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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explore the major factors causing adolescent
eyesight decline, so as to take effective prevention or
timely intervention.
誗METHODS: The myopic teenagers ( n = 2050 ) were
followed up for 6 consecutive years. The common causes
of myopia were compared and the statistics were
processed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n the
factors more obvious in inducing myopia were selected.
誗RESULTS: In many factors causing adolescent myopia,
operating coefficient of excessive homework and
scintillating light source were respectively 1. 132 and
1郾 254. Risk of the two factors were 3. 590 and 3. 681. Result
of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model was (OR = 2. 054) for
excessive homework and (OR= 2. 036) for scintilating light
source.
誗CONCLUSION: The excessive homework and persistent
flickering light source are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causing adolescent my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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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引起青少年视力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以便采
取有效的预防或及时干预。
方法:对 11 所学校连续 6a 的 2050 名体检学生的体检结
果进行总结分析,就引起近视的常见原因对比、统计,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从中选出较明显的致近视因素。
结果:在诸多致青少年近视的因素中,作业过多及光源闪

烁的系数分别为 1. 132 和 1. 254,危险度为 3. 590 和
3郾 681,逐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作业过多分值为(OR =
2郾 054)、光源闪烁(OR=2. 036)。
结论:作业过多及光源闪烁的持续存在是引起青少年视力
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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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随着我国青少年近视率的不断上升,影响青少年近视
的因素更多的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何为
主要影响因素,我们分析了来自 11 所学校连续 6a 的 2050
名体检学生的体检结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该资料来自 11 所学校连续 6a 的体检总结(含
部分门诊、住院中的正常人群),对小学生、初中生、高中
生近视者进行分类统计, 共 2050 名,来自城区学生 1375
名,乡村学生 675 名,年龄 6 ~ 19 岁。 其中小学生 669 名,
初中生 542 名,高中生 839 名。 2050 名中近视者 1004
名,其中小学生 143 名,初中生 221 名,高中生 640 名;除
近视者外,其余设为对照组(1046 名);分别统计各影响因
素与近视的关系。
1. 2 方法
1. 2. 1 检查方法 摇 在室内灯箱式“E冶字标准对数视力表
进行裸眼远视力检查,检查距离 5m,照度值 160cd / m2,先
右眼后左眼(以小数表示),设定正视眼的屈光范围为-0. 3依
0. 75D(含裸眼视力逸4. 9),对裸眼视力臆4. 8(小数视力
为臆0. 6)者进行电脑验光,确定为屈光不正并用镜面校
正后臆0. 5D 者定为近视。 双眼中有一只眼近视即被纳入
近视。 排除高度近视(>600毅)以及病理性近视,同时排除
远视、散光、弱视、斜视等其他眼科疾病。
1. 2. 2 调查内容摇 (1)各年级每个班级利用视力表粗测视
力(远、近视力表及矫正视力,散瞳验光相结合)。 (2)问
卷调查近视及弱视患者的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作业
时间、城乡、光源闪烁时间、近视度数、用眼过度、遗传因素
(父母近视的情况)、看电视距离、时间及睡眠少时间等,
填入统一制表。
1. 2. 3 质量控制摇 检查者技术熟炼,统一标准,记录认真,
调查问卷经质控人员复核,有缺漏或质疑者必须重新查漏
补缺,所有数据由专人录入计算机软件,进行整理检错后
再与原始调查表核对无误。 对变量有疑时采用一对一访
谈的形式进行调查。
摇 摇 统计学分析:资料收集、登录、整理和保管由专人负
责,每次调查结束,由专人负责审核完成的表格。 统一将
资料计算机核查,调查结果归档保存,采用 SPSS 10. 0 和
Epiinfor 5.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计
量资料以 軃x依s 表示,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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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表 1摇 2 050 名小学、初、高中学生近视眼危险因素情况分析表

变量 调查人数
近视眼(名)

是( y=1) 否( y=0)
患病率(% ) 字2 P

全样本 2050 1004 1046 48. 97
性别

男 1157 545 612 47. 10 7. 54 <0. 006
女 893 459 434 51. 39

年级

小学 669 137 532 20. 48 9. 71 <0. 005
初中 542 225 317 41. 51
高中 839 642 197 76. 52

作业时间(>2h) 38. 64 <0. 001
小学 669 143 526 21. 37
初中 542 221 321 40. 77
高中 839 640 199 76. 28

