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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 ２０１７ 年荆州市沙市中心区和城乡区中小学生
近视患病率及影响近视发生的因素ꎬ为近视防控提供科学
依据ꎮ
方法:采用整群分层抽样方法ꎬ选择沙市中心城区和城乡
结合区学校 ７ ~ １８ 岁中小学生 １０３５３ 名ꎬ近视人数 ５４５６
人ꎬ患病率 ５２ ７０％ꎮ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现场调查
问卷共计 １０３５３ 份ꎬ进行相关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果:本次调查研究对象为沙市中心城区的 ８ 所中小学和
城乡结合区 ６ 所中小学ꎬ沙市中心城区的近视患病率为
６０ ３４％ꎬ城乡结合区的近视患病率为 １１ ４３％(Ｐ<０ ０１)ꎮ
户外活动和正确的读写姿势是近视的保护因素ꎬ而年龄、
使用电子产品时间、课外连续作业时间是近视的危险
因素ꎮ
结论:荆州市沙市区的中小学生的近视率已处在较高的水
平ꎬ尤其是中心城区中小学生的近视率ꎬ学校、家庭应共同
努力ꎬ增加青少年户外活动时间ꎬ改善青少年用眼环境ꎬ预
防及减缓青少年近视的发生发展ꎮ
关键词:近视ꎻ中小学生ꎻ患病率ꎻ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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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近视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ꎬ青少年近

视率更高ꎬ并呈逐年递增趋势[１－３]ꎬ有数据显示ꎬ２０００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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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沙市中小学生不同年龄段近视患病率比较

年龄(岁) 受检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患病率(％)
７~９ ３４８８ １１７３ ３３ ６３
１０~１２ ３１７７ １７６５ ５５ ５６
１３~１５ ２６５７ １７８９ ６７ ３３
１６~１８ １０３１ ７２９ ７０ ７１

　 　 　
合计 １０３５３ ５４５６ ５２ ７０

表 ２　 中心城区和城乡结合区近视患病率比较

年龄(岁)
中心城区

受检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城乡结合区

受检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χ２ Ｐ

７~９ ２８４６ １０９７ ３８ ５５ ６４２ ７６ １１ ８４ １６７ ４０１ <０ ０１
１０~１２ ２６７１ １７１３ ６４ １３ ５０６ ５２ １０ ２８ ４９９ ７３５ <０ ０１
１３~１５ ２３２３ １７５４ ７５ ５１ ３３４ ３５ １０ ４８ ５６１ ３６０ <０ ０１
１６~１８ ８９５ ７０７ ７８ ９９ １３６ ２２ １６ １８ ２２４ ９３３ <０ ０１

　 　 　
合计 ８７３５ ５２７１ ６０ ３４ １６１８ １８５ １１ ４３ １３１０ ０５９ <０ ０１

表 ３　 影响近视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χ２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每天课外连续读书作业时间>２ｈ ０ ７７４７ ０ ０４３５ ３２２ ２５ <０ ０１ ２ １７０ １ ９９３~２ ３６３
每天终端视频使用时间>２ｈ ０ ３７７２ ０ ０４６７ ６５ １９ <０ ０１ １.４５８ １ ３３１~１ ５９８
每天户外活动时间>１ｈ －０ ６２７ ０ ０４２６ ５５６ ９６ <０ ０１ ０.５３４ ０ ４９１~０ ５８１
不良读写姿势 ０ １６４６ ０ ０４２５ １５ ０１ <０ ０１ １.１７９ １ ０８５~１ ２８１
年龄>１２ 岁 １ ０５３１ ０ ０４６８ ５３８ ３６ <０ ０１ ２.８６７ ２ ６１５~３ １４２

球共有 ２２.９％的人群患有近视ꎬ预测在 ２０５０ 年将会增加
到 ４９ ８％ [４]ꎮ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和应用ꎬ现代人群对其
高度的依赖ꎬ导致人群的视力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ꎮ 视力
的下降不仅成为影响青少年的健康问题ꎬ也是全民关注的
社会问题ꎮ 因此ꎬ我们在 ２０１７－０１ / １２ 对荆州市沙市区中
小学生近视患病率进行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ꎬ现将结果报
告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以学校为单位的整体分层抽样
方法ꎬ选择沙市区中心城区学校 ８ 所和城乡结合区学校 ６
所的学生共 １０３５３ 名ꎬ收取现场调查问卷 １０３５３ 份ꎬ其中
男生 ５３２５ 人ꎬ女生 ５０２８ 人ꎬ年龄 ７ ~ １８ 岁ꎮ 纳入标准:
(１)智力测试水平正常ꎻ(２)无影响调查结果的疾病史ꎻ
(３)排除调查问卷填写不能配合者ꎮ 本研究通过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ꎬ所有研究对象及其家属均愿意参加ꎬ调查
工作在取得教育局、学校同意后进行ꎮ
１ ２方法　 调查全部由经过专业培训的荆州爱尔眼科医
院视光部的医师完成ꎮ 所有的学生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
检查双眼裸眼视力ꎬ进行眼科裂隙灯(ＴＯＰＣＯＮ ＳＬ－３Ｇ)、
直接眼底镜(ＹＺ６Ｈ)等眼科仪器检查ꎬ采用全自动电脑验
光仪(ＴＯＰＣＯＮ ＲＭ８８００)在非散瞳情况下进行验光检查ꎬ
判断其屈光状态ꎬ并建立眼健康档案ꎮ 调查结果由专人负
责统计核对ꎬ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ꎮ 另外ꎬ设计近
视相关危险因素的调查问卷ꎬ包括年龄、户外运动时间、电
子产品使用时间ꎬ课外学习作业时间等ꎬ进行相关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判定标准:双眼中至少一只眼的等效球镜度>－０ ５０Ｄ

