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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isual display
terminal (VDT) exposure time and ocular symptoms.
誗 METHODS: By use of questionnaire, a survey was
carried out in 1218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3
universities in Zhuhai to find out their VDT exposure time
and their eye symptoms. VDT exposure time at different
grades and ocular symptom scores in different exposure
intensity crowd were compa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DT exposure time and ocular symptoms were
investigated.
誗 RESULTS: On average, VDT exposure time in all
students of the three universities was 3. 72 依 2. 17h, the
mean exposure time increased with grade. And the ocular
symptoms scores increased with exposure time, VDT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VDT exposure time.
誗CONCLUSION: Long- time exposure to VDT is harmful
to visual health, eye health edu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avoid or reduce the health damages
caused by VDT exposure.
誗KEYWORDS:college students; visual display terminal;

ocular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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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视屏终端( visual display terminal,VDT)
暴露时间与视屏终端相关眼病的相关性。
方法:对珠海市 3 所高校 1218 名在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

查,了解视屏终端暴露时间、眼部症状评分,对不同年级学

生视屏终端暴露时间及不同暴露强度人群眼部症状评分

进行比较,并对视屏终端暴露时间与眼部症状评分进行相

关性分析。
结果:3 所高校本科生视屏终端暴露时间平均为 3. 72 依
2郾 17h,随着年级的增长,视屏终端暴露时间延长,暴露时

间越长,眼部症状越明显,视屏终端相关眼病与视屏终端

暴露时间具有正相关性。
结论:长时间视屏终端暴露不利于眼健康。 应加强对大学

生的眼保健教育,避免或减少视屏终端暴露带来的健康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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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视屏显示终端(visual display
terminal,VDT)广泛应用于我国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极
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的同时,也给暴露人群带来新的健康

危害[1]。 视 频 终 端 综 合 征 又 称 计 算 机 视 觉 综 合 征

(computer vision syndrom,CVS),是指长时间使用光学显

示器终端而引起的影响眼及身心健康所产生的一系列症

候群。 随着现代化办公设备的普及和教学方式的不断更

新,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作业、网络交流等已经迅速深入

到大学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中,高校学生的计算机拥有率

和使用率不断攀升,各种视屏暴露的影响也日益凸

显[2,3]。 为了解视屏终端暴露对大学生的影响,探讨暴露

时间与视屏终端相关眼病情况的相关关系,我们对珠海市

3 所高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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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以珠海市三所高校在校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大一学生 338 名,大二学生

295 名,大三学生 278 名,大四及以上学生 307 名。
1. 2 方法

1. 2. 1 调查方法摇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 问卷由我院眼科

及体检科专家共同设计完成,并随机选取 50 名大学生进

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的反馈信息对问卷进行了修订,采
用修订后的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正式调查。 调查问卷集

中由调查员发放,由被调查者填写后当场收回,共发放问

卷 1218 份,收回有效问卷 1176 份,回收率为 96. 6% ,剔
除不合格问卷和具有与眼部相关的全身病史者及具有既

往眼病史者的问卷,最终确定有效问卷 1126 份,其中大一

学生 312 名,大二学生 278 名,大三学生 256 名,大四及以

上学生 280 名。
1. 2. 2 调查内容摇 采用问卷方法调查,内容包括学生的一

般资料(性别、年龄、年级、专业)、视屏终端(计算机)暴露

史、视屏终端日均暴露时间、眼部症状(眼干、眼痛、畏光、
流泪、眼部异物感、视物模糊、重影、频繁眨眼、眼胀、用眼

不能持久)、既往眼病史及既往全身病史。 上述眼部症状

出现一项记 10 分,共计 100 分,将计算机荧屏暴露时间以

3h 和 6h 为界,分为低、中、高 3 组,统计各时间组眼部症

状发生情况。
1. 2. 3 质量控制摇 根据预调查,调整问卷结构,确保调查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正式调查实施前,对调查员集中进行

培训,统一调查实施方法和填写指导,问卷回收后,核查学

生上交问卷的逻辑性和完整性。 对合格问卷实行双人录

入,保证录入的客观性及准确性。
摇 摇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3. 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多组非正态定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多组正态定量资料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

较采用 Bonferroni 法,眼部症状评分与日均视屏终端暴露

时间相关性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P<0. 05 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不同年级大学生日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摇 对回收的

有效问卷按学生年级分组,统计各年级学生视屏终端暴露

时间,并对不同年级学生视屏终端暴露时间进行对比,具
体结果见表 1。 表 1 显示,珠海市三所高校大学生日均视

屏终端暴露平均时间为 3. 72依2. 17h,调查结果显示,随着

年级的增长,视屏终端暴露时间显著延长,秩和检验表明,
各年级日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
2. 2 不同日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与眼部症状评分摇 将日

