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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国内外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研究现状、热点和未
来的发展趋势ꎬ为该领域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ꎮ
方法: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为数据
源ꎬ收集 ２００３－０１－０１ / ２０２２－１２－３１ 儿童青少年近视研究
领域的文献ꎬ使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进行发文量、作者、发文机构
和期刊分析ꎻ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进行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
类、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和关键词突现分析ꎮ
结果:中文和英文文献量整体呈现增长趋势ꎻ文献量最高
的作者分别是何鲜桂和 Ｓａｗ Ｓｅａｎｇ－Ｍｅｉꎬ期刊分别是«中国
学校卫生»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机 构 分 别 是 上 海 市 眼 病 防 治 中 心 和 Ｓｕｎ Ｙａｔ － 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ꎮ 国内外均以临床观察为主ꎬ研究热点显示ꎬ对
于角膜塑形镜、户外活动、眼轴、患病率和影响因素等的研
究备受关注ꎮ
结论:目前国内外对于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研究主要围绕流
行病学、干预措施和生物学参数展开ꎬ未来针对近视流行
病学的研究将会成为热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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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近视是一种屈光不正ꎬ当眼部处于调节放松时ꎬ平行

光线进入眼内并在视网膜前形成焦点ꎬ通常是由于眼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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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角膜曲率过陡和晶状体屈光力过强引起[１]ꎮ 病理性近
视不仅会导致视力下降ꎬ还会合并严重的并发症ꎬ例如黄
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视网膜下新生血管形成和青光眼
等[２]ꎮ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ꎬ全球近视的患病率约为 ５０％ꎬ高度
近视患病率约为 １０％ [３]ꎮ 在儿童时期进行近视的干预ꎬ
能降低近视和高度近视的患病率ꎬ减少并发症的发生[４]ꎮ

目前国内外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研究热度很高ꎬ中英
文综述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并发症、干预措施和影响因素的
总结ꎬ较少文献对国内外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研究现状与趋
势进行系统的对比和总结ꎮ 文献计量学是将某一研究领
域内大量的文献数据以知识图谱的形式进行可视化分析ꎬ
与传统的文献综述相比ꎬ能更加直观地显示该研究领域热
点的演变过程与结构关系ꎮ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文
献计量学的重要工具ꎬ前者由荷兰莱顿大学的 Ｗａｌｔｍａｎ 教
授和 Ｅｃｋ 教授共同开发ꎬ具有强大的图像显示功能[５]ꎬ后
者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陈超美教授团队所开发ꎬ具有独
特的关键词突现功能[６]ꎮ

本文通过发文量、作者、发文机构、期刊、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聚类、关键词时间线图和关键词突现分析ꎬ从空间
和时间两个维度分析儿童青少年近视领域的研究现状和
热点ꎬ跟踪研究前沿和预测未来的研究方向ꎬ以期为该领
域的后续研究工作提供参考ꎮ
１资料和方法
１.１资料 　 本文选取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Ｓ)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ꎬ时间跨度 ２００３ － ０１ － ０１ /
２０２２－１２－３１ꎮ 在 ＣＮＫＩ 数据库进行高级检索ꎬ检索式为主
题＝儿童 ＯＲ 青少年 ＡＮＤ 近视ꎬ并限定为北大中文核心期
刊ꎬ共 计 ６７１ 篇ꎮ 在 ＷＯＳ 数 据 库 索 引 选 择 为 ＳＣＩ －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ＳＣＩꎬ 检 索 式 为 ＴＳ ＝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ｙｏｐｉａ” ＯＲ“ｍｙｏｐｉｃ”))ꎬ文献检索
类型为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ꎬ语种:Ｅｎｇｌｉｓｈꎬ共计 ３５６３
篇ꎮ 为确保文献数据样本的有效性ꎬ通过人工将信息不
全、不相关的文献进行剔除ꎬ并对关键词的同义词、同一机
构的不同名字进行合并ꎬ最终选定 ４２０ 篇有效中文文献和
１８８６ 篇有效英文文献进行分析ꎮ
１.２方法　 将检索结果中的中文文献以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 格式导
出ꎬ英文文献以纯文本格式导出ꎮ 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２２ 绘制国
内外儿童青少年近视文献的发文量分布ꎻ使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进行发文量、作者、发文机构和期刊分析ꎻ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进行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和关键
词突现分析ꎮ
２结果
２.１发文量分析　 ＣＮＫＩ 和 ＷＯＳ 中儿童青少年近视相关文
献的发文时间分布情况见图 １ꎮ 中文和英文文献发文量
均呈增长趋势ꎬ但前者发文增长速率低于后者ꎮ 中文文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处于发展初期ꎬ年均发文量在 ２０ 篇以内ꎻ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处于缓慢发展期ꎬ年均发文量出现小幅度增
长ꎬ稳定在 ３５ 篇以上ꎮ ２０１８ 年进入缓慢发展期ꎬ可能与
当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实施方案»有关ꎮ 英文文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处于发展初期ꎬ
年均发文量在 ５０ 篇以内ꎻ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处于缓慢发展期ꎬ
年均发文量出现小幅度增长ꎬ稳定在 ６５ 篇以上ꎻ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处于快速发展期ꎬ年均发文量超 １９０ 篇ꎬ年均增长
量超过 ５０ 篇ꎮ ２０２０ 年进入快速发展期ꎬ可能与国际近视
研究所发布«近视管理白皮书(２０１９)»有关ꎮ