则判定为筛查性近视ꎮ 近视根据度数分类分为:低度近
视:等效球镜≤－ ３ ００Ｄꎻ中度近视: － ３ ２５ <等效球镜
≤－６ ００Ｄꎻ高度近视:等效球镜>－６ ００Ｄ[５]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１ ０ 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和处理ꎮ 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均采用卡方检
验ꎬ近视相关因素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以 Ｐ<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不同年龄段近视患病率的比较　 选择沙市区中小学
生 １０３５３ 人ꎬ其中男生 ５３２５ 人ꎬ女生 ５０２８ 人ꎮ 不同年龄
段的近视患病率分别为 ７ ~ ９ 岁 ( ３４８８ 人 ) 近 视 率
３３ ６３％ꎬ１０ ~ １２ 岁 (３１７７ 人) ５５ ５６％ꎬ１３ ~ １５ 岁 ( ２６５７
人)６７ ３３％ꎬ１６ ~ １８ 岁(１０３１ 人)７０ ７１％ꎬ近视的患病率
和年龄直接相关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８９８ ２４５ꎬＰ <
０ ０１)ꎬ见表 １ꎮ
２ ２中心城区和城乡结合区近视患病率比较　 沙市中心
城区与城乡结合部学校的各年龄段的近视率均有明显的
不同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１)ꎬ见表 ２ꎮ
２ ３近视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分别以年龄、课外连续
读书作业时间、终端视频使用时间、户外活动时间、不良读
写姿势等因素为自变量ꎬ以是否近视为因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终端视频使用时间、课外连续
读书作业时间、不良读写姿势和户外活动时间少等都是影
响近视发生的危险因素ꎬ见表 ３ꎮ
３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中小学生的
总体近视患病率随年龄增长有明显提高的趋势ꎬ这与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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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相关调查结果相同[６－８]ꎬ在表 １ 中 １０~ １２ 岁近视患
病率的增长幅度最大ꎬ这个阶段为小升初时期ꎬ学习负担
及强度明显增强ꎬ近距离用眼过度ꎬ产生视疲劳ꎬ导致眼睫
状肌调节下降ꎬ发生视力下降ꎮ 如果按照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０ 年中
国学生视力不良的增长趋势ꎬ到 ２０１０ 年ꎬ将有 １ ５２ 亿 ７~
１８ 岁的中国学生视力不良ꎬ到 ２０３０ 年ꎬ这一数字将达到
１ ８０ 亿[９]ꎮ

在表 ２ 中ꎬ沙市中心城区与城乡结合部的中小学生视
力不良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 ０１)ꎬ中心城区的近视率明
显高于城乡结合区ꎬ这与许多研究者研究结果是一致
的[１０－１１]ꎬ这可能与城乡接合区学生课外学习作业的强度
及户外活动时间有一定关系ꎮ 有实验室研究表明ꎬ户外较
强的阳光照射能促进视网膜细胞分泌多巴胺ꎬ抑制眼轴增
长[１２]ꎬ这一机制的发现为通过户外锻炼预防视力不良提
供了理论依据ꎮ

很多研究表明ꎬ视力不良与近距离用眼密切相关ꎬ同
时也与年龄增加、体育锻炼、睡眠时间、父母近视等因素有
着重要的关联[１３－１６]ꎮ 国内外多项研究结果均显示ꎬ经典
的环境危险因素包括视近作业、阅读、学习、看电视和计算
机使用[１７－１８]ꎮ 本研究显示课外学习作业时间、户外活动
时间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以及不良的读写姿势都是学生
发生视力不良的重要危险因素ꎮ

本次调查研究涵盖了沙市大部分地区能够比较客观
显示所在地区青少年的视力不良的现状ꎬ但仍存在一定局
限性ꎮ 因为调查人数多ꎬ仅为非散瞳电脑验光ꎬ验光结果
与真实屈光状态存在一定误差ꎮ 在对近视的危险因素虽
然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但在调查问卷的采集中很难避
免回忆偏倚ꎬ出现偏差ꎬ尤其是在小学生人群ꎮ 我们会在
后期的研究中ꎬ将进一步细化近视的相关影响因素ꎬ让数
据更客观ꎬ更有代表性ꎬ为深入开展近视的防治提供有效
的科学依据ꎮ

青少年近视的防治任务艰巨ꎬ关注青少年视力健康ꎬ
需要公共卫生及教育系统高度重视ꎬ通过建立青少年健康
档案ꎬ定期开展健康用眼知识的宣传ꎬ普及近视的防控教
育ꎬ不断提高青少年学生对近视的认知度和重视度ꎬ让学
校、家庭、政府、医生一起采取综合的防治措施ꎬ为有效改
善青少年的视力不良状况而共同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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