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以 3h 和 6h 为界,分为低、中、高 3
组,统计各组眼部症状发生状况,具体见表 2。 表 2 显示,
日均视屏暴露时间长短不同眼部症状评分不同,即日均视

屏终端暴露时间越长,眼部症状越明显 ( P < 0. 05 )。
Bonferroni 法两两比较结果表明,日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

较高组眼部症状评分高于较低组(P<0. 05)。 每两组之间

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 05)。

表 1摇 不同年级大学生日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 軃x依s
年级 例数 暴露时间(h) 字2 P
大一 312 2. 71依1. 32

159. 114 0. 000
大二 278 3. 08依1. 68
大三 256 4. 49依2. 47
大四及以上 280 4. 78依2. 33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合计 1126 3. 72依2. 17

表 2摇 不同日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与眼部症状评分情况 軃x依s
暴露时间 例数 平均得分 F P
<3h 645 21. 58依15. 92

624. 36 0. 0003 ~ 6h 324 47. 59依18. 36
>6h 157 68. 92依16. 12

图 1摇 眼部症状评分与日均视屏端暴露时间散点图。

2. 3 眼部症状评分与日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相关性分

析 摇 根据统计结果,将 1126 名学生眼部症状评分与其日

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进行 Spearman 秩相关检验。 图 1 显

示,日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与眼部症状评分之间存在线性

正相关( rs = 0. 751,P = 0. 002),即日均暴露时间越长,眼
部症状评分越高。
3 讨论

摇 摇 随着生产自动化、办公现代化、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

飞速发展,人们接触终端显示屏的机会日益增多,在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使用视屏显示终端人数也逐年增加[4]。 一

方面,视屏显示终端的使用极大地改善了人机传递效率,
减轻了操作者的体力负荷。 另一方面,不合理的视屏终端

暴露越来越突出的影响着操作人员的身心健康。 大学生

作为计算机这一视屏终端的高强度暴露人群,其受视屏终

端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学者的重视[1,5,6],国内外相关研究

指出,计算机荧屏长时间的暴露,会对大学生视觉乃至全

身产生严重影响,其中,发生率较高的是视力下降、视物模

糊及眼干[7,8]。
摇 摇 本研究发现,珠海市高校大学生日均视屏终端暴露时

间随年级增长而显著延长,各年级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究其原因:(1)可能是随着年级的递增,课程逐步

深入,越来越需要利用计算机来完成资料和文献的查询,
从而更好的完成学业;(2)随着年龄的增长及对生活质量

的要求提高,更多的需要借助计算机来满足开阔视野、休
闲娱乐及社会交往的需求;而且随着经济条件的提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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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电脑逐渐普及于大学生人群,这些都增加了在校大学生

的日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
摇 摇 国内曾有研究表明,视疲劳的出现及其轻重程度与操

作视屏终端时间的长短显著相关[9],本研究进一步表明,
眼部症状评分与日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具有正相关性,即
日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越长,眼部症状评分越高。 视屏终

端性眼病的发病是一个多因素参与的复杂过程,概括起

来,其发病主要有三方面的机制[10],即屈光与调节机制、
眼表机制、眼外机制。 其中屈光与调节机制为:长时间使

用视屏终端导致持续的近距离用眼,视负荷增加,促使调

节紧张或痉挛,影响眼部组织的正常代谢机能,从而导致

视疲劳症的发生,另一方面长时间使用视屏终端使睫状肌

过度收缩而痉挛,加重调节功能衰退,当眼球持续紧张到

达极限不能再代偿时,就会突然变为松弛,从而出现视物

不能持久。 眼表机制主要与长期视屏终端暴露导致的泪

膜功能异常有关,长时间、近距离注视视屏终端,导致眼睑

瞬目异常[11],从而影响泪液的分泌和分布,导致一系列眼

部症状的发生。 视屏终端性眼病发生的另一个机制即眼

外机制主要与视屏终端的品质及物理属性如刷新频率、辐
射和暴露环境(温度、湿度、粉尘、静电等)有关。
摇 摇 随着计算机这一视屏终端成为在校大学生学习和生

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对其使用过程中伴发的健康危害进行

研究对确保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次对

珠海市 3 所高校不同年级学生视屏终端暴露情况及其相

关眼病的调查,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有助于了解

当代大学生视屏终端暴露情况,针对相关健康危害提出对

应防控对策,进而尽量减少或避免因不当使用视屏终端带

来健康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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