看电视+玩游戏(>3h / d) 34. 57 <0. 001
小学 669 154 515 23. 02
初中 542 216 326 39. 85
高中 839 634 205 75. 56

用眼过度(连续用眼>5h) 36. 72 <0. 001
小学 669 152 517 22. 72
初中 542 213 329 39. 29
高中 839 639 200 76. 16

城市学生 1375 0. 86 <0. 018
小学 402 112 290 27. 86
初中 352 154 198 43. 75
高中 621 461 160 74. 23

乡村学生 675 0. 57 <0. 015
小学 226 51 175 22. 56
初中 185 61 124 32. 97
高中 264 165 99 62. 50

睡眠(>8h / d) 8. 35 <0. 007
小学 669 148 521 22. 12
初中 542 249 293 45. 94
高中 839 607 232 72. 34

遗传因素 4. 86 <0. 005
小学 669 68 601 10. 16
初中 542 59 483 10. 88
高中 839 102 737 12. 15

比较各因素对青少年近视影响的关系,计算系数( r)、危险
度(R-R)及 P 值。 用眼时间与视力的关系行伊列表卡方
检验。 P<0. 05 定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小学、初、高中学生近视眼危险因素摇 作业时间、看电
视﹢玩游戏、用眼过度的 字2值分别是 38. 64,34. 57,36. 72,
与近视相关。 近视度数、植物神经紊乱、高原、营养不良、
污染、户外活动、看书姿势等变量的 字2值及 P 值无明显差
异已未再列表,2050 名中与遗传因素有关的近视眼学生
229 名(表 1)。
2. 2 青少年视力下降的单因素分析摇 作业负荷过重、接受
光源闪烁时间过长者引起近视的危险系数分别为 1. 132
和 1. 254,危险度为 3. 590 和 3. 681。 逐步回归模型结果
显示作业过多(OR=2. 054)、光源闪烁(OR=2. 036),与其
它变量相比差异显著(P<0. 01),是青少年单纯性近视的

独立危险因素。 遗传等因素可能与近视相关(表 2)。
2. 3 作业时间与视力下降的关系摇 小学生作业时间较少,
初中、高中逐渐增多,多数超过 3h,近视发生率也明显增
高(P<0. 01)。 在小学生中逸46. 5%的学生每天作业时间
>2h。 在初中生中逸57. 6%的学生每天作业时间>3h。 在
高中生中逸38. 3% 的学生每天作业时间>4h。 高中生中
每天作业时间>3h 者占逸60. 0% (表 3)。
2. 4 光源闪烁与视力下降的关系摇 学生连续接触光源闪
烁,可能与近视形成有关联,近视比有明显差异(P<0. 01,
表 4)。
3 讨论
摇 摇 近视的成因与视近、环境、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密切
相关,探索和掌握引起青少年近视发病的危险因素,可为
开展科学有效的干预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结果提示,
近视患病率随年级增长逐渐上升,特别是初中、高中期近

