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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analyze the epidemic status of the poor sight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angsha, and to propose
basis for the strategy and measure of preventing poor
sight.
誗METHODS: A total of 16843 students, selected from 12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12 senior high schools in 6
districts in Changsha city with stratified-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ere brought into the eyesight screening. Light
visual chart case was used to test eyesight. Database
was established by Epidata 3. 20 software and analyzed
by SPSS 18. 0 statistical software.
誗RESULTS: Poor sight relevance ratio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angsha city was 71. 44%, and poor sight
relevant ratio in female students (74. 47%)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male ( 68. 20%),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字2 = 80. 79,P < 0. 01) . In general,
poor sight relevance ratio was increased with the growth
of age. In the same age group, poor sight relevant ratio
in female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male. The
relevance ratio of mild poor sight, middle poor sight and
severe poor sight was 8. 64%, 22. 35% and 40. 44%,
respectively. The poor sight relevance ratio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was discrepant,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 01) .

誗CONCLUSION: It is a social engineering to protect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蒺 sight, so we should concentrate
effort from family, school and social guidance together,
and then come into comprehensive measures.
誗KEYWORDS:poor sight; epidemic statu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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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长沙市中学生群体视力不良的流行现状,为制
定更有针对性的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长沙市共抽取 12 所初
中和 12 所高中的 16 843 名中学生为视力筛查对象。 采
用灯光视力表箱检查视力,应用 Epidata3. 20 建立数据
库,用 SPSS 18.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长沙市中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 71. 44% ,视力不
良检出率女生(74. 47% )高于男生(68. 20%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字2 = 80. 79,P<0. 01)。 总体来说,视力不良检
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相同年龄段,女生检出率显
著高于男生。 轻度视力不良、中度视力不良和重度视力
不良检出率分别为 8. 64% ,22. 35% 和 40. 44% ,不同年
龄段视力不良检出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1)。
结论: 保护中学生视力是一项主要的社会工程,必须动
员家庭、学校及社会有关方面的共同配合,采取综合性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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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视力低下是指裸眼视力小于 5. 0 者,从屈光学的角
度可以分为近视、远视、散光和屈光参差,而视力低下
98%以上表现为近视[1]。 近视的患病率各国报道不一,
欧洲为 24. 0% ~ 27. 8% ,德国估计至少有 800 万人[2]。
2005 年,国家卫生部、教育部联合调查显示,我国学生近
视患病率达 60% ,居世界第 2 位,仅次于日本,患病人数
居世界之首[3]。 因此,本研究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
抽取 16843 名中学生进行视力筛查,分析中学生群体视
力不良流行现状,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学生防近策略和
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长沙共 6 个区,每个
区随机抽取 2 个初中和 2 个高中学校,共抽取长沙市 12
所初中和 12 所高中,共纳入 18432 名中学生为视力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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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由于部分学生视力数据缺失,最终纳入 16843 名中
学生。
1. 2 方法
1. 2. 1 视力测定 摇 学生的视力用灯光视力表箱检查,对
有单眼或双眼裸眼远视力低于 5. 0 的学生及随机抽取
10%两裸眼远视力大于等于 5. 0 的学生由专业眼科医生
通过窜镜矫正及其它相关检查,按近视诊断标准核实
诊断。
1. 2. 2 判定标准摇 规定凡裸眼视力<5. 0 为视力低下,其
中 4. 8 ~ 5. 0 为轻度视力低下,4. 6 ~ 4. 8 为中度视力低
下,4. 5 及以下为重度视力低下。 以人为单位计算视力
不良率,双眼视力不平衡者以视力不良程度高者为准。
摇 摇 统计学分析:资料的统计分析应用 Epidata3. 20 建立
数据库,进行双重录入数据,并同时进行逻辑检查、重码
检查、对照检查,用 SPSS 18.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各
组率(% )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不同性别视力不良检出率摇 本研究对 16843 名中学
生进行视力筛查发现视力不良检出率为 71. 44% ,其中男
生为 68. 20% ,女生为 74. 47% 。 视力不良检出率女生高
于男生,并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意义 ( 字2 = 80. 79,P <
0郾 01,表 1)。
2. 2 不同年龄视力不良检出率摇 从表 2 可知,13 岁视力
不良检出率最低为 59. 62% ,16 岁视力不良检出率最高
为 77. 59% ,不同年龄的视力不良检出率具有显著性差异
(字2 =388. 95, P<0. 01)。
2. 3 视力不良检出率趋势图 摇 从图 1 可看出,总体来说
13 ~ 16 岁中学生群体视力不良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增加,即视力不良率从 59. 62% 增长到 75. 73% 。 相同
年龄段,女生检出率显著高于男生。
2. 4 不同性别视力不良程度的分布摇 表 3,4 显示,16843
名中学生中,轻度视力不良、中度视力不良和重度视力不
良检出率分别为 8. 64% ,22. 35% ,40. 44% 。 男女生视力
不良程度均以中度和重度视力不良为主,分别占视力不
良人数的 87. 68%和 88. 09% 。 无论在男生还是女生中,
视力不良程度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男生 字2 = 438. 55, P<
0. 01 vs 女生 字2 =189. 80, P<0. 01)。
2. 5 视力不良程度随年龄的变化趋势 摇 从图 2 中可知,
轻度视力不良和中度视力不良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
现稳定的趋势,而重度视力不良检出率随着年龄增长呈
现升高趋势。 总体看来,同一视力不良程度检出率都表
现为女生高于男生的趋势。
3 讨论
摇 摇 长沙市中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 71. 44% ,13 ~ 15
岁初中年龄组视力不良检出率 65. 77% ,16 ~ 18 岁高中
年龄组视力不良检出率为 76. 22% ,初中组视力不良率水
平高于全国标准(58. 07% ) [4],但与温州市[5] 初中组接
近,高中组与全国视力不良率(76. 02% )接近。 湖南省是
教育大省,学校和家长为了让孩子能考入重点高中和重
点大学迫使学生每天在繁重的学习任务中度过,课外活
动很少,这是导致视力不良检测率如此之高的罪魁祸首。
另一个原因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家庭电脑、掌上电
脑、电视、手机、游戏机等日益普及,学生长时间近距离用
眼,由于屏幕的闪烁,对眼睛产生不良刺激,久而久之导
致视力下降。

