郁情绪是否会在
成年后长久存在并形成稳定特质焦虑? 为解决这一疑惑
该研究对 ２３９ 名学生进行 ＳＴＡＩＣ 测试ꎬ结果显示近视组焦
虑症状的发生率高于正常视力组且发生恒定焦虑倾向的
几率更高ꎮ

近距离学习、屏幕使用时间长是学生近视的主要原
因ꎬ近距离工作时间长和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关联[４６]ꎮ 不
少青少年儿童就诊时发现存在调节痉挛(即假性近视)ꎬ
现有研究显示视疲劳造成调节痉挛也可以表现为焦虑、抑
郁等内化疾病ꎬ故调节痉挛也应引起足够重视ꎮ Ｋａｒａ
等[４７]随机纳入 ２１ 名调节痉挛患者进行 ＳＣＬ－９０ 量表评
估ꎬ其中 １５ 名患者(７１.４％)在测试期间接受精神科诊治ꎬ
进一步相关性分析后得出心理健康障碍严重程度与调节
痉挛程度呈显著正相关ꎬ提示近视发生之前可能已经危害
青少年心理健康ꎮ 此外ꎬ现有研究提示近视青少年较正常
视力青少年更容易焦虑、抑郁ꎬ但部分研究使用量表不恰
当ꎬ还需要更多大样本量、恰当量表工具的研究将此结论
重复于更大样本的青少年群体ꎮ
３.２ 情绪化与内向型人格偏向 　 人格是个体在日常生活
中表现出的情绪和行为特征ꎬ相对稳定且可被预测ꎬ健康
稳定的人格是心理健康的必备条件ꎮ 基于临床上对近视
学生安静、内向趋势的观察ꎬ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眼健康
对人格特征的影响ꎮ 郭秀伟等[４４] 对 ３６５ 名近视学生与
２８５ 名正常视力学生(对照组)进行艾森克人格问卷测试ꎬ
发现近视组以情绪型人格为主ꎬ对照组以外向型人格为
主ꎮ 情绪型人格群体心理压力大、面对变化往往产生过分
激烈反应ꎻ外向型人格在面对变化时多呈现积极反应ꎬ这
种人格差异造成近视学生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ꎬ容易产生
心理障碍ꎮ 刘晓玲等[４８] 比较 １４３ 名近视学生和 １４３ 名正
常学生艾森克人格问卷测试结果发现近视青少年以情绪
型人格为主ꎮ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近视程度青少年人格
特点ꎬ刘晓玲等[４９] 收集 ２８６ 名近视学生并分为高度近视