２.２作者分析　 ＣＮＫＩ 和 ＷＯＳ 中儿童青少年近视发文量排
名前 １０ 的作者情况见表 １ꎮ 何鲜桂、潘臣炜和陶芳标等
是中文文献的高发文作者ꎬＳａｗ Ｓｅａｎｇ－Ｍｅｉ、Ｈｅ Ｘｉａｎｇｕｉ 和
Ｚｈｕ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等是英文文献的高发文作者ꎮ 其中ꎬ何鲜桂
在中英文文献中分别发表 １７ 篇和 ４３ 篇ꎬ说明该作者在国
内外均有较大影响力ꎮ 应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进行作者合作关
系网络分析ꎬ节点大小表示作者的发文数量ꎬ节点之间的
连线表示作者间的合作关系ꎮ 如图 ２ 所示ꎬ中文文献形成
了以何鲜桂、陶芳标、杨莉华等人为中心的作者合作网络ꎬ
但大部分作者较为独立ꎬ形成小型作者合作群体ꎬ合作群
体之间的合作较少ꎮ 如图 ３ 所示ꎬ英文文献形成了以 Ｓａｗ
Ｓｅａｎｇ－Ｍｅｉ、Ｈｅ Ｘｉａｎｇｕｉ 和 Ｊｏｓｔ Ｊｏｎａｓ 等人为中心的作者合
作网络ꎬ较中文文献合作更为密切ꎬ且形成了合作群体之
间的合作ꎮ
２.３机构分析　 ＣＮＫＩ 和 ＷＯＳ 中儿童青少年近视发文量排
名前 １０ 的机构见表 ２ꎮ 在 ＣＮＫＩ 中ꎬ上海市眼病防治中
心、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和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等是具备较强研究实力
的机构ꎮ 在 ＷＯＳ 中ꎬ发文量前 １０ 的机构各有 ３ 所来自中
国和新加坡ꎬ表明中国和新加坡在该领域的生产力较强ꎬ
Ｓｕｎ Ｙａｔ 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等是具备较强研究实力的机构ꎮ
２.４期刊分析　 ＣＮＫＩ 和 ＷＯＳ 中儿童青少年近视发文量排
名前 １０ 的期刊见表 ３ꎮ 中文文献由 ７６ 个期刊收录ꎬ«中
国学校卫生»和«国际眼科杂志»是主要的发文期刊ꎬ发文
量前 １０ 的期刊共发文 ２９５ 篇ꎬ占总发文量的 ７０％ꎮ 英文
文献由 ２３７ 个期 刊 收 录ꎬ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和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是主要的发文
　 　

图 １　 ＣＮＫＩ和ＷＯＳ中发文量趋势图ꎮ

表 １　 ＣＮＫＩ和ＷＯＳ中发文量前 １０ 的作者

排名 中文作者 发文量 排名 英文作者 发文量

１ 何鲜桂 １７ １ Ｓａｗ Ｓｅａｎｇ－Ｍｅｉ ５３
２ 潘臣炜 １４ ２ Ｈｅ Ｘｉａｎｇｕｉ ４３
３ 陶芳标 １４ ３ Ｚｈｕ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３９
４ 伍晓艳 ８ Ｐａｕｌ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３９

