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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西安市中小学生视力和戴镜情况ꎬ为开展近视
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在西安市 １６ 个区县对 １１９ 所中小学校 ３８ ２２６ 名学
生开展视力筛查和戴镜情况调查ꎬ对裸眼视力、屈光度、戴
镜率、足矫率等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西安市中小学近视率为 ６１.５３％ꎬ随着学段增加而递
增(χ２

趋势 ＝ ５３３２.２０３ꎬＰ<０.０１)ꎬ其中轻度近视率占比随着学
段的升高而降低ꎬ中度、高度占比随着学段的升高呈上升
趋势 ( χ２

趋势 ＝ ２６７１. ５６２ꎬＰ < ０. ０１)ꎮ 近视学生戴镜率为

５１.６９％ꎬ戴镜率随着学段的升高呈上升趋势 ( χ２
趋势 ＝

１４８６.９４１ꎬＰ<０.０１)ꎬ女生戴镜率高于男生( χ２ ＝ ２３.６５９ꎬＰ<
０.０１)ꎬ城区戴镜率高于郊县(χ２ ＝ １０２.２４１ꎬＰ<０.０１)ꎮ 戴镜
学生足矫率为 ６７.０８％ꎬ城区戴镜学生足矫率高于郊县
(χ２ ＝ ４.９８０ꎬＰ<０.０５)ꎮ 近视学生过去 １ ａ 内视力检查频次
≥２ 次的占 ６３.６６％ꎬ职业高中学生视力检查频次≥２ 次占
５８.０６％ꎮ 近视学生居住在郊县与戴镜率呈负相关ꎬ学段
升高、每年视力检查频次增多与近视学生戴镜率呈正相关
(均 Ｐ<０.０１)ꎮ
结论:西安市学生近视防控形势严峻ꎬ学生戴镜率、足矫
率、视力检查频次低ꎬ需要重点关注郊县、小学、职业高中
学生视力矫正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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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２０２０ 年«世界视觉报告»显示全球有 ２２ 亿人视力受

损ꎬ数千万人视力严重受损[１]ꎮ 近视是视力损伤的主要原
因之一ꎮ 有研究预测 ２０５０ 年全球近视人数将增加至
４７.５８亿ꎬ约占世界人口的 ４９.８％ [２]ꎮ ２０２２ 年全国儿童青
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５１.９％ [３]ꎬ高中生达到了 ８１.２％ꎮ 近视
已成为严重危害青少年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多数近视
可以通过框架眼镜、角膜接触镜、手术等能使视力达到正
常水平ꎬ其中框架眼镜是最经济、最易受人群所接受的方
式[４]ꎮ 还有研究表明足矫能降低近视的进展[５－８]ꎬ然而各
地区学生戴镜率、足矫率并不高ꎮ 近年来西安市学生视力
及矫正情况研究资料较少ꎬ本文旨在对西安市 ２０２２ 年中
小学生视力相关资料进行分析ꎬ了解中小学生视力及矫正
情况ꎬ为制定本辖区重点人群近视防控干预措施提供
依据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根据最小样本量计算公式 ｎ ＝ Ｚ２ｐ(１－ｐ) / δ２ꎬ计
算调查人数ꎬ ｐ 为总体率估计值ꎬδ 为容许误差ꎮ 参考
２０１８ 年西安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结果ꎬ取 ｐ＝ ０.５６ꎬ设置 δ 为
３％ꎬα 取双侧ꎬα＝ ０.０５ꎬＺ 查得 １.９６ꎬ计算ｎ＝ １０５２ꎬ设计效
率为 ２ꎬ整群抽样时调查时样本量为 ２×１０５２ ＝ ２１０４ꎮ 根据
«２０２２ 年西安市教育事业(基础教育和职业高中)发展统计
公报»ꎬ小学、初中、高中学生人数比例 ６１.３０∶ ２２.７６∶ １５.９４ꎬ其
中小学、初中、高中样本量分别为 １２９０、４７９、３３５ꎮ