组和中低度近视组ꎬ比较两组学生人格特点测试结果发现
高度近视组学生心理压力大于中低度近视组ꎬ人格特质更
趋于不稳定ꎮ

Ｃｏｒｅｎ 等[５０]早在 １９９４ 年就近视学生人格问题进行两
项大样本研究ꎬ首先将 １ ０１４ 名在校大学生根据眼部检查
结果分为正常视力组和视力下降组ꎬ对受试者进行艾森克
人格问卷测试并从外向－内向、神经质－稳定性两个维度
评判ꎬ发现视力下降组学生外向维度得分低于正常视力
组ꎮ 在此结果基础上进一步综合评估近视学生人格特点ꎬ
选取 １１４８ 名大学生使用大五人格量表 ( 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ꎬ
ＮＥＯ)再次进行相同试验ꎮ ＮＥＯ 人格量表是对人格五因
素理论中主要维度的合理度量ꎬ能更全面反映被试者人格
特性ꎮ 研究结论与之前相同ꎬ即近视学生更倾向于内向ꎮ
周艳丽等[５１]对 ８２３ 名近视本科生进行性格问卷调查发现
近视学生有一定心理负担ꎬ较正常视力学生心理状态差ꎬ
最突出的就是性格内向ꎮ 为临床上近视学生人格不同于
其他群体提供了证据支持ꎮ 近视学生人格除内向、情绪化
外还具有高敏感、低怀疑、低稳定、偏执的特点[５２－５３]ꎬ长此
以往这些特点使近视学生心理健康受到损害ꎬ严重影响心
理发育ꎮ
３.３ 孤独感与社交障碍　 蔡晶晶等[５４] 随机抽取 ３ 所在校
学生ꎬ使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儿童孤独量表和儿童自尊
量表测试ꎬ发现近视学生有较强孤独感ꎬ较低自尊心ꎬ且存
在社交障碍ꎮ 进一步分为正常视力组、初发近视组、中度
及以上近视组比较发现ꎬ初发近视组社交焦虑更严重ꎬ这
可能由于初发近视学生还无法适应近视生活带来的诸多
变化ꎮ 林素兰等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随机抽取 ８ ~ １４ 岁
学生 ５５２ 例进行类似研究也发现近视学生社交焦虑发生
率大于非近视学生ꎬ并指出更高年级学生、更高度数近视、
更长戴镜时间、女生更容易发生社交焦虑[５５]ꎮ
３.４ 睡眠障碍　 近视青少年睡眠质量更差ꎬＡｙａｋｉ 等[２６] 对
２７８ 名 ２０ 岁以下高度近视学生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评估睡眠情况ꎬ发现高度近视学生具有主观睡眠质量差、
入睡时间晚的特点ꎮ 睡眠质量差使视觉相关生活质量下
降导致心理障碍ꎮ 何娟等[５６] 在一项涉及 ３５４ 名 ８ ~ １８ 岁
学生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结论ꎬ该研究发现ꎬ青少年中
高度近视影响视觉相关生活质量ꎬ且近视越严重视觉相关
生活质量越差ꎬ女生相较于男生受到近视的不良影响更
大ꎮ 不良心理状态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呈负相关ꎬ且大于
近视视功能对患者的影响ꎮ
３.５学习适应性与认知障碍　 赵荣凤等[２１] 对 ３１６ 名小学
生进行«中小学心理健康系统»学习适应性调查(ＡＡＴ)ꎬ
结果显示近视组在学习适应性方面明显差于正常对照组ꎮ
近视提高认知功能过早下降的风险[５７]并更容易出现注意
力缺陷等问题[５８－６１]ꎮ 这些不良心理健康问题互相影响ꎬ
严重阻碍学生成长发育及社会发展ꎮ
４近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防治策略