毕宏生 ８ ５ Ｚｏｕ Ｈａｉｄｏｎｇ ３８
６ 王菁菁 ７ Ｈｅ Ｍｉｎｇｇｕａｎｇ ３８
７ 万宇辉 ６ ７ Ｊｏｓｔ Ｊｏｎａｓ ３７

喻谦 ６ Ｃｈｏ Ｐａｕｌｉｎｅ ３７
樊泽民 ６ ９ Ｘｕ Ｘｕｎ ３６
魏瑞华 ６ １０ Ｗａｎｇ Ｎｉｎｇｌｉ ３５

Ｄｏｎａｌｄ Ｍｕｔｔｉ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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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ꎬ发文量前 １０ 的期刊共发文 ８２０ 篇ꎬ占总发文量的
２３％ꎮ 在一项关于青少年视力防控的研究中[７]ꎬ«中国学
校卫生»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同
样是国内外发文最高的杂志ꎮ 较中文文献ꎬ英文文献大
部分发表在眼科或视光专业学科期刊ꎬ综合性期刊
较少ꎮ
２.５ 关键词共现　 应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研究
领域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ꎬ图 ４ 为 ＣＮＫＩ 中的关键词共
现ꎬ图 ５ 为 ＷＯＳ 中的关键词共现ꎬ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频
次大小ꎬ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ꎮ “近
视”“青少年”和“儿童”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ｍｙｏｐｉａ”
“ｍｙｏｐｉｃ”作为检索词ꎬ出现频次较高ꎬ去除检索词后ꎬ列出
频次前 １０ 的关键词ꎬ见表 ４ꎮ 在 ＣＮＫＩ 中ꎬ频次最高的关
键词是“角膜塑形镜”“视力”“学生”ꎻ在 ＷＯＳ 中ꎬ频次最
高的关键词是“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ꎮ
表明学生群体近视的视力、患病率、屈光不正、眼轴、干预
措施和危险因素等是国内外研究的重点ꎮ
２.６ 关键词聚类和时间线图　 应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儿童
青少 年 近 视 研 究 领 域 进 行 关 键 词 聚 类ꎬ 本 文 应 用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Ｒａｔｉｏ(ＬＬＲ)算法进行聚类分析ꎮ 国内文献得
到 ２９ 个聚类ꎬ聚类模块化值(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ꎬＱ)为 ０.５４６６ꎬ平
均轮廓值(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ꎬＳ)为 ０.８４１８ꎬ国外文献得到 １９ 个聚
类ꎬＱ 值为 ０.３６７８ꎬＳ 值为 ０.７３７２ꎮ 国内外 Ｑ 值均大于 ０.３ꎬ
Ｓ 值均大于 ０.７ꎬ表示聚类有效且聚类成员的一致性高ꎬ结

果可信ꎮ ＣＮＫＩ 和 ＷＯＳ 中儿童青少年近视排名前 ８ 的聚
类见表 ５ꎮ 结合以时间线视图“Ｔｉｍｅｌｉｎｅ”形式展现的关键
词共现图谱ꎬ进行儿童青少年近视领域的研究热点动态演
化分析ꎮ 如图 ６ 所示ꎬ在 ＣＮＫＩ 中ꎬ“＃０ 青少年”“＃２ 青少
年”“＃３ 儿童” “＃４ 学生”是与研究人群相关的聚类ꎬ“＃１
角膜塑形镜”是与干预措施相关的聚类ꎬ“＃５ 视疲劳”“＃６
屈光不正”“＃７ 混合性散光”是与生理病理研究相关的聚
类ꎮ 研究内容从穴位按摩、屈光参差、渐进多焦点眼镜、斜
视等移向了患病率、户外活动、视网膜厚度和视觉质量等ꎮ
如图 ７ 所示ꎬ 在 ＷＯＳ 中ꎬ “ ＃ ０ｍｙｏｐｉ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 “ ＃ ２ｌｉｇｈｔ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ｌｅｎｓｅｓ”是与干预措施相
关的聚类ꎬ“＃１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 ＃４ｍａｃｕｌａｒ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是与
生理病理相关的聚类ꎮ 研究内容从视力损伤、高度近视和
学生移向角膜塑形镜、睫状肌麻痹和低浓度阿托品等ꎮ
２.７ 关键词突现 　 关键词突现是指在某段时间关键词的
频次激增ꎬ红线表示关键字突现的时段ꎬ由此可判断研究
的前沿ꎮ 通过关键词爆发分析提取了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爆发
次数最多的 １０ 个突现词ꎮ 如图 ８ 所示ꎬ在 ＣＮＫＩ 中ꎬ最早
出现的突现词是“青少年近视” “次正常”ꎬ最近出现的突
现词是“回归分析” “患病率”ꎮ 如图 ９ 所示ꎬ在 ＷＯＳ 中ꎬ
最早出现的突现词是“ ｅｙｅ”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持续到 ２０２２ 年
的突现词是“ｓｃｈｏｏｌ” “ ｔｒｅｎｄ” “ ｒｉｓｋ” “ ｉｍｉ”ꎮ 表明儿童青少
年近视患病率、趋势、危险因素和回归分析等是近几年关
注的热点ꎮ

