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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eyesight dysfunction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city
of Xi蒺an,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vision
protection.
誗METHODS: Eyesight test was performed among 3869
students (7738 eyes) which were selected by multistage
sampling.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is criterion of
eyesight dysfunction, the students were classified as
normal, slight, moderate, and severe group. The data
were inputted into a database set up by EpiData 3. 1 and
analyzed by SPSS 18. 0.
誗 RESULTS: The rate of eyesight dysfunction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city of
Xi蒺an was 54. 9%,and most students were with severe
eyesight dysfunction. The rate increased with the age
and grade, the rate of girl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boys (字2 = 63. 19, P<0. 01) . The rate of students of

urba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 ( 字2 =
547郾 53, P<0. 01) .
誗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eyesight dysfunction
is still apparen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city of Xi蒺an.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prevent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eyesight dysfunction.
誗KEYWORDS: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eyesight dysfunction;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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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西安市中小学生视力低下状况,为开展视力低
下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 3869 名学生 7738
眼进行视力检查。 按照视力低下诊断标准,将所有观察
对象分为正常、轻度、中度、重度视力低下,所有数据均用
EpiData 3. 1 建立数据库及 SPSS 18. 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西安市中小学生视力低下率为 54. 9% ,以重度视力
低下为主,随着年龄及年级的增长视力低下率明显呈上
升趋势,女生视力低下率明显高于男生( 字2 = 63. 19,P<
0郾 01)。 城市学生视力低下率显著高于农村学生( 字2 =
547. 53,P<0. 01)。
结论:西安市中小学生视力低下率较高,应及早采取有效
措施以预防中小学生视力低下,降低和控制视力低下的
发病率。
关键词:中小学生;视力低下;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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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目前,我国中小学生视力低下的检出率很高,2000
年的近视眼患病率统计结果显示,小学生近视患病率为
30. 04% ,初中生为 41. 81% ,高中生为 60. 28% 。 教育部
和卫生部 2000 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学生近视率已居世
界第二位[1]。 按照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卫生部、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的安排,全国学生
体质健康调研每 5a 1 次,为掌握了解陕西省学生体质健
康状况和发展趋势,为制定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发展规划
提供科学依据,做好国民体质监测体系中儿童青少年体
质监测工作,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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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表 1摇 2010 年西安市城乡汉族学生视力低下情况 %
城

调查
眼数

近视
率

远视
率

其他
眼病

视力低
下率

乡

调查
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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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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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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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调查
眼数

近视
率

远视
率

其他
眼病

视力
低下率

男 1916 63. 9 0. 4 2. 1 66. 4 2102 35. 3 0. 0 0. 9 36. 2 4018 49. 0 0. 2 1. 4 50. 6
女 1770 69. 3 0. 5 1. 7 71. 4 1950 47. 1 0. 3 1. 5 48. 9 3720 57. 6 0. 3 1. 6 59. 6

摇 摇 摇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合计 3686 66. 5 0. 4 1. 9 68. 8 4052 41. 0 0. 1 1. 2 42. 3 7738 53. 1 0. 3 1. 5 54. 9

推进以学校体育为重点的青少年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体
质健康水平的提高。 我们有幸参加了 2010 年“全国学生
体质健康调研冶陕西省西安市城乡学生视力调查,现将调
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按照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实施方案》的要
求,此次调查的对象是在 2005 年陕西省已确定的西安市
4 个检测片进行。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陕西籍汉族
学生。
1. 2 方法
1. 2. 1 调查人员的组成与培训摇 根据陕西省卫生厅安排,
检测队应是在参加 2005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工作
人员基础上,组建检测队。 调查人员必须是体育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新充实的人员必须进行岗前培训、熟练掌握检
测方法,统一检测标准后方能上岗,以保证调研检测质量。
1. 2. 2 样本的设计和抽取摇 调查以全国为总体,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为次总体,延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调查方法,
即首先确定调研点校,再以年级分层,以教学班为单位随
机整群抽样构成调研样本。 随机整群抽样时,所抽取的班
级数以能满足最低调研样本数为限。
1. 2. 3 视力检查方法摇 根据《2010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
调研工作手册》规定视力表悬挂高度应使视力表 5. 0 行视
标与多数受检对象的双眼呈水平位置。 视力表的照明度
约 300 ~ 500 勒克斯。 检查视力前向受检者讲解检查视力
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取得合作。 配戴眼镜者摘去眼镜
(包括隐形眼镜),检查裸眼视力。 受检者从室外进入室
内后应有 15min 以上适应时间,不能立即测试。 检查前不
能揉眼,检查时不要眯眼或斜眼。 用遮眼板时,不要压迫
眼球,以免影响视力。 受检者距视力表 5m 处站立,用遮
眼板轮换将双眼轻轻遮上,先查左眼,后查右眼,均为裸眼
视力。
摇 摇 统计学分析:采用 EpiData 3. 1 建立数据库,SPSS 18. 0 进
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年龄与视力的关系
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 以 P<0. 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评价标准摇 为保证统一标准,延用 2005 年抽样调查
设备:国际标准对数视力表,串镜,笔式手电筒,木质遮眼
板,点字棒。 凡视力<5. 0 者为视力低下。 其中,4. 9 为轻
度;4. 6 ~ 4. 8 为中度;4. 5 及以下为重度。 对视力低下者
(以眼为单位)使用串镜检查,判断有无屈光不正。 若正
片视力下降,负片视力提高者为近视,反之为远视。 串镜
检查正、负片视力均无进步者为“其它原因冶。
2. 2 本次调查的视力概况 摇 本次调查 3869 名学生 7738
眼,视力低下者 4250 眼,视力低下率为 54. 9% ,其中轻度
低下者 574 眼,中度低下者 1289 眼,重度低下者 2387 眼,
分别占视力低下眼总数的 13. 5% ,30. 3%和 56. 2% ,西安

