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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assess prevalence of poor vision among junior
middle 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angsha,
China and establish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visual
protection.
誗METHODS: All students in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of Changsha were enrolled for vision
examination from March to June in 2009, 2010, and 2011.
Data obtained from the investigation was analyzed.
誗 RESULTS: The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low vision
increased during the three years. The incidence of low
vision was 50. 12%, 52. 59% and 55. 91% in 2009, 2010, and
2011 respectively. Female pupils had a higher incidence of
low vision than males.
誗 CONCLUSION: Poor vision is severe among junior
middle 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angsha,
especially among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female students. Parents and school tea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roblem.
誗KEYWORDS: junior middle 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oor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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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长沙市初中及小学生视力不良的患病情况,为
做好初中及小学生视力保护工作提高理论依据。
方法:于 2009 / 2011 年的 3 ~ 6 月份连续 3a 调查了长沙市

内所有的初中及小学生的视力情况,并对 3a 的视力检查

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长沙市初中、小学生视力低下发生率和症状严重程

度呈 上 升 趋 势, 2009 / 2011 年 学 生 视 力 低 率 分 别 为

50郾 12% ,52. 59%和 55. 91% 。 女生视力低下率高于男生。
结论:长沙市初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情况较严重,尤其小学

生视力低下率逐年加重,其中女生比例较男生高,应当引

起家长和学校的全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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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目前儿童和青少年的近视不仅发病年龄早、发生率

高,且发生后呈进展倾向,日益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近视眼防治列入全球防盲计

划。 近视可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近视的学生不仅容

易发生疲劳、眼痛、头痛等症状,高度近视还是主要的致盲

因素之一[1]。 本次通过对长沙市初中及小学生视力状况

的调查分析,旨在了解其视力发育的特点,为制定科学、合
理的近视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由湖南省儿童医院体检中心提供的长沙市市

内所有初中及小学生 2009 / 2011 年常规体检资料。 其中

2009 年体检学生 148901 人,男 79397 人,女 69504 人;
2010 年体检学生 129320 人,男 69395 人,女 59925 人;
2011 年体检学生 171542 人,男 93641 人,女 77901 人。
1. 2 方法摇 根据《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查研究工作手

册》的方法,选用室内灯箱式“E冶字标准对数视力表对小

学生的左、右眼裸眼视力分别进行检查,裸眼视力<5. 0 则

为视力不良,其中 4. 7 ~ 4. 9 为轻度视力低下;4. 4 ~ 4. 6 为

中度视力低下;4. 0 ~ 4. 3 为重度视力低下,以视力较低的

一眼为统计标准。
摇 摇 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11. 0 软件分析处

理,采用方差检验,以 P<0. 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3a调查视力低下情况比较摇 由表 1 可见长沙市小学

生视力低下率呈上升趋势, 3a 视力低下率有显著性差异

(P<0. 05),2011 年视力低下率比 2009 年上升了 7郾 32% 。
而初中生 3a 视力低下率并无连续上升趋势。
2. 2 不同学习阶段视力低下情况比较摇 同年度学生视力

低下率随学段升高而递增,不同阶段的视力低下率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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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1摇 长沙市市区连续 3a初中及小学视力低下情况 人(% )

年份
小学

检查人数 视力低下人数

初中

检查人数 视力低下人数

合计

检查人数 视力低下人数

2009 年 104205 45391(43. 56) 44696 29233(65. 40) 148901 74624(50. 12)
2010 年 90152 41471(46. 00) 39168 26543(67. 77) 129320 68014(52. 59)
2011 年 112250 57118(50. 88) 59292 38785(65. 41) 171542 95903(55. 91)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字2 1211. 24 70. 52 1087. 14
P <0. 05 <0. 05 <0. 05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2摇 长沙市市区连续 3a初中及小学不同性别视力低下情况 人 (% )

年份
男生

检查人数 视力低下人数

女性

检查人数 视力低下人数
字2 P

2009 年 79397 36729(46. 26) 69504 37895(54. 52) 1011. 95 <0. 05
2010 年 69395 33868(48. 80) 59925 34146(59. 98) 862. 26 <0. 05
2011 年 93641 47364(50. 58) 77901 48539(62. 31) 1934. 29 <0. 05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3摇 长沙市市区连续 3a初中及小学生视力低下程度构成 人 (% )
年份 视力低下人数 轻度 中度 重度