图 ２　 ＣＮＫＩ中作者合作网络图ꎮ 图 ３　 ＷＯＳ中作者合作网络图ꎮ

图 ４　 ＣＮＫＩ中关键词共现ꎮ 图 ５　 ＷＯＳ中关键词共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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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ＣＮＫＩ中关键词时间线图ꎮ 图 ７　 ＷＯＳ中关键词时间线图ꎮ

图 ８　 ＣＮＫＩ中关键词突现图ꎮ 图 ９　 ＷＯＳ中关键词突现图ꎮ

表 ２　 ＣＮＫＩ和ＷＯＳ中发文量前 １０ 的机构

排名 ＣＮＫＩ 发文量 排名 ＷＯＳ 发文量

１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１６ １ Ｓｕｎ Ｙａｔ 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１８
２ 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１５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９９
３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 １３ 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９３
４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１２ ４ Ｗｅｎｚｈｏ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８９
５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７ 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ｕｓｔｏｎ ８２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７ ６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Ｅｙ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７９
７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６ ７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ｙｅ Ｃｅｎｔｒｅ ７３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６ ８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６４
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５ ９ Ｏｈｉ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１

武汉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防制(预防控制)中心 ５ １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ｙｄｎｅｙ ５６

表 ３　 ＣＮＫＩ和ＷＯＳ中发文量前 １０ 的期刊

序号 ＣＮＫＩ 发文量 ＷＯＳ 发文量

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１１１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５１
２ 国际眼科杂志 ８７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３８
３ 眼科新进展 ３６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８４
４ 中国实用眼科杂志 １２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ｔｉｃｓ ８３
５ 中国针灸 １２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７１
６ 现代预防医学 １０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６８
７ 眼科 ８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６４
８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７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６０
９ 山东医药 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５１
１０ 重庆医学 ６ Ａｃｔ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ｉｃａ ５０

注:评定以文献所在期刊发表当年是北大核心期刊为标准ꎮ

３讨论
３.１发文量、作者、机构和期刊分析 　 本研究发现儿童青
少年近视研究领域的发表量整体呈增加的趋势ꎬ得到越来
越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ꎮ 在 ＣＮＫＩ 中ꎬ发文量最高的机构
为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ꎬ期刊是«中国学校卫生»ꎮ 上海

市眼病防治中心和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密
切ꎬ何鲜桂、潘臣炜和朱剑锋研究重点为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措施的有效性、环境因素等[８－１０]ꎻ来自安徽医科大学
的陶芳标、伍晓艳、万宇辉研究重点为青少年发育与健康
行为、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等[１１－１２]ꎻ在 ＷＯＳ 中ꎬ发文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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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ＣＮＫＩ和ＷＯＳ中出现频次前 １０ 的关键词

序号
ＣＮＫＩ

关键词 词频

ＷＯＳ
关键词 词频

１ 角膜塑形镜 ６８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６９９
２ 视力 ４５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６８０
３ 学生 ３８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３８５
４ 眼轴 ３５ 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３７３
５ 患病率 ２２ ａｘｉ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３７１
６ 回归分析 ２１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２９３
７ 屈光度 ２１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２５５
８ 屈光不正 ２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１８
９ 阿托品 １９ ｅｙｅ １７７
１０ 影响因素 １８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７４

