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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examin college students part of refractive
features ( corneal curvature, axial length ), and
understand their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myopia.
誗METHODS: In 456 college students (912 eyes) with
myopia, cycloplegic retinoscopy optometr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refractive error, corneal curvature, and
axial length. The data were conducted and analyzed.
誗 RESULTS: In 456 cases ( 912 eyes ) with myopia,
diopter of 524 eyes was less then - 3. 00DS, accounting
for 57. 5%, -3. 25 ~ -6. 00DS was in 265 eyes (29. 1%) and
123 eyes were more than - 6. 25DS, accounting for
13郾 5%. The mean axial length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high myopia and low to moderate myopia (P<
0. 05) . In two different diopter groups with different age,
corneal diameter vertical lines, and horizontal diameter
of curvatu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 05) .

誗 CONCLUSION: Students with low myopia was for
most, accounting for 57. 5%. The incidence of myopia in
girls was more than that in boys. This situation may be
related to female puberty earlier than boys.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myopia in students of moderate or low
myopia group is due to axial extension. It probably
caused by unbalanced curvature of refraction elements
and matching disorders. In the high myopia group,
myopia mainly dues to axial myopia growth.
誗 KEYWORDS: myopia; college students; corneal
curvature; axial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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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在校大学生眼球的部分屈光要素(角膜曲

率、眼轴长度)检查,了解其对大学生近视的影响。
方法:对在校 456 例 912 眼近视学生采用睫状肌麻痹验

光和检影验光测得静态屈光度且测定患者的角膜曲率及

测定眼轴长度并进行分析。
结果:近视学生 456 例 912 眼中,屈光度在-3. 00DS 以下

者有 524 眼 ( 57. 5% ), - 3. 25 ~ - 6. 00DS 有 265 眼

(29郾 1% ),-6. 25DS 以上有 123 眼(13. 5% );高度近视

与中低度近视眼轴长度平均值之间差异有显著性(P<
0郾 05);在两个年龄组的不同屈光度组中,角膜垂直径线

和水平径线屈折力差异有显著性(P<0. 05)。
结论:大学生近视以低度近视为最多,占 57. 5% ,女生近

视多于男生,可能与女生青春发育期较男生早有关。 中、
低度组的学生近视并不是由于眼轴延长所致,可能是各

屈光要素的曲率及匹配失调不平衡所致;在高度近视组

中,近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眼轴增长的结果。
关键词:近视;大学生;角膜曲率;眼轴长度

DOI:10. 3980 / j. issn. 1672-5123. 2014. 11. 35

引用:王莉,杨扬,刘文兰,等. 眼部分屈光要素对大学生近视

的影响. 国际眼科杂志 2014;14(11):2040-2042

0 引言

摇 摇 近视是严重威胁大学生视觉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目前尚未找到有效的治愈方法,所以高校大学生近视眼

的发生率至今还不能得到很好控制。 因此我们对在校大

学生 456 例 912 眼做屈光相关检查,以探讨眼屈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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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1摇 眼轴长度在同年龄组同性别不同屈光度组中的表现 (軃x依s,mm)

组别
男生(n=376)

n 眼轴长度

女生(n=536)
n 眼轴长度

A 组 玉 150 22. 35依0. 21 204 22. 30依0. 15
域 92 22. 54依0. 27 95 22. 76依0. 27
芋 15 26. 19依0. 21 65 26. 67依0. 32

B 组 玉 72 23. 71依0. 23 98 23. 15依0. 31
域 28 24. 17依0. 19 50 24. 33依0. 27
芋 19 26. 10依0. 25 24 26. 56依0. 22

摇 摇 摇 摇 表 2摇 角膜曲率在同性别同年龄组不同屈光度组中的表现 (軃x依s,D)