本次调查按照 ２０２２ 年«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西安
市教育局关于印发西安市 ２０２２ 年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
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方案的通知» (市卫发〔２０２２〕 ２４３
号)要求ꎬ在西安市 １６ 个区县开展中小学生视力筛查和戴
镜情况调查ꎬ一个区县选取 ２ 所小学、２ 所初中、２ 所普通
高中(城区 ２ 所ꎬ郊县 １ 所)、１ 所职业高中(仅城区选取)ꎬ
以整班抽取ꎬ每个年级至少抽取 ８０ 名学生ꎬ实际共抽取
１１９ 所学校 ３８ ２２６ 名中小学学生进行视力筛查和戴镜情
况调查ꎮ 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ꎬ参与者均知情
同意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调查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ꎬ调查内容
分现场视力筛查和问卷调查ꎮ 视力筛查由有资质的眼科
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按照 «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规范»
(ＷＳ / Ｔ ６６３－２０２０)开展ꎮ 问卷调查由经过培训的区县疾
控工作人员开展ꎮ 视力筛查包括裸眼视力、戴镜视力、非
睫状肌麻痹电脑验光ꎮ 问卷内容包含个人基本信息、戴镜
情况、过去 １ ａ 内视力检查情况ꎮ 抽取的所有学生均参加
现场体检与相关问卷调查ꎬ一至三年级学生调查问卷由家
长代填ꎬ四年级及以上学生自行填写ꎮ 纳入标准:学生配
合完成现场视力监测和调查问卷ꎬ学生基本信息如性别、
出生日期、年级等准确无误ꎬ学生戴镜类型、裸眼视力、球

镜度数和柱镜度数准确无缺失的样本纳入统计分析ꎮ 排
除标准:眼球震颤、视网膜脱离等其他严重影响视力筛查
的眼部疾病的学生ꎮ
１.２.２质量控制　 当地卫生健康委(局)组建监测队伍ꎬ视
力筛查由有资质的眼科医疗机构组成ꎬ并对检测人员进行
«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规范»培训和现场技术考核ꎬ所有
电脑验光仪均经过质量检定机构检测合格ꎬ且在规定使用
日期范围内ꎮ 当地疾控人员每日抽取 ５％的学生进行现
场复测ꎬ开展质量控制ꎬ每日错误率控制在 ５％以内ꎮ 视
力筛查、问卷调查数据均在陕西省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
因素监测平台录入ꎬ系统对所有数据进行逻辑值限定ꎬ对
答题进展进行统计ꎬ以降低错误项及漏填项ꎮ
１.２.３统计指标评价标准 　 根据«ＷＳ / Ｔ６６３－２０２０ 中小学
屈光不正筛查规范»ꎬ近视判定标准为裸眼视力<５.０ 且非
睫状肌麻痹下电脑验光等效球镜度数<－０.５０ Ｄꎬ凡单眼判
定为近视者即计为近视ꎬ配戴角膜塑形镜者直接计为近
视ꎮ ０.５０ Ｄ<等效球镜度数绝对值≤３.００ Ｄ 为轻度近视ꎬ
３.００－６.００ Ｄ 为中度近视ꎬ>６.００ Ｄ 为高度近视ꎮ 近视率为
近视人数除以调查人数ꎮ ６ 岁及以上已配戴眼镜的学生ꎬ
戴镜视力≥４.９为足矫者ꎬ足矫者除以戴镜人数为足矫率ꎮ
本文中近视为筛查性近视ꎬ而非临床诊断近视ꎬ如需确诊ꎬ
需到医疗机构进行散瞳验光后确诊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对数据进行分析ꎬ对不同
特征学生近视率、近视程度、戴镜率、足矫率采用趋势性卡
方或卡方检验分析ꎬ对不同特征近视学生“过去 １ ａ 视力
检查情况”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或卡方检验分析ꎬ采用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近视学生戴镜率的影响因素ꎬ模
型调整了裸眼视力和等效球镜度数ꎬ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结果
２.１基本情况　 本次视力检测 ３８ ２２６ 人ꎬ剔除数据缺失、逻
辑异常数据ꎬ纳入 ３７ ４６２ 人ꎬ有效应答率为 ９８.００％ꎬ共
２３ ０５１人近视ꎮ ２３ ０５１ 名近视学生中ꎬ配戴框架眼镜１１ ５５４
人ꎬ配戴隐形眼镜 ３２ 人ꎬ配戴角膜塑形镜 ３２９ 人ꎬ不戴镜
１１ １３６人ꎮ 男 １０ ９０４ 人(４７.３０％)ꎬ女 １２ １４７ 人(５２.７０％)ꎮ
２.２ 中小学生近视率及近视程度 　 西安市中小学生近视
率为 ６１.５３％ꎬ随着学段增加而递增( χ２

