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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海口市美兰区小学生视力不良状况及影响因素，为预防小学生视力不良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

海口市美兰区 ３ 所小学的 ２ ０８５ 名 ３～５ 年级小学生进行视力检查和问卷调查，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小学生视

力不良的影响因素。 　 结果　 海口市美兰区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 ３６ ７％，其中轻度视力不良率 １６ ５％，中度视力不

良率 １５ ０％，重度视力不良率 ５ ２％。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女生（ＯＲ＝ １ ２６５），≥四年级（ＯＲ＝ １ ５３９），读写坐

姿不良（ＯＲ ＝ ２ ５６３），用眼习惯不良（ＯＲ ＝ ３ ４０８），课外读写时间≥２ ｈ ／ ｄ（ＯＲ ＝ １ ７２１），荧屏接触时间≥１ ｈ ／ ｄ（ＯＲ ＝
１ ４６８），连续学习时间≥１ ｈ（ＯＲ＝ １ ４１５）是小学生视力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户外活动时间≥２ ｈ ／ ｄ（ＯＲ＝ ０ ６３０），规范做

眼保健操（ＯＲ＝ ０ ６０５）是视力不良的保护因素。 　 结论　 海口市美兰区小学生视力不良与多种外部环境因素有关，视力

不良防控重点应放在纠正错误读写坐姿和不良用眼习惯、减轻学业负担，促进户外活动和规范眼保健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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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未来，青少年的视

力健康状况一直是社会、家庭高度重视的公共卫生问

题。 随着生活方式及学习教育背景的变化，视力不良

成为我国小学生发病率最高的疾病，视力不良不仅给

小学生的个人生活、学习带来不便，还会加重家庭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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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负担。 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研究结果

显示：我国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持续上升，并出现低龄

化倾向，其中 ７ ～ １２ 岁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达

４０ ８９％［１］。 小学阶段已成为青少年视力保护的关键

阶段。 视力不良发生受多种因素影响，为切实了解我

市美兰区小学生的视力现状，揭示小学生视力不良的

主要影响因素，为视力不良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课题

组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对海口市美兰区 ３ 所小学 ３ ～ ５ 年级

的小学生进行了视力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

４５ 实用预防医学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第 ２７ 卷 第 １ 期　 Ｐｒａｃｔ Ｐｒｅｖ Ｍｅｄ， Ｊａｎ． ２０２０， Ｖｏｌ． ２７， Ｎｏ．１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调查对象　 海口市美兰区内 ３ 所小学 ３ ～ ５ 年级

的所有 ２ ０８５ 名学生进行视力检查和问卷调查，共收

回有效问卷 ２０１３ 份，问卷有效率 ９６ ５％，其中男生

１ ０１０名，女生 １ ００３ 名，年龄 ８ ～ １０ 岁，平均年龄

（９ ０６±０ ５１）岁，三年级 ５９９ 名（２９ ８％），四年级 ６９１
名（３４ ３％），五年级 ７２３ 名（３５ ９％）。 所有参加本调

查的学生、家长及老师均知情同意。
１ ２　 视力检查 　 按照《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

研实施方案》中的视力检查方法进行，采用“标准对数

视力表（ＧＢ １１５３３－２０１１）”对每个学生进行视力检查，
检查距离为 ５ ｍ。 诊断标准：双眼裸眼视力均≥５ ０ 为

视力正常，任一眼的裸眼视力＜５ ０ 为视力不良，其中

４ ８～４ ９ 为轻度视力不良；４ ６～４ ７ 为中度视力不良；
≤４ ５ 为重度视力不良，双眼视力不一致时以较低视

力眼为准。
１ ３　 调查问卷　 通过查阅文献和专家咨询意见，设计

制定《小学生视力不良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调查内容

包括：学生一般情况，父母近视情况，读写坐姿（身体

坐正，保持眼睛与书的距离至少 ３０ ｃｍ，胸前与桌子距

离约一拳为坐姿良好。 凡双眼与书的距离不足３０ ｃｍ，
坐姿不正致双眼与书不等距为坐姿不良），用眼习惯

（凡有卧位、步行、行车途中或照明不足条件下看书习

惯者均为用眼习惯不良，否则为用眼习惯良好），户外

活动情况，日常行为习惯，眼保健操情况，定期视力检

查等方面内容，集中培训班主任，指导学生和家长完成

问卷填写，并负责问卷的发放和回收，保证问卷调查的

质量。
１ ４　 统计学方法 　 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等级资料的分析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 将单

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应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

分析的方法确定小学生视力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Ｐ＜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 １　 视力不良检出情况 　 调查的 ２ ０１３ 名学生中视

力不良人数 ７３９ 名，总体视力不良率为 ３６ ７％，其中轻

度视力不良率 １６ ５％（３３３ ／ ２ ０１３），中度视力不良率

１５ ０％ （ ３０１ ／ ２ ０１３ ）， 重 度 视 力 不 良 率 ５ ２％
（１０５ ／ ２ ０１３）。 被调查者中女生视力不良率为 ４０ １％
（４０２ ／ １ ００３），男生视力不良率为 ３３ ４％（３３７ ／ １ ０１０），
女生视力不良率显著高于男生 （ χ２ ＝ ９ ７６２， Ｐ ＝
０ ００２）。 三 年 级 学 生 视 力 不 良 率 为 ３２ ９％