组别
男生(n=376)

n H V
女生(n=536)

n H V
A 组 玉 150 43. 12依0. 41 43. 65依0. 50 204 43. 12依0. 15 44. 75依0. 17

域 92 42. 11依0. 55 43. 67依0. 60 95 43. 16依0. 27 44. 51依0. 24
芋 15 42. 72依0. 44 44. 81依0. 66 65 42. 67依0. 32 44. 57依0. 19

B 组 玉 72 42. 81依0. 34 43. 61依0. 35 98 43. 15依0. 31 44. 83依0. 31
域 28 43. 11依0. 52 44. 18依0. 11 50 43. 33依0. 23 44. 07依0. 41
芋 19 42. 70依0. 25 44. 68依0. 20 24 43. 66依0. 21 44. 75依0. 16

对大学生近视眼的影响,从而为临床近视的诊断和防治提

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选取我校通过新生入学体检初筛的大一年级

在校生 456 例 912 眼,其中男 188 例,女 268 例。 年龄 17 ~
22(平均 19. 5)岁。 经眼科常规检查,排除器质性眼病。
凡初检时纳入试验的大学生均应保证知情同意,保持随访

联系。 所有患者均经过散瞳验光,裂隙灯眼前节检查,眼
底镜检查,为屈光不正的近视。 我们按年龄把患者分成

17 ~ 19 岁(A 组),20 ~ 22 岁(B 组)两组,又按照屈光度分

成-0 . 25 ~ - 3 . 00DS ( I 组 ) , - 3 . 25 ~ - 6 . 00DS ( 域
组) ,-6. 25DS 以上(芋组)三组。 所有操作由专人经熟练

操作训练后完成, 严格遵守操作标准,并做以详细的结果

记录。
1. 2 方法

1. 2. 1 验光摇 用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 10min 一次连续散

瞳 6 次后检影测得静态屈光度。 等效球镜屈光度 D=DS+
DC / 2(DS:球镜屈光度,DC:柱镜屈光度)。
1. 2. 2 角膜曲率摇 采用 66YZ38 角膜曲率计测量水平径及

垂直径角膜曲率(K1,K2),由同一名熟练的技师操作,每
眼测 3 次,取平均值。 角膜曲率均值 K=(K1+K2) / 2。
1. 2. 3 眼轴长度摇 使用 Carl zessi 的 IOL-Master 非接触测

量眼轴长度,由同一名熟练的技师操作,每眼连续测 5 次,
取平均值。
摇 摇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3. 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描

述性统计分析用均数依标准差表示,统计推断主要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 P<0. 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一般情况 摇 近视大学生 456 例 912 眼,男生 188 例

376 眼,女生 268 例 536 眼。 屈光度-0. 25 ~ -3. 00DS 有

524 眼(57. 5% );-3. 25 ~ -6. 00DS 有 265 眼(29 . 1% ) ;
-6. 25DS 以上有 123 眼(13. 5% )。 眼轴长度与年龄相关,
平均为 23. 27依0. 25mm,除少数眼轴长度超过 25mm,见于

超过-6. 00DS 以上的高度近视之外,其余大部分学生近视

眼轴长度未超过 24mm,男生平均为 23. 57依0郾 15mm,女生

平均为 22. 55依0. 32mm。 角膜曲率测量结果:平均水平曲

率(H)为 42. 91依1. 35D,垂直曲率(V)为 43. 92依1. 49D。
散光以顺规散光为主,逆规性散光眼只有 18 眼,其余均为

顺规性散光,占 2. 0% 。 散光主要来自角膜的散光。
2. 2 眼轴长度在同年龄组同性别不同屈光度组中的表现

摇 眼轴长度在同年龄组同性别不同屈光度组中的表现见

表 1。 A 组和 B 组中的高度近视与中低度近视眼轴长度

平均值之间差异有显著性(P<0. 05)。 低、中度近视眼轴

长度平均值之间差异没有显著性(P>0. 05)。 在同年龄组

中不同性别之间的眼轴长度差异无显著性(P>0. 05)。
2. 3 角膜曲率在同性别同年龄组不同屈光度组中的表现

摇 角膜曲率在同性别同年龄组不同屈光度组中的表现见

表 2。 在两个年龄组的不同屈光度组中,角膜垂直径线和

水平径线屈折力差异有显著性(P<0. 05)。 且两者的相关

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增大,17 ~ 19 岁组相关系数 r =
0郾 83;20 ~ 22 岁组相关系数 r=0. 91,差异均有显著性(P<
0. 05)。 而在相同年龄组中,近视各屈光度组水平径线及