表 ５　 ＣＮＫＩ和ＷＯＳ中出现频次前 ８ 的聚类

序号
ＣＮＫＩ

Ｓｉｚｅ 值 剪影度 聚类

ＷＯＳ
Ｓｉｚｅ 值 剪影度 聚类

０ ９１ ０.８３５ 青少年 １２９ ０.７２９ ｍｙｏｐｉ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 ６６ ０.７９４ 角膜塑形镜 １２８ ０.６９１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２ ６２ ０.９１ 青少年近视 １０１ ０.６６９ ｌｉｇｈｔ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３ ６０ ０.８０６ 学生 ８１ ０.７２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４ ５２ ０.７８４ 儿童 ４７ ０.８１３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５ ３４ ０.８６１ 视疲劳 ４６ ０.８２６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６ １７ ０.９２７ 屈光不正 ４２ ０.８２４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７ ７ ０.９９７ 混合性散光 １４ ０.９４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ｌｅｎｓｅｓ

高的机构是中山大学ꎬ期刊是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ꎮ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Ｓａｗ Ｓｅａｎｇ－Ｍｅｉ 研
究重点为近视的危险因素和干预措施等[１３－１４]ꎻ来自悉尼
大学的 Ｐａｕｌ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研究重点为近视的遗传因素、黄斑变
性等[１５－１６]ꎮ 这表明该研究领域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公共卫
生、眼科和教育领域ꎬ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医院和教
育部门ꎬ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流行病学、近视干预措施、近
视发病机制、健康教育等ꎮ 中山大学与许多国内大学和研
究中心以及新加坡、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机构合作
密切ꎮ
３.２研究热点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共现进行分析ꎬ发现国
内外研究热点可分为近视的流行病学、干预措施和眼部生
物学参数研究:(１)近视的流行病学研究包括分布现状及
进展规律ꎬ病因机制及影响因素等ꎮ 我国儿童青少年研究
现状显示ꎬ２０２０ 年总体近视率为 ５２.７％ꎬ其中 ６ 岁儿童为
１４.３％ꎬ小学生为 ３５. ６％ꎬ初中生为 ７１. １％ꎬ高中生为
８０.５％ꎮ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ꎬ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预计
为 ８４％ [１７]ꎮ 在学童中ꎬ东亚和新加坡、中国城市地区、台
湾和韩国有最高的近视患病率[１８]ꎮ 对于近视的发病机制
主要为巩膜重塑、巩膜缺血、多巴胺机制、脉络膜血流灌注
等[１９]ꎮ 近视受到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ꎬ前者包括
父母近视、种族等ꎬ后者包括户外时间、近距离用眼、睡眠
时长、光线、人口密度等 [１８ꎬ ２０]ꎮ (２)近视的干预措施与有
效性:近视的干预措施包括光学矫正、药物、中医药治疗和
手术等ꎬ不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也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ꎮ
Ｊｉａｎｇ 等[２１]比较了紫光、蓝光、绿光和红光ꎬ发现短波长紫
光能减缓近视增长ꎮ 与配戴普通单光眼镜相比ꎬ周边离焦
眼镜、双焦点软性隐形眼镜、硬性透气接触镜(ＲＧＰ)、角

