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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金华市区某小学近视现状及近视防控知信行干
预效果情况ꎮ
方法:２０２２－０９ / １２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金华市区某小
学符合纳入条件的 １４８２ 名学生进行近视现状检测及宣教
干预ꎮ 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ꎬ设计调查问卷ꎮ 问卷主
要内容包括学生一般情况、视力低下情况及近视预防干预
前后知信行情况ꎮ
结果:共调查和检测金华市区某小学学生 １４８２ 名ꎬ检测共
有近视学生 ６５７ 名ꎬ近视率为 ４４.３３％ꎮ 其中轻度近视为
５４.６４％(３５９ 名)ꎬ中度近视为 ２３.９０％ (１５７ 名)ꎬ重度近视
为 ２１.４６％ (１４１ 名)ꎮ 干预前收回有效问卷 １４６８ 份ꎬ干预
后收回有效问卷 １４５７ 份ꎮ 学生近视防控知识干预前总体
知晓率为 ６２.５７％(７３４８ / １１７４４)ꎬ干预后为 ８１.２０％(９４６５ /
１１６５６)ꎬ干预前后比较有差异(Ｐ<０.００１)ꎮ 干预前行为到
位率为 ８２.４８％(９６８７ / １１７４４)ꎬ干预后为 ９３.７３％(１０９２５ /
１１６５６)ꎬ干预前后比较有差异(Ｐ<０.００１)ꎮ
结论:金华市区某小学学生近视状况不容乐观ꎬ部分学生
干预前预防知识知晓率、行为正确率不高ꎬ此次干预后学
生近视防控知信行取得明显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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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近视是指眼在调节松弛状态下ꎬ平行光线经眼的屈光

系统的折射后焦点落在视网膜之前一种视力模糊的表现ꎮ
近年来ꎬ近视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为持续升高和低
龄化发展趋势ꎬ２０２０ 年有 ２２％人口ꎬ即 ２５ 亿人视力受到
影响[１]ꎮ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ꎬ全球有 ５０ 亿近视患者ꎬ其中近
１０ 亿为高度近视[２]ꎮ 近视已成为全世界一个普遍的公共
卫生问题ꎬ患病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３－４]ꎮ 学生是近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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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发群体ꎮ 中国 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近视检出率从 １９８５
年约 ２５％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７.２％ [５]ꎮ 近视已成为全世界
一个普遍的公共卫生问题ꎬ患病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６]ꎮ
学生是近视的高发群体ꎬ近距离用眼、不良阅读方式、读写
姿势不正确、弱光环境学习、长时间持续用眼等不良用眼
行为是导致学生近视的重要危险因素[７－８]ꎮ 膳食不合理、
父母近视、高学段也为近视的诱因[９－１０]ꎮ 为了解小学学生
近视现状及近视防控知信行干预效果ꎮ ２０２２－０９ / １２ 我们
对金华市区某小学进行近视现状及宣教干预效果情况进
行调查ꎬ结果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２２－０９ / １２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金华市区
某小学符合纳入条件的 １４８２ 名学生进行近视现状检测及
宣教干预ꎮ 调查对象纳入条件:(１)具有该校学籍的学
生ꎻ(２)知情同意ꎬ愿意参加此次检测调查ꎻ(３)具有良好
沟通能力ꎮ 排除条件:(１)知情同意后不愿意参加此次检
测调查者ꎻ(２)调查期间患急慢性疾病和请病事假的学
生ꎮ 本研究通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ꎬ并由学校
通过家校联系群ꎬ将该次近视检测与问卷调查方法及目的
告知学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问卷设计 　 参考文献[１１－１３]基础上设计调查问
卷ꎬ问卷邀请 ５ 位近视防控专家进行内容效度分析
(ＣＶＩ)ꎬＣＶＩ 值为 ０.８９６ꎮ 调查前先选 ３０ 名学生进行预调
查ꎬ测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 (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 结果为
０.８９３ꎬ提示问卷内容效度和信度较好ꎮ 问卷主要内容包
括学生一般情况ꎻ眼距电视屏幕的正确距离、持续看电视
应休息和阅读时眼睛距书本的正确距离等近视预防知识
(８ 条)ꎻ认为近视也为健康问题、近视可以预防和对自己
视力情况非常担忧等预防近视态度(７ 条)ꎻ看书写作业眼
睛疲劳会休息远眺、采取正确读写姿势和避免长时间看手
机电脑等预防近视行为(８ 条)ꎬ问卷答案均设计为“是”
与“否”单项选择题ꎮ
１.２.２干预方法　 于 ２０２２－０９－０５ / １１－０５ 开展对师生的宣
教干预ꎬ具体措施:(１)在学校网站挂发近视预防防控知
识ꎻ(２)学校大门口、食堂入口及食堂内播放近视防控视
频ꎬ视频教室内每天至少播放 １ 次ꎻ(３)利用学校微信公
众平台及家校通群发近视防控知识ꎻ(４)在学校举办 １２
场近视防控知识培训ꎬ并发放近视预防三折页ꎻ(５)学校
班主任利用班队会宣讲近视防控知识ꎻ(６)在学校出入口
及食堂各摆放 １２ 块近视防控知识展板ꎮ
１.２.３调查方法　 宣教干预前对抽中的 １４８２ 名学生进行
近视防控知信行基线数据调查ꎮ 采取上述宣教干预措施