近视学生总体心理健康较正常视力学生差ꎬＷＨＯ
(Ｗｏｒ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报道全球约有 ２０％的儿童和青
少年患有心理疾病ꎬ心理障碍导致的自杀是 １５ ~ ２９ 岁人
群的第二大死因[６２]ꎮ 青少年时期是预防精神疾病的重要
阶段ꎬ防治近视的同时要遵循青少年学生心理特点ꎬ抓住
可塑阶段ꎬ关注心理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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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矫正近视获得最佳视功能 　 我国青少年近视矫正率
及矫正合格率较低[６３]ꎬ要大力宣传和纠正一些家长关于
配戴眼镜的误区ꎬ如不愿验配眼镜ꎬ认为眼镜会增加近视
度数等错误观念ꎮ 近视患者及时、适当矫正视力获得最佳
视功能是首要措施ꎮ 研究表明ꎬ视力提高可以改善心理健
康水平ꎬ进而提高视觉相关生活质量[５６]ꎮ 青少年儿童多
采用框镜和直接接触镜矫正视力ꎬ蔡晶晶等[５４] 根据矫正
手段不同将 ７３２ 名近视学生分为框镜组和角膜塑形镜组
评估学生心理状况ꎬ发现角膜塑形镜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更好ꎬ社交焦虑较小ꎬ框镜组学生自尊感较低ꎮ Ｇｕａｎ
等[６４]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 ２５２ 所学校的 ２ ８５１ 名学
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试(ＭＨＴ)ꎬ结果显示戴镜治疗可以提
高学生标准化成绩ꎬ但除了降低身体焦虑外对心理健康影
响不十分显著ꎬ分析可能是由于不同学习强度学生相反效
应相互抵消所致ꎮ 该研究进一步评判学习强度异质性影
响发现ꎬ戴镜治疗加剧了学习强度低的学生学习焦虑ꎬ而
改善了学习强度较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ꎮ 低强度及中
强度学习的学生戴镜后被嘲笑的几率分别上升了 １３％和
１１％ꎬ均有统计学上的明显上升ꎬ而高强度学习的学生无
上升ꎮ 提示眼科医生在选择矫正方式时应考虑心理健康
方面因素ꎬ根据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制定方案ꎬ并在长期
随访过程中严密观察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ꎬ及时发现问题
并调整方案ꎮ
４.２ 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近视学生还应该养成良好用
眼姿势及习惯ꎬ增加户外活动时间ꎮ 研究表明ꎬ每周户外
活动时间增加 １ｈꎬ近视率降低 ２％ [６５]ꎮ 久坐、长时间近距
离学习会增加注意力不集中、自尊感降低等心理健康问
题[５９ꎬ ６１]ꎬ青少年儿童就诊时应该多次强调护眼规范ꎬ敏锐
识别近视学生是否存在潜在心理障碍风险ꎬ并针对这些影
响心理健康的可变因素进行多方面防治ꎮ
４.３ 心理辅导与积极参加群体活动 　 由于青少年发育的
特殊性及对一般人群筛查灵敏度的要求ꎬ高危青少年儿童
就诊时ꎬ眼科医生应常规选择合适量表评估心理健康状
态ꎮ 根据筛查情况请相关科室协助辅导心理健康ꎬ并在此
基础上引导青少年儿童正确认识近视ꎮ 此外ꎬ父母的最佳
养育方式可能会缓解青少年外化症状[６６]ꎬ因此近视儿童
父母的关心及正确引导有益于心理健康ꎮ 同时心理健康
教育应贯穿青少年儿童校园教育中ꎬ注重同伴教育ꎬ提高
心理资本ꎮ
５小结与展望

国内外关于青少年儿童近视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
取得了一定进展ꎬ但仍存在局限性ꎮ 近视可能会导致不良
情绪及人格已基本得到证实ꎬ但仍存在不少待解决问题ꎬ
如部分研究通过不恰当的评估量表得出结论的可靠性需
进一步验证ꎬ是否存在更简便且客观的针对近视青少年儿
童心理状态评价的工具ꎬ除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状态外ꎬ
近视是否会对其同样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认知功能[６７] 等
造成影响ꎮ 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已成为不容小觑的公共
卫生问题ꎬ同时心理健康也是全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ꎮ 关
注青少年儿童近视问题的同时ꎬ应筛查其心理健康状态并
及时进行干预ꎮ 未来临床工作中ꎬ近视防治应结合以上研
究结论并联合多学科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ꎬ将青少年儿童
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作为整体十分关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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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ｅ１４４１１
３２ 吴振云. 心理评定量表使用中的质量控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２００９ꎻ ２３(１２): ８３７－８３９
３３ Ｓｍｉｔｈ ＯＲＦꎬ Ａｌｖｅｓ ＤＥꎬ Ｋｎａｐｓｔａｄ Ｍ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ｅ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Ｎｏｒｗａｙ: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Ｍｅ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ＷＥＭＷＢＳ). ＢＭＣ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２０１７ꎻ １７(１): １８２
３４ Ｃｌａｒｋｅ Ａꎬ Ｆｒｉｅｄｅ Ｔꎬ Ｐｕｔｚ Ｒꎬ ｅｔ ａｌ. Ｗａｒｗｉｃｋ －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Ｍｅ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ＷＥＭＷＢ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ｅｅｎａｇ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Ａ ｍｉｘ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１ꎻ １１: ４８７
３５ Ｌóｐｅｚ ＭＡꎬ Ｇａｂｉｌｏｎｄｏ Ａꎬ Ｃｏｄｏｎｙ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ｗｉｃｋ －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Ｍｅ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ＷＥＭＷＢ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Ｑ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Ｒｅｓ ２０１３ꎻ ２２(５):
１０９９－１１０４
３６ 赵必华ꎬ 郭俊俏ꎬ 张鑫ꎬ 等. 沃里克－爱丁堡积极心理健康量表中