市城乡学生视力低下程度构成比显然以重度为主。 视力
低下主要由近视、远视及其它原因眼病组成。 本次调查其
它眼病 118 眼(裸眼和矫正视力相同但<5. 0),患病率为
1. 5% ;近视 4111 眼,近视患病率 53. 1% ;远视 21 眼,远视
患病率 0. 3% 。 由以上数据可见视力低下主要由近视造
成。 西安市城乡汉族学生视力低下情况详见表 1。
2. 3 男女生视力低下率比较摇 调查结果表明,男生视力低
下率为 50. 6%,女生为 59. 6%,女生显著高于男生( 字2 =
63郾 19,P<0. 01)。
2. 4 农村和城市学生视力低下率比较摇 调查结果表明,城
市学生视力低下率为 68. 8% ,农村学生视力低下率为
42郾 3% ,城市学生视力低下率显著高于农村学生 ( 字2 =
547. 53,P<0. 01)。 城市男学生视力低下率(66. 4% )高于
农村男学生视力低下率(36. 2% ),字2 = 365. 35,P<0郾 01;城
市女学生视力低下率(71. 4% )高于农村女学生视力低下
率(48. 9% ),字2 =195. 78,P<0. 01,具有极显著差异。 与以
往报道一致[2]。
2. 5 年龄与视力低下率相关关系摇 调查结果显示,西安市
城乡汉族男、女学生视力低下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改变( r =
0郾 774,P<0. 01)。 从视力低下率的定基(比)发展速度观
察,汉族男、女学生从 7 ~ 18 岁组分别增加到 372郾 6% 和
228. 7% 。 从环比发展速度看,汉族男、女学生视力低下率
的发展速度分别在 9 岁、10 岁组开始明显增高,男、女分
别以 8 岁、10 岁组最高(表 2)。
2. 6 视力低下程度随年龄增长而加重摇 调查结果还显示,
西安市城乡汉族男、女学生轻度视力低下者人数随年龄的
增长逐渐减少;中度视力低下者人数缓慢增加,7 ~ 9 岁变
化不明显,10 ~ 12 岁比例明显增加,后趋平稳;而重度视
力低下者人数则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加 ( r = 0. 775,
0郾 764,均 P<0. 01)。 从低视力构成情况及变化可知低视
力眼数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其中近视所占低视力构成比
例逐年增高。 分析结果显示轻度视力低下者不断向中度、
重度视力低下发展,特别以重度为显著。 西安市城乡汉族
男、女学生 7 ~ 9 岁各年龄组以轻度视力低下为主,至 11
岁开始以重度视力低下比例为高。 而且,12 岁呈现明显
增加趋势,说明青春发育阶段视力低下程度也容易加重
(表 2,3)。
2. 7 弱视患病率摇 调查结果表明,西安市城乡男、女学生
最佳矫正视力臆4. 9[3],患病率为 1. 5% ,与国内中华眼科
学会儿童弱视斜视防治学组 1985 年在全国普查结果,弱
视占 2. 8% [4]相比略低,提示可能因调查样本量过少而产
生的误差造成。
3 讨论
摇 摇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西安市城乡汉族男、女学生视力
低下率为 54. 9% ,比 2005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西安
市调查结果(47 . 1% )明显升高。 而且西安市城乡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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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表 2摇 2010 年西安市城乡汉族学生各年龄组视力低下情况