３ｍｏ 后ꎬ对原调查对象再进行一次干预后终末问卷调查ꎬ
要求 ２ 次调查对象前后相同ꎬ以评价干预效果ꎮ 对低段小
学一、二年级学生ꎬ班主任就调查问卷进行详细解读后由
学生自行填写ꎬ解读时应忠于问卷原意ꎮ
１.２.４视力检测方法　 检测工作由统一培训的卫生专业人
员负责ꎮ 采用国际标准对数视力表ꎬ参照«全国学生体质
健康调研细则»中统一的视力检查方法ꎮ 裸眼小数视力
≤４.５ 为重度近视ꎻ４.６ ~ ４.７ 为中度近视ꎻ４.８ ~ ４.９ 为轻度
近视ꎻ≥５.０ 为正常ꎮ 如两眼视力不等ꎬ以视力低者为准ꎮ
１.２.５知晓率和认知态度正确率及行为执行到位率计算
方法　 学生近视防控知信行总题目数均为:调查学生人
数×题目数ꎮ 学生近视防控知识知晓率 ＝知晓题目数 / 总
题目数×１００％ꎻ认知态度正确率 ＝认知态度正确题目数 /
总题目数×１００％ꎻ行为执行到位率 ＝行为执行到位题目
数 / 总题目数×１００％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ꎬ数据
和资料导出后ꎬ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分析ꎮ 计数资料
使用名(％)描述ꎬ采用 χ２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受检学生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调查检测小学生 １４８２
名ꎬ其中男 ７４８ 名ꎬ女 ７３４ 名ꎬ男女性别比为 １.０２∶ １ꎮ 一年
级 ２５８ 名(１７.４１％)ꎻ二年级 ２５２ 名(１７.００％)ꎻ三年级 ２４９
名( １６. ８１％)ꎻ四年级 ２４１ 名 ( １６. ２６％)ꎻ五年级 ２３８ 名
(１６.０６％)ꎻ六年级 ２４４ 名(１６.４６％)ꎮ
２.２ 受检学生近视检测情况及验光度数检查分级结果 　
受检 １４８２ 名学生中经验光检测有近视学生 ６５７ 名ꎬ近视
率为 ４４.３３％(６５７ / １４８２)ꎮ ６５７ 名近视学生中ꎬ其中轻度
近视为 ３５９ 名(５４.６４％)ꎻ中度近视为 １５７ 名(２３.９０％)ꎻ重
度近视为 １４１ 名(２１.４６％)ꎬ见表 １ꎮ
２.３有效问卷回收情况　 漏填 ２ 项以下(含 ２ 项)为有效
问卷ꎬ干预前收回有效问卷 １４６８ 份ꎬ有效问卷回收率
９９.０６％(１４６８ / １４８２)ꎮ 干预后收回有效问卷 １４５７ 份ꎬ有
效问卷回收率 ９８.３１％(１４５７ / １４８２)ꎮ
２.４ 干预前后受检学生近视防控知识知晓率比较 　 受检
学生近视防控知识干预前总题目数为 １４６８×８ ＝ １１７４４ 题ꎬ
知晓题目数为 ７３４８ 题ꎮ 干预后总题目数为 １４５７ × ８ ＝
１１６５６ 题ꎬ知晓题目数为 ９４６５ 题ꎮ 干预前总体知晓率为
６２.５７％(７３４８ / １１７４４)ꎬ干预后为 ８１.２０％(９４６５ / １１６５６)ꎬ干
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００４.３６９ꎬＰ<０.００１)ꎮ
知识干预前后 ８ 个项目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０１)ꎮ 以“持续看电视应休息”和“视力正常范围”最高ꎬ
为７７.３８％和 ７３.８４％ꎮ 以“假性近视可以恢复正常”和“睡眠