文版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２０１９ꎻ ２７(２):
２８６－２８９ꎬ ４２３
３７ 程长ꎬ 何嘉悦ꎬ 余吟吟ꎬ 等. 中文版状态－特质焦虑量表的测量等

值性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２０２１ꎻ ２９(１): ６８－７３
３８ Ｈａｎ Ｙꎬ Ｆａｎ Ｊꎬ Ｗａｎｇ Ｘ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 ｔｒａｉｔ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 ｆｏｒｍ Ｙ)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ｎ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 ２０２０ꎻ １１: ２２２８
３９ Ｓｐｅｎｃｅ ＳＨ.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Ｂｅｈａｖ
Ｒｅｓ Ｔｈｅｒ １９９８ꎻ ３６(５): ５４５－５６６
４０ 刘然ꎬ 龚杰ꎬ 王孟成ꎬ 等. 中文 Ｓｐｅｎｃｅ 儿童焦虑量表－简版的心理

测量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２０２２ꎻ ３０(２): ３４６－３４９ꎬ ３２３
４１ Ｌｉ ＱＬꎬ Ｙａｎｇ ＪＺꎬ Ｈｅ Ｙ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ｒａｉｎ Ｂｅｈａｖ
２０２０ꎻ １０(４): ｅ０１５９４
４２ 徐秋叶ꎬ 高帆ꎬ 李鹏ꎬ 等. 舟山市近视初中学生焦虑和抑郁的影

响因素研究. 预防医学 ２０２０ꎻ ３２(３): ２４８－２５２
４３ Ｚｈａｎｇ ＨＭꎬ Ｇａｏ ＨＪꎬ Ｚｈｕ Ｙ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Ｆｒｏ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２１ꎻ
９: ７７４２３７
４４ 郭秀伟ꎬ 周丽英. 聊城市城区部分近视和正常视力高中生人格特

征及心理健康状况.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２０１５ꎻ ２３(１): １３６－１３９

４５ Łａｚａｒｃｚｙｋ ＪＢꎬ Ｕｒｂａｎ Ｂꎬ Ｋｏｎａｒｚｅｗｓｋａ Ｂ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ｒａｉｔ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ｂｏｙｓ ａｇｅｄ １３－１７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ｅｍｍｅｔｒｏｐｉａ.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６ꎻ １６(１): ２０１
４６ Ｓｔｉｇｌｉｃ Ｎꎬ Ｖｉｎｅｒ 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ｃｒｅｅｎ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ＢＭＪ
Ｏｐｅｎ ２０１９ꎻ ９(１): ｅ０２３１９１
４７ Ｋａｒａ Ｈꎬ Ｙａｓａｒ Ｅꎬ Ｇｕｒｌｅｖｉｋ Ｕ. Ｉｓ ｐｓｅｕｄｏｍｙｏｐｉ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Ｐａｋ Ｊ Ｍｅｄ Ｓｃｉ ２０２１ꎻ ３７(５): １５１４－１５１８
４８ 刘晓玲ꎬ 李丽娜ꎬ 苑杰. 近视高中生的人格特征及心理健康状况.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２０１２ꎻ ３０(５): ３６４－３６５
４９ 刘晓玲ꎬ 李丽娜ꎬ 苑杰ꎬ 等. 高度近视和中低度近视高中生人格

特征及心理健康比较研究. 眼科新进展 ２０１２ꎻ ３２(１０): ９６３－９６５
５０ Ｃｏｒｅｎ Ｓꎬ Ｈａｒｌａｎｄ Ｒ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ｅｒ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 Ｄｉｆｆｅｒ １９９５ꎻ １８(１): １５－２５
５１ 周艳丽ꎬ 黄安培. 大学生近视的心理状况调查. 中国医药导报