表 1摇 不同性别中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的比较

性别 受检人数 视力不良人数 视力不良率(% )
男 8149 5558 68. 20
女 8694 6474 74. 47

摇
合计 16843 12032 71. 44

表 2摇 不同年龄中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的比较

年龄 受检人数 视力不良人数 视力不良率(% )
13 岁 2338 1394 59. 62
14 岁 2834 1791 63. 20
15 岁 2544 1890 74. 29
16 岁 4970 3856 77. 59
17 岁 3420 2590 75. 73
18 岁 737 511 69. 34

摇
合计 16843 12032 71. 44

图 1摇 中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随年龄变化的趋势。

图 2摇 中学生视力不良程度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变化趋势。

摇 摇 总体来说,长沙市中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增加,且女生视力不良检出率要高于男生,这与
国内有关报道一致[6-8]。 其原因是学生随着年龄增长,晶
状体屈折能力逐渐下降和晶状体皮质密度逐渐增加所
致。 因为女生中性格喜静、兴趣不够广泛者较男生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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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表 3摇 不同年龄男生视力不良程度检出率的比较 例(% )
年龄 受检人数 视力不良 轻度视力不良 中度视力不良 重度视力不良

13 岁 1062 562(52. 92) 104(9. 79) 201(18. 93) 257(24. 20)
14 岁 1415 805(56. 89) 137(9. 68) 298(21. 06) 370(26. 15)
15 岁 1204 835(69. 35) 108(8. 97) 292(24. 25) 435(36. 13)
16 岁 2290 1796(78. 43) 171(7. 47) 504(22. 01) 1121(48. 95)
17 岁 1745 1268(72. 66) 128(7. 34) 360(20. 63) 780(44. 70)
18 岁 433 292(67. 44) 37(8. 55) 84(19. 40) 171(39. 49)

摇 摇
合计 8149 5558(68. 20) 685(8. 41) 1739(21. 34) 3134(38. 46)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4摇 不同年龄女生视力不良程度检出率的比较 例(% )
年龄 受检人数 视力不良 轻度视力不良 中度视力不良 重度视力不良

13 岁 1276 832(65. 20) 137(10. 74) 295(23. 12) 400(31. 35)
14 岁 1419 986(69. 49) 147(10. 36) 340(23. 96) 499(35. 17)
15 岁 1340 1055(78. 73) 114(8. 51) 304(22. 69) 637(47. 54)
16 岁 2680 2060(76. 87) 184(6. 87) 636(23. 73) 1240(46. 27)
17 岁 1675 1322(78. 93) 162(9. 67) 377(22. 51) 783(46. 75)
18 岁 304 219(72. 04) 27(8. 88) 73(24. 01) 119(39. 14)

摇 摇
合计 8694 6474(74. 47) 771(8. 87) 2025(23. 29) 3678(42. 31)

些课间休息时也喜欢在教室看书,室外活动少;而男生活
跃多动,喜欢各项体育活动,课间休息时也大多在教室外
活动,使眼睛暴露在自然光线中的时间长,并使长时间视
近的眼睛得到了休息,有利于视力的保护。 另外,女生为
了追求漂亮,在刚开始发现近视时,大多不愿戴眼睛,这也
使近视程度进一步加深。
摇 摇 中学生视力不良程度以中度和重度为主,轻度视力不
良和中度视力不良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稳定的趋
势,而重度视力不良检出率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升高趋势,
该研究结果与万琼[9] 的研究一致。 随着学生学习阶段的
升高,作业量不断增加,用眼时间加长,且强度加大,休息
睡眠时间减少,眼部肌肉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球壁逐
渐延伸,视力低下发生率也逐渐升高。 此外,还可能因为
随着学习阶段的升高,学生接触电脑的机会增加,玩电脑
游戏等用眼过度而又不注意用眼卫生有关。
摇 摇 近视已成为全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在中
国。 目前,对近视发生、发展机制及其干预措施的研究已
经成为全球性的热点[10]。 保护学生视力、预防近视是一
项主要的社会工程,必须动员家庭、学校及社会有关方面
的共同配合,采取综合性措施:(1)建议学校要合理安排
教学计划,严格执行“中小学生一日学习时间卫生标准冶,
尽量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减少课外作业,增加学生课外活
动时间。 家长也要严格监督,控制孩子每天做作业、看电
视、上网等近距离用眼活动时间,重点做好视力保护,预防
视力低下;(2)加大保护视力的宣传,通过黑板报、电视、
讲座、举办眼保健操比赛等多种形式,增强学生视力保护
意识,纠正学生看书、写字的不良姿势,养成良好的用眼习
惯;(3)大力开展体育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和课外活动,减轻视力疲劳,增强眼的调节功能,户外活动
对近视有潜在的保护作用[11-13];(4)改善教室及家庭采
光、照明条件,配备合适的课桌椅,使其与学生生长发育状
态相适应;(5)家长应注意给学生平衡膳食,增加营养,并

监督学生,减少学生在家看书、写字、看电视、玩电脑和电
子游戏的时间;(6)定期检查视力,每年定期检测视力 1 ~
2 次,在发现视力下降时,要及时准确验光,配戴合格眼
镜,以便控制视力低下程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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