表 １　 受检学生近视检测情况 名(％)
年级 受检人数 近视人数 轻度 中度 重度

一年级 ２５８ ７１(２７.５２) ５３(７４.６５) １２(１６.９０) ６(８.４５)
二年级 ２５２ ８６(３４.１３) ５８(６７.４４) １５(１７.４４) １３(１５.１２)
三年级 ２４９ ９５(３８.１５) ５９(６２.１０) １８(１８.９５) １８(１８.９５)
四年级 ２４１ １１６(４８.１３) ６３(５４.３１) ３１(２６.７２) ２２(１８.９７)
五年级 ２３８ １３３(５５.８８) ６１(４５.８６) ３５(２６.３２) ３７(２７.８２)
六年级 ２４４ １５６(６３.９３) ６５(４１.６７) ４６(２９.４９) ４５(２８.８４)

　 　
合计 １４８２ ６５７(４４.３３) ３５９(５４.６４) １５７(２３.９０) １４１(２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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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也可引发近视”最低ꎬ为 ４７.１４％和４５.７８％ꎬ见表 ２ꎮ
２.５干预前后受检学生近视防控知识认知态度正确率
比较　 认知态度干预前总题目数为 １４６８×７ ＝ １０２７６ 题ꎬ正
确认知题目数为 ８１２９ 题ꎮ 干预后总题目数为 １４５７×７ ＝
１０１９９ 题ꎬ正确认知题目数为 ８９１４ 题ꎮ 干预前认知态度
总正确率为 ７９. １１％ ( ８１２９ / １０２７６)ꎬ干预后为 ８７. ５２％
(８９１４ / １０１９９)ꎬ态度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１３.５４１ꎬＰ<０.００１)ꎬ干预前后 ７ 个项目中有 ４ 项前后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干预前认知态度正确率
以“认为近视可以预防”和“在生活中应注意保护眼睛”最
高ꎬ为 ９７.０７％和 ９６.９３％ꎻ以“近视也为健康问题”和“对自己
的视力情况非常担忧”最低ꎬ为 ４８.２９％和 ４７.９６％ꎬ见表 ３ꎮ
２.６ 干预前后受检学生近视防控行为执行到位率比较 　
行为到位干预前总题目数为 １４６８×８ ＝ １１７４４ 题ꎬ执行到位
题目数为 ９６８７ 题ꎮ 干预后行为到位总题目数为 １４５７×
８＝ １１６５６ 题ꎬ执行到位题目数为 １１６５６ 题ꎮ 干预前行为到
位率为 ８２.４８％(９６８７ / １１７４４)ꎬ干预后为 ９３.７３％(１０９２５ /
１１６５６)ꎬ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８１.４２４ꎬ

Ｐ<０.００１)ꎮ 干预前后除了“常做户外运动”和“避免长时
间看手机电脑”外ꎬ８ 个项目中有 ６ 项前后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ꎮ 干预前行为正确率以“常做户外
运动”和“避免长时间看手机电脑”最高ꎬ为 ９７. ４８％和
９７.３４％ꎮ 以“多做旋转眼球运动”和“看书写作业眼睛疲
劳会休息远眺”最低ꎬ为 ６７.１７％和 ６２.４０％ꎬ见表 ４ꎮ
３讨论

青少年是视觉发育敏感期ꎬ也是近视发生的危险期ꎮ
近视严重影响学生健康ꎬ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位居世界
第二ꎬ仅次于近视第一大国日本[１４]ꎮ 青少年时期用眼习
惯不规范、近距离学习、读写姿势不正确、长时间持续用
眼、视觉环境不良等用眼卫生行为ꎬ对近视的发生、发展作
用尤为明显ꎮ 学生近视预防需各部门通力协作完成ꎬ教育
部等八部门于 ２０１８.８.３０ 发布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实施方案» [１５]ꎬ从政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学生
等各方面提出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具体措施ꎬ有效促进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ꎮ 由于此次研究选取了我市
１ 所小学进行调查ꎬ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表 ２　 干预前后受检学生近视防控知识知晓率比较 名(％)
知识情况 干预前(ｎ＝ １４６８) 干预后(ｎ＝ １４５７) χ２ Ｐ
眼距电视屏幕的正确距离 ９１８(６２.５３) １２１３(８３.２５) １５８.７２８ <０.００１
持续看电视应休息 １１３６(７７.３８) １３８１(９４.７８) １８４.４３７ <０.００１
视力正常范围 １０８４(７３.８４) １３２６(９１.０１) １４８.５５ <０.００１
阅读时眼睛距书本的正确距离 ９０４(６１.５８) １２０７(８２.８４) １６４.５７７ <０.００１
阅读时胸部距书桌的正确距离 ９１４(６２.２６) １２３５(８４.７６) １８９.９５１ <０.００１
假性近视可以恢复正常 ６９２(４７.１４) ９５４(６５.４８) ９９.９３５ <０.００１
眼保健操正确做法 １０２８(７０.０３) １２４６(８５.５２) １０１.４１３ <０.００１
睡眠不足也可引发近视 ６７２(４５.７８) ９０３(６１.５１) ７７.２２０ <０.００１