趋势 ＝ ５３３２.２０３ꎬＰ<
０.０１)ꎬ其中轻度近视率占比随着学段的升高而降低ꎬ中
度、高 度 占 比 随 着 学 段 的 升 高 呈 上 升 趋 势 ( χ２

趋势 ＝
２６７１.５６２ꎬＰ<０.０１)ꎮ 女生近视率为 ６５.５１％ꎬ高于男生的
５７.４６％( χ２ ＝ ２４５.１６４ꎬＰ<０.０１)ꎮ 城区近视率为 ６２.６０％ꎬ
高于郊县的 ５２.１９％(χ２ ＝ １５８.２３２ꎬＰ<０.０１)ꎮ 不同学段学生
近视程度构成比分别为轻度 ２９. ９５％ － ７２. １４％ꎬ中度
２５.３４％－４９.６９％ꎬ高度 ２.５２％－２０.３６％ꎬ随着学段的升高ꎬ
轻度近视占比逐渐下降ꎬ中度、高度近视占比逐渐增高ꎬ普
通高中高度近视已占 ２０.３６％ꎬ高于职业高中 １５.６５％ꎬ见
表 １ꎮ
２.３近视学生戴镜率和足矫率　 近视学生戴镜率 ５１.６９％ꎮ
小学、初中、高中近视学生戴镜率依次升高ꎬ分别为
３３.７２％、５４.４５％、６４.０５％ꎮ 两两比较ꎬ任两个学段学生戴
镜率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７)ꎮ 男生戴镜率(５０.００％)
低于女生(５３.２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３.６５９ꎬＰ<
０.０１)ꎮ 城 区 学 生 戴 镜 率 ( ５２. ７２％) 高 于 郊 县 学 生
(４０.９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０２.２４１ꎬＰ<０.０１)ꎮ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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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近视戴镜学生足矫率分别为

６２.７９％、６６.２４％、７０.４２％、６４.０５％ꎬ两两比较ꎬ小学近视学

生戴镜足矫率低于初中、普通高中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７.５８７ꎬＰ<０.０１７ꎻχ２ ＝ ４４.３７２ꎬＰ<０.０１７)ꎬ初中近视学生

戴镜足矫率低于普通高中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６.５８３ꎬＰ<０.０１７)ꎬ职业高中近视学生戴镜足矫率低于普

通高中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５.９９８ꎬＰ<０.０１７)ꎬ职业

高中近视学生戴镜足矫率与小学、初中学生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均 Ｐ>０.０５)ꎮ 近视男生戴镜足矫率高于女生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７.７３３ꎬＰ<０.０１)ꎮ 城区近视学生戴镜

足矫率高于郊县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４. ９８０ꎬＰ <
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２.４视力检查频次　 ２３ ０５１ 名近视学生中ꎬ同时完成视力

检查并回答视力检查频次问题的学生共 ２０ ４１５ 人ꎮ
６３.６６％的学生在过去 １ ａ 内检查视力≥２ 次ꎬ小学、初中、
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每年视力检查≥２ 次占比分别为

６１.０２％、６５. ６７％、６６. ９４％、５８. ０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８７.７１ꎬＰ<０.０１)ꎮ 小学与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

进行两两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１７)ꎬ初中

与职高进行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差异 ( χ２ ＝ ３８. ９２ꎬＰ <
０.０１７)ꎬ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５５.４２ꎬＰ<０.０１７)ꎬ初中与普通高中比较ꎬ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２.０２ꎬＰ>０.０５)ꎮ 近视男生、女生过去 １ ａ 视力

检查频次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 －５.４７ꎬＰ<０.０５)ꎮ
城区、郊县近视学生过去 １ ａ 视力检查频次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Ｚ＝ －１.５５ꎬＰ>０.０５)ꎬ见表 ３ꎮ
２.５ 近视学生戴镜率影响因素 　 在同时完成视力检查并

回答视力检查频次问题的学生共 ２０ ４１５ 人中ꎬ以是否戴

镜(戴镜 １ꎬ不戴镜 ０)作为因变量ꎬ选择“进入”方法ꎬ将左

右裸眼视力均值和等效球镜度数作为协变量ꎬ将学段、性
别、地区和视力检查频次作为自变量ꎬ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近视学生戴镜率的影响因素ꎬ结果显示ꎬ地区、学
段、视力检查频次是学生近视戴镜的影响因素(均 Ｐ <
０.０１ꎬ表 ４)ꎮ