141

Int Eye Sci, Vol. 14, No. 1, Jan. 2014摇 www. ies. net. cn
Tel:029鄄82245172摇 82210956摇 Email:IJO. 2000@163. com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2摇 诸多因素与青少年视力下降的单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相关因素 r R-R P OR 值(95% CI)
年龄 1. 142 2. 191 0. 017 1. 474(1. 364 ~ 2. 241)
性别(男 /女) 0. 121 1. 291 0. 645 1. 041(1. 034 ~ 1. 243)
作业多少 1. 132 3. 590 0. 001 2. 054(1. 077 ~ 3. 368)
城乡学生 1. 114 1. 312 0. 021 1. 046(1. 042 ~ 1. 345)
光源闪烁 1. 254 3. 681 0. 001 2. 036(1. 062 ~ 29. 53)
近视度数(5a) 1. 170 2. 421 0. 015 1. 014(1. 066 ~ 1. 348)
遗传因素 1. 051 1. 320 0. 014 1. 023(1. 057 ~ 1. 256)
用眼过度 1. 132 2. 235 0. 028 2. 037(1. 053 ~ 1. 347)
植物神经紊乱(精神紧张) 1. 015 1. 321 0. 020 1. 035(1. 042 ~ 1. 571)
看电视 1. 212 3. 145 0. 026 2. 031(1. 052 ~ 1. 247)
高原 0. 928 1. 613 0. 054 1. 013(1. 056 ~ 1. 324)
维生素缺乏 1. 235 2. 137 0. 052 1. 042(1. 032 ~ 1. 241)
营养不良(缺铬) 0. 891 1. 473 0. 064 1. 034(1. 026 ~ 1. 278)
环境 1. 132 1. 315 0. 072 1. 016(1. 043 ~ 1. 325)
污染 0. 929 1. 732 0. 223 1. 024(1. 054 ~ 1. 253)
熬夜 1. 175 2. 513 <0. 011 1. 014(1. 052 ~ 1. 245)
玩游戏 0. 954 1. 361 0. 062 1. 814(1. 024 ~ 1. 952)
户外活动少 1. 144 1. 464 0. 054 1. 024(1. 051 ~ 1. 247)
做眼操 1. 451 0. 871 0. 054 1. 026(1. 048 ~ 1. 336)
卧床看书 1. 942 1. 754 0. 047 1. 024(1. 032 ~ 1. 258)
睡眠少 1. 363 2. 268 0. 026 1. 813(1. 036 ~ 1. 951)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3摇 作业时间与视力下降的关系

学龄段 近视人数 总人数
作业时间

1h 2h 3h 4h 5h
近视比(% )

小学 143 669 181 457 31 0 0 21. 37
初中 221 542 0 81 121 312 28 40. 77
高中 640 839 0 0 192 571 76 72. 68

表 4摇 光源闪烁与视力下降的关系

组别 人数 距离
游戏
距离

接触光源
时间(h / d) 视力情况

近视组 1004 1. 5m 0. 4m 3. 1 平均 0. 5
对照组 1046 2. 0m 0. 6m 1. 5 平均 1. 0

视率明显增高,因此控制近视的发展迫在眉睫[1];作业负
荷过重、接受光源闪烁时间过长者引起近视的危险系数分
别为 1. 132 和 1. 254,危险度为 3. 590 和 3. 681,逐步回归
模型结果显示作业过多指数(OR=2郾 054)、光源闪烁(OR =
2. 036),两者反复作用是加重青少年近视发生、发展的重
要因素[2]。 在小学生中逸46. 5% 的学生每天作业时间>
2h,在初中生中逸57. 6% 的学生每天作业时间>3h,在高
中生中逸38. 3% 的学生每天作业时间>4h,高中生中每天
作业时间>3h 者占逸60. 0% 。 长期用眼过度、近距离用
眼,视力负荷增加,调节系统不能完全放松,易出现调节紧
张或痉挛,起初形成假性近视;此时若视觉疲劳能得到及
时缓解,睫状肌得到彻底放松,眼球形态可恢复正常,这部
分假性近视可得到缓解[3]。 如果继续使眼睛过度疲劳,则
会影响眼部组织的正常代谢机能,眼球前后径逐渐变长,
而成为真性近视[4]。
摇 摇 本资料提示,光源闪烁的持续作用是导致青少年近视
的另一影响因素。 荧光屏由小荧光点组成,显示器对比度
和分辨率不佳,图像质量差,刷新率低或字体细小、摇摆不
定、移动迅速等,人眼看清目标需要更多的调节和辐辏运

动[5]。 视网膜成像较小或模糊导致眼睛相对调节能力和
眼球转向能力减弱、调节近点远移,引起斜视及复视,出现
视疲劳。 接触光源闪烁的持续时间过长也使睫状肌收缩
过度,以致痉挛,加重调节异常、视力下降[6]。
摇 摇 本资料进行 6a 的跟踪调查,动态反映小学生的视力
进展情况,能充分掌握近视形成的进展状况,对寻找近视
防控重点,并为进一步提出有效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
义,作业过多及光源闪烁的持续作用是导致青少年近视的
重要因素,应引起社会、老师、家长、医生“四位一体冶的关
注,适当减少学生的用眼及与光源闪烁接触的时间,青少
年近视的发生率必将得到有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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