　 　 　 　
合计 ７３４８(６２.５７) ９４６５(８１.２０) １００４.３６９ <０.００１

表 ３　 干预前后受检学生近视防控知识认知态度正确率比较 名(％)
态度情况 干预前(ｎ＝ １４６８) 干预后(ｎ＝ １４５７) χ２ Ｐ
近视也为健康问题 ７０９(４８.２９) １１４２(７８.３８) １１３.２４９ <０.００１
认为近视可以预防 １４２５(９７.０７) １４４３(９９.０４) １４.８２６ ０.６４３
对自己的视力情况非常担忧 ７０４(４７.９６) ７６２(５２.３０) ５.５１７ ０.０１９
近视对生活、学习具有影响 １４２１(９６.８０) １４４５(９９.１８) ２０.９２３ ０.３３８
在生活中应注意保护眼睛 １４２３(９６.９３) １４４４(９９.１１) １７.７２６ ０.４１８
掌握视力健康状况非常重要 １４１３(９６.２５) １４２７(９７.９４) ７.３８１ ０.００７
应常吃对视力有好处的食物 １０３４(７０.４４) １２５１(８５.８６) ６７.１６５ <０.００１

　 　 　 　
合计 ８１２９(７９.１１) ８９１４(８７.５２) ２１３.５４１ <０.００１

表 ４　 干预前后受检学生近视防控行为执行到位率比较 名(％)
行为情况 干预前(ｎ＝ １４６８) 干预后(ｎ＝ １４５７) χ２ Ｐ
看书写作业眼睛疲劳会休息远眺 ９１６(６２.４０) １３２５(９０.９４) ３３２.５０４ <０.００１
采取正确读写姿势 １３１６(８９.６５) １４２８(９８.０１) １０７.４９７ <０.００１
避免长时间看手机电脑 １４２９(９７.３４) １４３１(９８.２２) ２.５６０ ０.１０９
饮食平衡ꎬ不偏食挑食 １０３８(７０.７１) １２０１(８２.４３) ５５.９５９ <０.００１
学习时台灯放在左前方 １２９７(８８.３５) １３９９(９６.０２) ４５.６１６ <０.００１
不在过强过弱的光线下学习 １２７４(８６.７８) １４０３(９６.２９) ８５.２０８ <０.００１
多做旋转眼球运动 ９８６(６７.１７) １３０５(８９.５７) ２１６.１４６ <０.００１
常做户外运动 １４３１(９７.４８) １４３３(９８.３５) ２.７３１ ０.０９８

　 　 　 　
合计 ９６８７(８２.４８) １０９２５(９３.７３) ４８１.４２４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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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发现ꎬ小学生近视率达到了 ４４.３３％ꎬ６５７ 名近视
学生中ꎬ中重度近视占了 ４５.３６％ꎬ学生近视状况不容乐
观ꎮ 重度近视会对眼底造成不可逆损害ꎬ如不及时干预会
引起近视进一步加重ꎬ甚至可能会造成失明ꎬ危害极
大[１６]ꎮ 目前随着学业加重、读写姿势不正确及电子产品
普及等原因ꎬ学生近视高发ꎬ并呈低龄化状态ꎮ 干预前学
生以“持续看电视应休息”和“视力正常范围”知晓率较
高ꎬ为 ７７.３８％和 ７３.８４％ꎮ 青少年视力没有发育完善ꎬ角
膜、晶状体及视网膜未发育成熟ꎬ长时间看电视容易给角
膜、晶状体及视网膜造成损害ꎬ从而影响视力ꎮ 眼睛视力
１.０(５.０)左右属正常ꎬ但只有当中心视力、周围视力和立
体视力都符合生理要求才能算作正常ꎮ 我市学校视力检
测每学期至少 １ 次以上ꎬ故学生对视力正常范围有所了
解ꎮ “眼保健操正确做法”知晓率也较高ꎬ为 ７０.０３％ꎮ 在
校期间学生需做眼保健操每天 ２ 次ꎬ目前较通用的眼保健
操为揉搓或按压攒竹穴、睛明穴、四白穴、风池穴等ꎮ “假
性近视可以恢复正常”和“睡眠不足也可引发近视”知晓
率偏低ꎬ分别为 ４７.１４％和 ４５.７８％ꎮ 假性近视系由睫状肌
的调节痉挛所致ꎬ没有眼轴改变等生理性结构改变ꎬ通过
充分休息ꎬ配合睫状肌麻痹剂治疗ꎬ假性近视可以恢复ꎮ
但若假性近视进一步发展可成为不可逆转的真性近视ꎮ
睡眠不足可致交感与副交感神经功能失去平衡ꎬ造成眼睫
状肌调节功能紊乱ꎬ且会影响眼部肌肉休息ꎬ易致近视ꎮ