膜塑形镜、球面像差软性隐形眼镜和 ７－甲基黄嘌呤对减
缓近视增长更有效ꎬ低浓度阿托品减缓近视增长的效果优
于哌仑西平或环喷托酯[２２－２４]ꎮ (３)眼部生物学参数研究:
在儿童青少年屈光发育过程中ꎬ眼轴、角膜曲率、晶状体厚
度、前房深度等屈光成分也在不断变化ꎮ 随着屈光度的增
加ꎬ近视患者眼轴增长ꎬ平均角膜曲率增高ꎬ眼压增高ꎬ中
央角膜厚度增高ꎬ前房深度变浅[２５－２６]ꎮ 因此ꎬ可以通过生
物学参数变化观察和预测近视的发展进程ꎮ 通过对关键
词的归纳总结ꎬ发现近视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未来
应加强特殊人群的视觉健康监管ꎬ深入近视成因以及控制
机理的探索ꎮ
３.３研究趋势分析　 通过聚类、时间线图和关键词突显分
析热点的演化过程和未来的趋势ꎮ 以 １０ａ 为一个阶段进
行分析ꎬ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ꎬ国内外研究集中在眼部生物学
参数、近视进展、近视的光学矫正等ꎮ 对屈光不正的研究
中发现屈光度与眼轴长度、玻璃体腔深度、前房深度呈负
相关[２７]ꎮ 该阶段矫正眼镜种类较少ꎬ相较于单光眼镜ꎬ渐
进多焦镜能有效减缓青少年近视的发展[２８]ꎮ 随着屈光度
的增高ꎬ白内障、青光眼和脉络膜视网膜异常的风险可能
越高[２９]ꎮ 影响近视的因素有户外活动、近距离工作、教育
和外周屈光度等[３０]ꎮ 较国外研究ꎬ国内持续开展了中医
药防制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研究ꎬ常用到中药熏蒸、耳穴压
贴和针刺等方法[３１－３３]ꎮ 未来应继续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在
近视治疗中的研究ꎬ增加科研成果产出ꎮ 随着医学的进
步ꎬ国内外研究内容更加细化和深入ꎬ在近视的患病现状、
影响因素、干预措施等方面都取得了更多的成果ꎮ 在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 年ꎬ较前一阶段ꎬ近视控制原理从调节学说转
向离焦学说ꎬ近视干预措施更加多样ꎬ临床上联合使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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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以达到更佳的近视控制效果[３４]ꎮ 对近视现状及相
关因素的研究越来越多ꎬ可能与«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实施方案»和«近视管理白皮书»的印发有关ꎮ 此外ꎬ随
着科技的发展ꎬＡＩ 在视光领域也取得了进展ꎬ建立了能合
理预测儿童青少年近视发展的模型[３５]ꎮ 较国内研究ꎬ国
外研究对近视干预措施的临床观察时间更长[３６－３７]ꎮ 未来
应开展大样本、长时间的临床观察ꎬ增加研究的可靠性ꎮ
持续到 ２０２２ 年的突现词有“回归分析”“患病率” “ ｔｒｅｎｄ”
“ｒｉｓｋ”等ꎬ表明对于患病率、危险因素等流行病学研究将
成为未来的热点[３８]ꎮ

综上所述ꎬ国内外儿童青少年近视研究围绕着流行病
学、近视干预措施和眼部生物学参数展开ꎬ未来针对流行
病学的研究将成为热点ꎮ 未来应加强作者、机构和国家之
间的合作交流ꎬ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ꎻ加强对近视干预措
施的研究ꎬ结合中医特色ꎬ做好近视防控工作ꎻ加强流行病
学研究ꎬ开展更多高质量的队列研究ꎮ 本研究的局限:
( １ ) 文 献 纳 入 范 围 有 限ꎻ ( ２ )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１. ６. １９ 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６.１.Ｒ６ 对 ＣＮＫＩ 数据库导出的信息处理能力有
限ꎬ缺乏更深度的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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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Ｊｉａｎｇ ＸＪꎬ Ｔａｒｃｚｙ － Ｈｏｒｎｏｃｈ Ｋꎬ Ｃｏｔｔｅｒ ＳＡ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ｍｙｏｐｉａ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ｇｅ. ＪＡＭ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２０ꎻ１３８(５):５０１－５０９
１６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Ｐꎬ Ｌｉｅｗ Ｇꎬ Ｇｏｐｉｎａｔｈ Ｂꎬ ｅｔ ａｌ. Ａｇ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８ꎻ３９２(１０１５３):１１４７－１１５９

１７ Ｄｏｎｇ Ｌꎬ Ｋａｎｇ ＹＫꎬ Ｌｉ Ｙ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ｔｉｎａ ２０２０ꎻ４０(３):３９９－４１１
１８ Ｇｒｚｙｂｏｗｓｋｉ Ａꎬ Ｋａｎｃｌｅｒｚ Ｐꎬ Ｔｓｕｂｏｔ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２０ꎻ２０(１):２７
１９ 慕璟玉ꎬ 王雁ꎬ 杨依宁ꎬ 等. 近视的流行病学、病因学与发病机制