表 １　 西安市中小学生近视率及近视程度分布 ％

组别 调查总人数 近视人数 角膜塑形镜人数 轻度 中度 高度

学段 小学 １７６５１ ７３８６(４１.８４) １６５ ５２０９ / ７２２１(７２.１４) １８３０ / ７２２１(２５.３４) １８２ / ７２２１(２.５２)
初中 ８６４１ ６３５４(７３.５３) ７８ ３０２２ / ６２７６(４８.１５) ２６４４ / ６２７６(４２.１３) ６１０ / ６２７６(９.７２)
高中 １１１７０ ９３１１(８３.３６) ８６ ３０８４ / ９２２５(３３.４３) ４３７５ / ９２２５(４７.４２) １７６６ / ９２２５(１９.１４)

普通高中 ７９４７ ６９３０(８７.２０) ８２ ２０５１ / ６８４８(２９.９５) ３４０３ / ６８４８(４９.６９) １３９４ / ６８４８(２０.３６)
职业高中 ３２２３ ２３８１(７３.８８) ４ １０３３ / ２３７７(４３.４６) ９７２ / ２３７７(４０.８９) ３７２ / ２３７７(１５.６５)

χ２
趋势 ５３３２.２０３ ２６７１.５６２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性别 男 １８９１９ １０９０４(５７.６４) １４８ ５３６３ / １０７５６(４９.８６) ４２００ / １０７５６(３９.０５) １１９３ / １０７５６(１１.０９)
女 １８５４３ １２１４７(６５.５１) １８１ ５９５２ / １１９６６(４９.７４) ４６４９ / １１９６６(３８.８５) １３６５ / １１９６６(１１.４１)
χ２ ２４５.１６４ ０.５７４
Ｐ <０.０１ >０.０５

地区 城区 ３３６０９ ２１０４０(６２.６０) ３２９ １０１２９ / ２０７１１(４８.９１) ８１７４ / ２０７１１(３９.４７) ２４０８ / ２０７１１(１１.６３)
郊县 ３８５３ ２０１１(５２.１９) ０ １１８６ / ２０１１(５８.９８) ６７５ / ２０１１(３３.５６) １５０ / ２０１１(７.４６)
χ２ １５８.２３２ ８１.９９５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合计 ３７４６２ ２３０５１(６１.５３) ３２９ １１３１５ / ２２７２２(４９.８０) ８８４９ / ２２７２２(３８.９４) ２５５８ / ２２７２２(１１.２６)

注:配戴角膜塑形镜的学生不做屈光度检测ꎬ无法判断近视程度ꎬ所以不同近视程度的总人数不含配戴角膜塑形镜的学生数ꎮ 近视程

度根据等效球镜度数(ＳＥ)可以把近视分为轻、中、高三个不同程度ꎬ轻度近视为－３.００ Ｄ<ＳＥ<－０.５０ Ｄ(近视 ５０－３００ 度)ꎬ中度近视为

－６.００ Ｄ<ＳＥ≤－３.００ Ｄ(近视 ３００－６００ 度)ꎬ高度近视为 ＳＥ≤－６.００ Ｄ(近视 ６００ 度以上)ꎮ

表 ２　 不同特征近视学生戴镜率比较

组别 近视人数 戴镜人数 戴镜率(％) χ２ Ｐ 足矫人数 足矫率(％) χ２ Ｐ
学段 小学 ７３８６ ２４９１ ３３.７２ １４８６.９４１ <０.０１ １５６４ ６２.７９ ３５.７６９ <０.０１

初中 ６３５４ ３４６０ ５４.４５ ２２９２ ６６.２４
高中 ９３１１ ５９６４ ６４.０５ ４１３６ ６９.３５

普通高中 ６９３０ ４９５７ ７１.５３ ３４９１ ７０.４２
职业高中 ２３８１ １００７ ４２.２９ ６４５ ６４.０５

性别 男 １０９０４ ５４５２ ５０.００ ２３.６５９ <０.０１ ３７２８ ６８.３８ ７.７３３ <０.０１
女 １２１４７ ６４６３ ５３.２１ ４２６４ ６５.９８