认知态度中ꎬ以“认为近视可以预防”和“在生活中应
注意保护眼睛”较高ꎬ为 ９７.０７％和 ９６.９３％ꎮ 说明绝大部
分学生认为应采取合适的光线环境、良好的用眼习惯、合
理的膳食营养、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等等措施来保护视力ꎬ
且认为近视可以预防ꎮ 以“近视也为健康问题”和“对自
己的视力情况非常担忧”认知较低ꎬ为 ４８.２９％和 ４７.９６％ꎮ
部分学生对近视持无所谓的态度ꎬ殊不知视力问题不仅关
乎个人的身心健康ꎬ更关乎国民的素质和国家的未来ꎮ 在
目前“唯分论”的背景下ꎬ学生学业负担重ꎬ甚至有些学校
对体育、美术等课时进行挤压ꎬ使少部分学生对自己的视
力状况较为担忧ꎮ

干预前行为到位率以 “常做户外运动” 最高ꎬ为
９７.４８％ꎮ 户外活动在促进血液循环、降低眼压的同时ꎬ还
可帮助放松眼部肌肉 / 神经ꎬ并增强眼肌ꎬ特别是睫状肌的
调节功能ꎮ 户外活动阳光还可使青少年瞳孔收缩ꎬ加大眼
睛聚焦力ꎬ从而起到预防近视作用[１７－１８]ꎮ 以“多做旋转眼
球运动”到位率较低ꎬ为 ６７.１７％ꎬ转动眼球可以一定程度
上缓解视力疲劳ꎬ增强睫状肌调节功能ꎮ 采取正确读写姿
势为 ８９.６５％ꎬ读写姿势要做到“三个一”ꎬ就是眼睛离书本
一尺ꎬ手指距笔尖一寸ꎬ身体与桌子隔一拳ꎮ 正确读写姿
势还包括不在走路和乘车时看书ꎬ不躺着看书ꎬ不在光线
过强或过暗的地方看书ꎮ 不偏食挑食行为到位率为
７０.７１％ꎬ营养不均衡会导致身体内缺乏维生素 Ａ 等营养
素ꎮ 维生素 Ａ 是维护角膜和视网膜正常功能的重要营养
素ꎬ维生素 Ａ 缺乏的常见症状是夜盲和视力减退ꎬ故饮食
中应多添加蔬菜、水果、豆类食品和鱼等富含维生素和蛋
白质的食物ꎮ 学习时台灯放在左前方到位率为 ８８.３５％ꎬ
大多学生用右手写字ꎬ台灯放在左前方写字时不会因为右
手的遮挡造成光线减弱ꎬ反射光线也不会刺激眼睛ꎮ 看书

写作业眼睛疲劳会休息远眺到位率为 ６２.４０％ꎬ小学生尤
其是高段学生作业较多ꎬ造成部分学生在持续完成作业期
间没有时间休息ꎬ造成眼睛疲劳ꎮ 此次调查学生近视防控
知、信、行情况总体偏低ꎬ对近视了解不够ꎮ 说明教育及卫
生部门应加大学生近视防控知识的宣传力度ꎬ普及近视防
控知识ꎮ 使学生对近视预防有正确的认知态度ꎬ充分认识
到近视的危害性ꎬ并应学会如何预防近视ꎬ从而使近视防
控行为真正落实到位ꎬ降低学生近视新发率ꎮ 我市近几年
的“明眸摘镜”项目ꎬ正是落实提高学生近视防控知、信、
行的具体举措ꎮ 该次干预后学生近视预防知、信、行得到
明显改善ꎬ说明宣教干预取得较好的效果ꎮ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ꎬ学生近视状况不容乐观ꎬ部分学
生近视预防知识知晓率、行为正确率不高ꎬ此次干预后近
视防控知信行取得明显效果ꎮ 教育及医疗等部门应密切
配合ꎬ积极采取各项干预宣教等措施ꎬ提高学生近视防控
知识知晓率及行为正确率ꎬ减少学生近视发生ꎬ确保学生
的身心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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