研究现状. 眼科新进展 ２０２１ꎻ４１(１１): １０８９－１０９６
２０ 刘灵琳ꎬ 吴峥峥ꎬ 李冬锋ꎬ 等. 成都和绵阳地区青少年近视患病

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１９ꎻ１９(７):１１９６－１２００
２１ Ｊｉａｎｇ ＸＹꎬ Ｐａｒｄｕｅ ＭＴꎬ Ｍｏｒｉ Ｋꎬ ｅｔ ａｌ. Ｖｉｏｌｅｔ ｌｉｇｈｔ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ｌｅｎ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ｙｏｐｉａ ｖｉａ ｎｅｕｒｏｐｓｉｎ (ＯＰＮ５) ｉｎ ｍｉｃｅ.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 Ｓ Ａ
２０２１ꎻ１１８(２２):ｅ２０１８８４０１１８
２２ Ｓｉｎｇｈ Ｈꎬ Ｓｉｎｇｈ Ｈꎬ Ｌａｔｉｅｆ Ｕꎬ ｅｔ ａｌ. Ｍｙｏｐｉａꎬ ｉｔ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ꎬ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２２ꎻ７０(８):２７８８－２７９９
２３ Ｗａｌｌｉｎｅ ＪＪꎬ Ｌｉｎｄｓｌｅｙ ＫＢꎬ Ｖｅｄｕｌａ ＳＳ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ｌｏ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 ２０２０ꎻ
１(１):ＣＤ００４９１６
２４ Ｌｉｕ Ｈꎬ 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ｌ Ｆꎬ Ｔｒｉｅｒ Ｋ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７－ｍｅｔｈｙｌｘａｎｔｈｉｎｅ ｏｎ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ｏｐａｍｉｎ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Ｒｅｓ ２０２０ꎻ６３(３):３４７－３５７
２５ 严梦南ꎬ 燕振国ꎬ 樊爱芳ꎬ 等. 青年近视人群屈光度与眼球生物

学参数的相关性.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１ꎻ２１(４):７３８－７４１
２６ Ｌｉｕ Ｌꎬ Ｌｉ Ｒꎬ Ｈｕａｎｇ Ｄ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ｃｏｈｏｒｔ.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２１ꎻ２１(１):２８３
２７ 于伟泓ꎬ 陈晓隆. ４~１３ 岁屈光不正儿童眼球生物测量结果分析.
眼科研究 ２００４ꎻ２２(５): ５４４－５４６
２８ 张红ꎬ 龚向明. 渐进多焦镜对青少年近视发展的影响. 中国实用

眼科杂志 ２００５ꎻ２３(７):６８７－６８８
２９ Ｓａｗ ＳＭꎬ Ｇａｚｚａｒｄ Ｇꎬ Ｓｈｉｈ －Ｙｅｎ ＥＣꎬ ｅｔ ａｌ.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ｐｔ ２００５ꎻ ２５ ( ５ ):
３８１－３９１
３０ Ｐａｎ ＣＷꎬ 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ｈｙ Ｄꎬ Ｓａｗ ＳＭ.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ｍｙｏｐｉ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ｐｔ ２０１２ꎻ３２(１):３－１６
３１ 潘云华. 以项背部推拿为主综合治疗青少年真性近视临床观察.
上海中医药杂志 ２００６ꎻ４０(８): ４６－４７
３２ 陈有海ꎬ 李占宝. 针刺治疗青少年近视 １２３ 例临床分析. 山东医药

２００８ꎻ４８(３２):１３１
３３ 唐敏ꎬ 岳丽菁ꎬ 张超然. 中药熏洗联合耳穴贴压治疗近视的临床

研究.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１１ꎻ１１(７): １２６５－１２６６
３４ Ｙｕａｎ Ｙꎬ Ｚｈｕ ＣＣꎬ Ｌｉｕ ＭＭ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ｏｒｔｈｏｋｅ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０.０１％ ａｔｒｏｐｉｎｅ ｆｏｒ ｍｙｏｐｉ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ꎬ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ꎬ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ｔｒｉ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２０２１ꎻ２２(１):１－８
３５ Ｙａｎｇ Ｘꎬ Ｃｈｅｎ Ｇꎬ Ｑｉａｎ Ｙ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２０ꎻ１７(２):４６３
３６ 李盼ꎬ 张学辉ꎬ 艾欣ꎬ 等. 不同程度屈光参差的单眼近视儿童配

戴角膜塑形镜后近视进展对比.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２ꎻ ２２ ( ９):
１５２８－１５３２
３７ Ｌｉｎ ＷＰꎬ Ｌｉ Ｎꎬ Ｇｕ ＴＰ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ｘｉａｌ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ｏｒｔｈｏｋｅ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２１ꎻ２１(１):３６２
３８ 王会会ꎬ 张晓红ꎬ 霍俊锋ꎬ 等. 山西省四至六年级小学生近视现

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健康教育 ２０２２ꎻ３８(６): ４８３－４８６ꎬ 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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