地区 城区 ２１０４０ １１０９２ ５２.７２ １０２.２４１ <０.０１ ７４６９ ６７.３４ ４.９８０ <０.０５
郊县 ２０１１ ８２３ ４０.９２ ５２３ ６３.５５

合计 ２３０５１ １１９１５ ５１.６９ ７９９２ ６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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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特征近视学生过去 １ ａ内视力检查频次 频次(％)

组别 ０ 次 １ 次 ２ 次 ３ 次 ４ 次

学段 小学 ６４３(９.３７) ２０３２(２９.６１) ２６１７(３８.１３) ７９６(１１.６０) ７７５(１１.２９)
初中 ３８７(７.２４) １４４７(２７.０８) ２３１２(４３.２７) ６９７(１３.０４) ５００(９.３６)
高中 ６４０(７.８０) ２２６９(２７.６４) ３５０２(４２.６６) １１２７(１３.７３) ６７１(８.１７)

普通高中 ３９５(６.５７) １５９３(２６.４９) ２６５７(４４.１９) ８６４(１４.３７) ５０４(８.３８)
职业高中 ２４５(１１.１６) ６７６(３０.７８) ８４５(３８.４８) ２６３(１１.９８) １６７(７.６０)

性别 男 ８４８(８.８３) ２８０６(２９.２２) ３９１７(４０.７９) １１８１(１２.３０) ８５１(８.８６)
女 ８２２(７.６０) ２９４２(２７.２１) ４５１４(４１.７５) １４３９(１３.３１) １０９５(１０.１３)

地区 城区 １５２９(８.１０) ５３０８(２８.１３) ７７９５(４１.３１) ２４２７(１２.８６) １８１２(９.６０)
郊县 １４１(９.１３) ４４０(２８.５０) ６３６(４１.１９) １９３(１２.５０) １３４(８.６８)

表 ４　 近视学生戴镜率影响因素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Ｐ ＯＲ(９５％ＣＩ)
性别 男 １.００

女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９９３ >０.０５ ０.９６３(０.８９５－１.０３７)
地区 城区 １.００

郊县 －０.６１３ ０.０７５ ６７.４７４ <０.０１ ０.５４１(０.４６８－０.６２７)
学段 小学 １.００

初中 ０.３６３ ０.０４８ ５６.２２１ <０.０１ １.４３８(１.３０７－１.５８１)
高中 ０.３１８ ０.０４５ ４９.０２０ <０.０１ １.３７５(１.２５８－１.５０３)

视力检查频次 ０ 次 １.００
１ 次 ０.７３４ ０.０７９ ８５.８８８ <０.０１ ２.０８３(１.７８４－２.４３３)
２ 次 １.０３４ ０.０７７ １８２.１３４ <０.０１ ２.８１１(２.４１９－３.２６７)
３ 次 １.２１１ ０.０８８ １８９.５１２ <０.０１ ３.５６５(２.８２５－３.９８８)
４ 次 １.４５１ ０.０９４ ２３９.０６９ <０.０１ ４.２６７(３.５５０－５.１２９)

３讨论

近年来ꎬ近视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上升ꎬ已逐渐

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９]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
西安市中小学学生近视率为 ６１.５３％ꎬ处于较高水平ꎬ高于

全国 ２０２２ 年平均水平[３]ꎬ与北京市[１０] ( ６０. ７％)、江苏

省[１１](６１.６％)相当ꎬ低于河南省[１２](６４.９％)ꎬ高于内蒙古

自治区[１３] ( ５４. ８２％)、武汉市[１４] ( ５１. ０％)、哈尔滨市[１５]

(５７.９４％)ꎮ 值的注意的是ꎬ西安市普通高中学生中ꎬ高度

近视占比已达到 ２０.３６％ꎬ接近于全国 ２０１８ 年高三年级高

度近视占比 ２１.９％ꎬ这表明ꎬ近视重度化问题日益严重ꎮ
虽然国家自 ２０１８ 年起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提升至

国家战略层面ꎬ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ꎬ但 ２０１９ 年

至 ２０２２ 年底新冠疫情对学生的影响研究表明[１６－１９]ꎬ长时

间的居家隔离和减少的户外活动均增加了近视风险ꎮ 近

视一旦发生ꎬ难以逆转ꎬ部分研究[２０] 还表明ꎬ近视率降低

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ꎬ因此ꎬ近视防控亟需采取长期、综合

的干预措施ꎮ
近视是造成屈光不正的最常见原因ꎬ而未矫正的屈光

不正则是造成视力损害的主要因素[２１]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ꎬ西安市近视学生戴镜率为 ５１. ６９％ꎬ低于重庆市[２２]