（ １９７ ／ ５９９ ）， 四 年 级 学 生 视 力 不 良 率 为 ３５ ０％
（ ２４２ ／ ６９１ ）， 五 年 级 学 生 视 力 不 良 率 为 ４１ ５％
（３００ ／ ７２３），小学生的视力不良率随着年级增加而升

高，各年级学生间视力不良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１ ７３５，Ｐ＝ ０ ００３），见表 １。
表 １　 海口市美兰区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情况（ｎ，％）

项目 调查人数 视力不良
视力不良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９ ７６２ ０ ００２
　 男 １ ０１０ ３３７（３３ ４） １５１（１５ ０） １３７（１３ ６） ４９（４ ９）
　 女 １ ００３ ４０２（４０ １） １８２（１８ １） １６４（１６ ４） ５６（５ ６）
年级 １１ ７３５ ０ ００３
　 三年级 ５９９ １９７（３２ ９） ８９（１４ ９） ８１（１３ ５） ２７（４ ５）
　 四年级 ６９１ ２４２（３５ ０） １０８（１５ ６） ９９（１４ ３） ３５（５ １）
　 五年级 ７２３ ３００（４１ ５） １３６（１８ ９） １２１（１６ ７） ４３（５ ９）
合计 ２ ０１３ ７３９（３６ ７） ３３３（１６ ５） ３０１（１５ ０） １０５（５ ２）

２ ２　 视力不良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读写坐姿，用眼习惯，户外活动时间，课外读写

时间，连续学习时间，荧屏接触时间，是否定期视力检

查，是否规范做眼保健操的视力不良检出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而父母近视情况，睡眠时间，是否

均衡饮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无显著差异（Ｐ＞０ ０５），
见表 ２。

表 ２　 视力不良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ｎ，％）

相关因素 视力不良 视力正常 χ２ 值 Ｐ 值

读写坐姿 ５１ ５９７ ０ ０００
　 不良 ４０２（４５ ４） ４８３（５４ ６）
　 良好 ３３７（２９ ９） ７９１（７０ １）
用眼习惯 ９３ ６５４ ０ ０００
　 不良 ５４６（４５ ２） ６６２（５４ ８）
　 良好 １９３（２４ ０） ６１２（７６ ０）
父母视力情况 ３ ６５７ ０ １６１
　 均近视 １２１（３９ ９） １８２（６０ １）
　 一方近视 ２５１（３８ ３） ４０５（６１ ７）
　 均不近视 ３６７（３４ ８） ６８７（６５ ２）
户外活动时间（ｈ ／ ｄ） ７ ７０４ ０ ００６
　 ≥２ ３３６（３３ ７） ６６１（６６ ３）
　 ＜２ ４０３（３９ ７） ６１３（６０ ３）
课外读写时间（ｈ ／ ｄ） １０ １７３ ０ ００１
　 ≥２ １８３（４３ ４） ２３９（５６ ６）
　 ＜２ ５５６（３４ ９） １ ０３５（６５ １）
睡眠时间（ｈ ／ ｄ） ２ １７８ ０ １４０
　 ≥８ ６１１（３６ ０） １ ０８５（６４ ０）
　 ＜８ １２８（４０ ４） １８９（５９ ６）
连续学习时间（ｈ） ８ ８１３ ０ ００３
　 ≥１ ３０６（４０ ９） ４４３（５９ １）
　 ＜１ ４３３（３４ ３） ８３１（６５ ７）
荧屏接触时间（ｈ ／ ｄ） ８ １２１ ０ ００４
　 ≥１ ３８１（３９ ９） ５７３（６０ １）
　 ＜１ ３５８（３３ ８） ７０１（６６ ２）
均衡饮食习惯 ２ ６２０ ０ １０６
　 是 ６３８（３６ １） １ １３１（６３ ９）
　 否 １０１（４１ ４） １４３（５８ ６）
定期视力检查 ４ ９４６ ０ ０２６
　 是 ２５１（３３ ６） ４９６（６６ ４）
　 否 ４８８（３８ ５） ７７８（６１ ５）
规范做眼保健操 １１ １１８ ０ ００１
　 是 ５８０（３５ ０） １ ０７５（６５ ０）
　 否 １５９（４４ ４） １９９（５５ ６）

２ ３　 影响视力不良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有

无视力不良为因变量，将上述有统计学意义的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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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变量，并转化为二分类资料赋值后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生，≥四年级，读写坐