２０１０ꎻ ７(１):１５７ꎬ １６１
５２ 邓庆昌. 青少儿近视的危险因素与偏执型性格关系的分析. 中国

初级卫生保健 ２０１１ꎻ ２５(４): ９９－１００
５３ 韩琪媛. 近视学生的心理特征研究. 中国健康教育 ２００４ꎻ ２０(１０):
９４７－９４８
５４ 蔡晶晶ꎬ 梁先军ꎬ 何锦贤ꎬ 等. 佛山市禅城区小学五年级、六年级

青少年近视情况及心理健康调查. 眼科学报 ２０２１ꎻ ３６(３): ２０５－２１０
５５ 王丹ꎬ 杨静ꎬ 咸亚静ꎬ 等. 乌鲁木齐市近视小学生社交焦虑现状

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２０１９ꎻ ２１(２): １８４－１８８
５６ 何娟ꎬ 蒋丹丹ꎬ 林瑶瑶ꎬ 等. 中高度近视学生心理健康与视觉相

关生活质量的关系. 预防医学 ２０２１ꎻ ３３(２): １１７－１２０
５７ Ｎｅｏｐｈｙｔｏｕ Ｅꎬ Ｍａｎｗｅｌｌ ＬＡꎬ Ｅｉｋｅｌｂｏｏｍ 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ｃｏｐ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ｔ Ｊ Ｍ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ꎻ
１９(３): ７２４－７４４
５８ Ｃａｖéｚｉａｎ Ｃꎬ Ｖｉｌａｙｐｈｏｎｈ Ｍꎬ Ｖａｓｓｅｕｒ Ｖꎬ ｅｔ ａｌ.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ｍａ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ｖｉｓｕｏ －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Ｃｈｉｌｄ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 ２０１３ꎻ １９(３): ２９２－３１２
５９ Ｓｕｃｈｅｒｔ Ｖꎬ Ｈａｎｅｗｉｎｋｅｌ Ｒꎬ Ｉｓｅｎｓｅｅ Ｂ.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ｖ Ｍｅｄ ２０１５ꎻ ７６: ４８－５７
６０ Ｒｅｉｍｅｌｔ Ｃꎬ Ｗｏｌｆｆ Ｎꎬ Ｈöｌｌｉｎｇ Ｈ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ｈｙｐｅｒｏｐｉａꎬ ｍｙｏｐｉａꎬ ａｎｄ ａ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ＤＨＤ. Ｊ Ａｔｔｅｎ Ｄｉｓｏｒｄ ２０２１ꎻ ２５(２): ２３５－２４４
６１ Ｍｕｎｓａｍｙ ＡＪꎬ Ｃｈｅｔｔｙ Ｖꎬ Ｒａｍｌａｌｌ Ｓ. Ｓｃｒｅｅｎ － ｂａｓ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ｅｙｅ. Ｓ Ａｆｒ Ｆａｍ Ｐｒａｃｔ(２００４) ２０２２ꎻ ６４
(１): ｅ１－ｅ４
６２ Ｗｏｒ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ｈｅａｌｔｈ － ｔｏｐｉｃｓ /
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ｔａｂ＝ ｔａｂ＿２
６３ 周雯ꎬ 冯现明ꎬ 陈鸿雁ꎬ 等. 徐州市中小学生近视筛查与矫正情

况分析.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２ꎻ ２２(４): ６４７－６５１
６４ Ｇｕａｎ ＨＹꎬ Ｗａｎｇ Ｈꎬ Ｄｕ Ｋ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ｅｙｅｇｌａｓｓ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８ꎻ １５
(１２): Ｅ２７４９
６５ Ｓｈｅｒｗｉｎ ＪＣꎬ Ｒｅａｃｈｅｒ ＭＨꎬ Ｋｅｏｇｈ ＲＨ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ｏｕｔｄ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ꎻ １１９(１０): ２１４１－２１５１
６６ Ｏｎｇ ＭＹꎬ Ｅｉｌａｎｄｅｒ Ｊꎬ Ｓａｗ Ｓ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ｏ－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ｐｕｂｅｒｔｙ ｉｎｔｏ
ｐｕｂｅｒｔｙ. Ｅｕｒ Ｃｈｉｌ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２０１８ꎻ ２７(１):３７－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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