垂直径线各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P>0. 05)。 同组男、女
性别之间的各数值间差异无显著性(P>0. 05)。
3 讨论

摇 摇 视觉器官完整的协调机制使眼球从远视向正视眼发

育[1]。 根据眼屈光因子补偿机制,眼球正视化的过程中眼

的屈光状态由四个因素决定:角膜屈光度、前房深度、晶状

体屈光度和眼球轴位直径(眼轴长度)。 眼轴长度是屈光

状态的基本决定因素,眼轴长度的增加需要代偿性降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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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体的屈光度以及角膜的屈光度,并且为了保持正视眼的

屈光度,屈光各因子之间也必须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2]。
国外通过人群现场研究方法,发现从出生后到 3 岁眼球迅

速发育,并在 3 岁时达到基本完善,到 13 或 14 岁发育趋

于稳定,即眼球的发育在 3 ~13 岁进入平台期。 通常在 13 ~
15 岁时即达到成人水平[3]。 角膜屈光力占整个眼的 75%
左右,因此,角膜曲率的变化直接影响眼总的屈光度。 研

究表明,3 ~ 13 岁间的角膜屈光力改变不大,能够代偿眼

轴变化的作用很少。
摇 摇 屈光要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育变化,人眼的屈光状

态变化过程是生理性远视逐渐发展至正视,再逐步发展为

近视,到老年随年龄增长调节力下降、屈光变化渐减弱向

远视发展。 可以说各屈光要素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屈光状

态起着决定性作用。 当眼轴长度正常且与屈光系统的屈

光力相适应时,产生正视。 与此相反,如当眼球发育过度、
过度生长时,眼轴长度增加更明显,破坏了各屈光因子之

间的相互关系,无法与增长的眼轴相适应。 这会导致远视

程度的明显降低和近视的出现。 因此青少年的近视可能

是在视觉正视化反馈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失败引起的。 而

这种反馈的失败是由于交感与副交感的平衡状态与正视

者有异而导致的[4]。
摇 摇 通过本研究所测得的近视大学生的屈光要素数据结

果显示,除少数高度近视者,眼轴长度超过 24mm 以外,大
部分近视学生其眼轴平均值为 23. 16mm。 17 ~ 19 岁组和

20 ~ 22 岁组中的学生的中、低度近视与眼轴长度平均值

之间差异无显著性(P>0. 05),故在高度近视组中近视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眼轴增长的结果。 中、低度的学生近视与

眼轴延长关系不密切,可能是各屈光要素的曲率及匹配失

调不平衡所致。 本研究所测得角膜散光为顺规性为多,少
数为逆规性,平均水平曲率为 42. 91依1. 35D,垂直曲率为

43. 92依1. 49D。 有学者认为发育早期即有角膜散光者会

对日后近视的发生、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另外,本研究中

近视女学生远多于近视男生。 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女性

所特有的生理素质所致,女生青春期发育与男生相比为

早。 其眼局部结构对环境因素的反应阈值低于男生,且在

相同外因条件下,其更具备易引起近视等的素质[5]。 但在

同年龄组中男女近视学生之间眼轴长度差异无显著性。
本研究根据眼屈光要素及屈光状态的发育发展过程,做了

横断面各种屈光参数采集,我们认为,基于此提出大学生

近视的预防要早期监控,同时针对近视发生发展的延续性

的特性,我们还将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人员梯

队,继续对样本进行追踪观察,了解近视发展的长期变化

情况,也为我们后续进一步对近视的远期的研究做好

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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