年龄
男

调查眼数 视力低下率(% ) 定基比 环比

女

调查眼数 视力低下率(% ) 定基比 环比

7 ~ 234 17. 9 100. 0 100. 0 224 31. 7 100. 0 100. 0
8 ~ 346 28. 0 156. 4 156. 4 306 30. 1 95. 0 95. 0
9 ~ 312 27. 6 154. 2 98. 6 272 30. 1 95. 0 100. 0
10 ~ 382 39. 0 217. 9 141. 3 336 45. 8 144. 5 152. 2
11 ~ 362 45. 0 251. 4 115. 4 318 59. 7 188. 3 130. 3
12 ~ 386 48. 2 269. 3 107. 1 366 51. 6 162. 8 86. 4
13 ~ 300 56. 3 314. 5 116. 8 316 68. 4 215. 8 132. 6
14 ~ 258 51. 6 288. 3 91. 7 286 67. 8 213. 9 99. 1
15 ~ 346 67. 9 379. 3 131. 6 304 79. 9 252. 1 117. 8
16 ~ 408 75. 5 421. 8 111. 2 366 76. 8 242. 3 96. 1
17 ~ 348 69. 3 387. 2 91. 8 382 85. 9 271. 0 111. 8
18 ~ 336 66. 7 372. 6 96. 2 244 72. 5 228. 7 84. 4

表 3摇 2010 年西安市城乡汉族学生各年龄组低视力构成情况

%
年龄 低视力总眼数 近视占比 远视占比 其他眼病占比

7 ~ 113 86. 7 5. 3 8. 0
8 ~ 189 96. 3 2. 1 1. 6
9 ~ 168 91. 7 3. 6 4. 8
10 ~ 303 93. 7 0. 7 5. 6
11 ~ 353 94. 9 1. 1 4. 0
12 ~ 375 97. 1 0. 0 2. 9
13 ~ 385 96. 4 0. 8 2. 9
14 ~ 327 99. 1 0. 6 0. 3
15 ~ 478 98. 7 0. 0 1. 3
16 ~ 589 96. 8 0. 0 3. 2
17 ~ 569 96. 8 1. 8 1. 4
18 ~ 401 94. 8 2. 5 2. 7

男、女学生视力低下率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升高,其中重度
视力低下者比例随年龄增长而增大,至 11 岁以后以重度
视力低下比例为最高。 这可能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学生
面临的学业负担加重,视近时间较长有关。 在视力发育的
第二“黄金冶阶段 12 ~ 15 岁大多数学生步入中学,课程增
多,课业负担加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此时应注意加强用
眼卫生教育及保护视力措施,否则容易发生近视,并且逐
渐加深发展为真性近视、高度近视[5]。
摇 摇 此外,调查结果还表明,城乡汉族男、女学生视力低下
率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学生视力低下率为 68. 8% ,显著高
于农村学生 42. 3% ( 字2 = 547. 53,P<0. 01)。 分析原因可
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城市生存竞争激烈,学生心理、学
业负担重,参加各种校外辅导班导致双眼视力下降;(2)
城市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电脑普及率高,城市学生玩
游戏、查资料接触荧光屏时间较农村学生长;(3)农村高
大建筑物少,视野开阔,农村学生参加劳动机会多,从而使

眼睛得到休息。 随着农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差异
的范围可能会逐渐缩小。 所以,在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的
同时,相关教育部门不应忽略视力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
摇 摇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女生的视力低下率明显高于男
生。 且随年龄增长这种差异性越来越明显。 钟新光[6] 调
查东莞市南城区后也表示,中小学生男女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分析其原因:考虑主要由于男、女生的性格特
征不同,男生喜动,体育锻炼及室外活动多;女生学习较为
刻苦、喜欢安静,近距离活动多,视近时间长,而户外体育
活动相对较少[5];致使眼睫状肌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易患
近视。 此外有报道认为,女生生长发育较早等内在原因也
可能是女生视力低下率明显高于男生的原因之一[7]。
摇 摇 总之,依据此次调查的结果,相关政府及教育部门应
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的宣传力度;同
时,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减轻学生学习负担,让学生从繁重
的学习任务中解放出来;普及用眼卫生教育,发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从一点一滴做起保护视力。 通过社会、学校及
家庭的共同努力为学生创造一个和谐、轻松的学习生活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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