2009 年 74625 24711(33. 11) 25644(34. 36) 24269(32. 52)
2010 年 68014 20953(30. 81) 23049(33. 89) 24012(35. 30)
2011 年 95903 22577(23. 54) 34517(35. 99) 38809(40. 47)

性差异(2009 年不同阶段比较, 字2 = 5970. 56,P < 0. 05;
2010 年不同阶段比较,字2 = 5188. 276,P<0. 05;2011 年不
同阶段比较,字2 =5188. 276,P<0. 05)。
2. 3 不同性别视力低下情况比较摇 由 3a 检查结果显示女
生视力低下率都高于男生,两者有显著性差异 ( P <
0郾 05),且男女生视力低下率都有逐年上升趋势,女生视
力低下率 2011 年比 2009 年上升了 7. 79% ,男生视力低下
率 2011 年比 2009 年上升了 4. 32% ,见表 2。
2. 4 视力低下程度构成比较摇 由表 3 显示,3a 视力低下程
度构成比有显著不同( 字2 = 2327. 42,P<0. 05),结合资料
说明 2009 年轻度视力低下学生比重较 2010 年和 2011 年
高, 2011 年重度视力低下学生比重较 2010 年和 2009 年
高。 视力低下症状严重程度有上升趋势。
3 讨论
摇 摇 调查结果表明长沙市初中及小学生的视力现况令人
担忧,近年来视力低下发生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小学和
初中阶段是视力低下发生发展的关键时期。 视力低下率
随学段升高而递增,女生视力低下率高于男生,这些结果
与国内有关文献报道一致[2-4]。
摇 摇 儿童、青少年视力低下主要是屈光不正所致,具有渐
进性和不可逆性,对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及其今后的工作
和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儿童、青少年视力低下不单纯是一
个医学问题,它已上升为复杂的社会问题[4]。 目前我国的
教育模式以应试教育为主,学生作业随学段逐渐增加,初
中生较小学生学习时间明显延长,睡眠时间大大减少,用
眼过度及休息不足是造成初中生视力低下率较小学生大
幅增加的重要原因;随着电脑及教学投影的普及化,学生
操作电脑、看电视的时间过长,不注意科学用眼对视力的
影响也较大;学校采光照明条件也是视力低下的影响因
素。 对于女生视力低下率高于男生的原因,有研究认为经
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视力低下率远低于偶尔参加体育
锻炼的学生,缺乏运动与近视发病呈正相关关系,而女生

个性喜静、体育活动爱好不广,且发生屈光不正后,不愿戴
眼镜也是女生视力低下程度高于男生的一个因素[5]。
摇 摇 改善学生视力不良的措施:(1)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
从小开始培养正确的读写及握笔姿势。 小学生正处在生
长发育的重要阶段,身体的骨骼和各个器官都发育的比较
快,因此,学校应当开展护眼的相关教育,指导小学生养成
良好的用眼习惯,阅读及写字时眼睛要距离书本 30 ~
35cm,握笔时姿势应端正。 在阅读和书写 1h 左右,应当眺
望远处,缓解眼疲劳,另外,组织学生每天进行眼保健操及
交替看远看近的调节操,眼保健操对眼周的气血通畅和活
血化瘀等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而交替看远看近的调节操
可以锻炼眼睫状肌,使调节放松。 经常进行此类训练,可
以起到保护学生视力的作用。 (2)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
学校应当尽量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保证教室内的
采光和照明。 根据学生的身高进行座位的排序,并且每周
进行轮换。 家长也要为学生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并选
择护眼的灯具。 (3)定期进行视力检查 家长应当定期带
孩子进行视力检查,及时发现问题。 如有屈光不正,应及
时矫正,以减缓视力的下降。 (4)合理安排学习和休息时
间 老师与家长密切配合,尽可能地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合理安排学习和休息时间,保
证足够的睡眠时间并且多参加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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