姿不良，用眼习惯不良，课外读写时间≥２ ｈ ／ ｄ，荧屏接

触时间≥１ ｈ ／ ｄ，连续学习时间≥１ ｈ 是小学生视力不

良的独立危险因素；户外活动时间≥２ ｈ ／ ｄ，规范做眼

保健操是视力不良的保护因素，见表 ３。
表 ３　 视力不良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女生 ０ ２３５ ０ ０８３ ８ ０１６ ０ ００４ １ ２６５ １ ０７５～１ ４８８
≥四年级 ０ ４３１ ０ ０７４ ３３ ９２３ ０ ０００ １ ５３９ １ ３３１～１ ７７９
读写坐姿不良 ０ ９４１ ０ １０５ ８０ ３１６ ０ ０００ ２ ５６３ ２ ０８６～３ １４８
用眼习惯不良 １ ２２６ ０ ２７２ ２０ ３１６ ０ ０００ ３ ４０８ １ ９９９～５ ８０７
课外读写时间≥２ ｈ ／ ｄ ０ ５４３ ０ １７２ ９ ９６７ ０ ００３ １ ７２１ １ ２２９～２ ４１１
荧屏接触时间≥１ ｈ ／ ｄ ０ ３８４ ０ １１３ １１ ５４８ ０ ０００ １ ４６８ １ １７６～１ ８３２
连续学习时间≥１ ｈ ０ ３４７ ０ １３１ ７ ０１６ ０ ００８ １ ４１５ １ ０９４～１ ８２９
户外活动时间≥２ ｈ ／ ｄ －０ ４６２ ０ ２２４ ４ ２５４ ０ ０４１ ０ ６３０ ０ ４０６～０ ９７７
规范做眼保健操 －０ ５０３ ０ １８２ ７ ６３８ ０ ００５ ０ ６０５ ０ ４２３～０ ８６４

３　 讨　 论

本调查显示海口市美兰区 ３ ～ ５ 年级小学生视力

不良发生率为 ３６ ７％，低于 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和健

康调研水平（４０ ８９％），本次调查还显示美兰区小学生

视力不良以轻、中度视为主，占 ９４ ８％。 这与历年来

海口市政府重视学生视力防控有关，海口市卫生、教育

各部门通力合作，自上而下将各项学生视力防控措施

落实到实处，取得了初步成效。 我们也发现视力不良

仍是目前小学生中发病率最高的疾病，是小学生面临

的最主要的健康问题，小学生视力防控任重而道远。
以往多项研究均显示女生视力不良检出率明显高

于男生［２－３］，本调查也发现女生发生视力不良的风险

是男生的 １ ２６５ 倍（ＯＲ ＝ １ ２６５），分析原因可能于女

生性格喜静，学习、读书时间较多，而运动时间较少有

关［４］。 视力不良率随年级增加而升高，≥四年级学生

发生视力不良的风险是三年级学生的 １ ５３９ 倍（ＯＲ ＝
１ ５３９），主要原因是高年级学生的学习内容多，学习

任务重，课外辅导班较多，长时间用眼，导致视疲劳而

得不到缓解［５］。
小学生处于生长发育期，眼球的调节能力很强，球

壁的伸展性也较大，错误的读写坐姿和用眼习惯易使

眼轴拉长，导致视力下降［６］。 本调查发现读写坐姿不

良和用眼习惯不良是导致小学生视力不良最重要的两

个因素。 书与眼的距离过近，坐姿不正，卧位看书，照
明不足下看书，这些错误的读写坐姿和用眼习惯对学

生视力的危害已普遍得到人们的认可和重视，但随着

家用汽车的普及，小学生在行车途中看书、看电子产品

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并未受到家长们的重视，本调查

中，１ １０３（５４ ８％）名被调查者存在经常行车途中看书

或看电子产品的习惯。 由于行车途中外部光线强度变

化较大且较快，看书、看电子产品极易造成视疲劳，睫
状肌痉挛，若不及时调节便可导致视力不良的发

生［７］。 因此小学生行车途中看书、看电子产品的现象

应引起家长的重视。
本调查结果显示连续学习时间≥１ ｈ，课外读写时

间≥２ ｈ ／ ｄ 是小学生视力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户

外活动时间≥２ ｈ ／ ｄ 是视力不良的保护性因素。 提示

学习负担过重，连续长时间学习，课外缺乏休息会导致

小学生视力不良的发生，而充足的户外活动可以减少

小学生视力不良的发生，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８－９］。
因此建议学校根据教学要求适量布置作业，减少学生

负担，家长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实际情况，课外辅导班宜

精不易多，鼓励和带动学生多参加户外活动。
近年来小学生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接触时间不

断增加，由于多为近距离、长时间使用，易导致视力不

良的发生，本调查显示荧屏接触时间≥１ ｈ ／ ｄ 是小学

生视力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应引起家长和学校的重

视，控制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本调查还显示规

范的眼保健操是小学生视力不良的保护因素，建议学

校每天定时播放眼保健操，并加强监督，确保学生按

时、按质完成眼保健操。
综上所述，小学生视力不良受多种外部环境因素

影响，小学生视力不良防控重点应放在纠正错误读写

坐姿和不良用眼习惯、减轻学业负担，促进户外活动和

规范眼保健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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