(５６.０％)、泰州市[２３](５４.６％)ꎬ高于安徽省[２４](２５.１９％)、
贵州省(４２.９％) [２５]ꎮ 西安市近视学生戴镜率处于中等水

平ꎬ仍有提升的空间ꎬ以确保更多近视学生能够得到必要

的屈光矫正ꎮ 在小学中ꎬ未矫正近视的现象更为普遍ꎬ而
高年级近视学生相对更倾向于配戴眼镜ꎬ这可能与低年级

学生近视严重程度较轻有关ꎮ 同时ꎬ低年龄段学生的新发

近视率较高ꎬ且其近视进展的速度更快ꎬ可能是导致不同

年级之间戴镜率存在差异的原因[２６－２７]ꎮ 研究还发现女生

的戴镜率高于男生ꎬ这可能与性格特征相关ꎬ女生更容易

接受医护人员、家长、老师的建议ꎬ因此更加遵从眼镜配戴

要求ꎮ 已有研究指出ꎬ近视足矫可能轻度延缓学龄儿童近

视进展[２８]ꎬ并减少因近视引起的心理负面影响ꎬ从而改善

生活质量[２２]ꎮ 本研究中ꎬ近视学生足矫率为 ６７.０８％ꎬ郊
县地区近视学生足矫率低于城区ꎬ这可能与城乡经济及学

业负担有关[２９]ꎮ 而近视男生足矫率高于女生ꎬ与安徽

省[２４]结果一致ꎬ与重庆市[２２] 结果相反ꎬ汕头市[２６] 研究发

现小于 １１ 岁近视女生矫正比例高于男生ꎬ大于 １１ 岁男生

矫正比例高于女生ꎬ所以导致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不同年

龄近视学生矫正比例不同从而导致足矫情况的差异ꎬ后续

需要进一步探讨足矫率性别差异的原因ꎮ 此外ꎬ本研究发

现近视学生戴镜率和足矫率均随学段升高而升高ꎬ与成都

市研究结果一致[３０]ꎬ成都市小学近视学生戴镜率从５０.７％
上升至高中 ７８.５％ꎬ戴镜足矫率从小学 ４６.５％上升至高中

５７.４％ꎮ 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同属高中阶段ꎬ但本研究发

现职业高中近视学生戴镜率与足矫率均低于普通高中生ꎬ
这与 ２０１７ 年陕西省研究结果[３１] 一致ꎬ职业高中学生是一

个被忽视的群体ꎬ因此在关注普高中学生视力健康的同

时ꎬ也应关注职业高中学生的视力问题ꎮ
根据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发布的«不同学段学生近视

防控»指引ꎬ建议每年进行 １ 至 ２ 次视力检查ꎮ 本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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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ꎬ达到每年两次视力检查的学生比例为 ６３.６６％ꎬ其中

小学阶段每年进行两次视力检查的比例为 ６１.０２％ꎬ低于

初中和高中学生的比例ꎮ 小学阶段是近视加重的关键时

期ꎬ但检查频率较低ꎬ不利于早期控制近视度数ꎮ 而在普

通高中阶段ꎬ年均检查两次的比例为 ６６.９４％ꎮ 高中阶段

高度近视学生的比例逐渐上升ꎬ低频率的检查不利于控制

高度近视及其眼底并发症的发生ꎮ 因此ꎬ建议针对不同学

段开展重点不同的视力健康教育ꎬ以提高近视学生戴镜

率、足矫率的依从性和检查频次ꎬ从而有效控制近视的发

生和发展ꎮ
本次调查的局限性:(１)近视的判断为筛查性近视ꎬ

非临床诊断近视ꎮ 诊断标准是按照远视力结合非睫状肌

麻痹电脑验光综合判断ꎬ为大型筛查推荐标准ꎬ与散瞳后

验光会有一定差异[３２]ꎻ(２)本次调查为横断面调查ꎬ无法

确定戴镜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ꎬ对戴镜影响因素只纳入了

地区、性别、学段、视力检查频次ꎬ后续仍需深入分析其他

相关影响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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