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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江苏省徐州市 ６~１８ 岁中小学生近视筛查与矫
正情况ꎮ
方法:横断面随机整群抽样研究ꎬ于 ２０２０－０９ / １２ 以学校为
单位抽取徐州市 ７０ 所中小学校进行近视筛查ꎮ 参与抽样
６３４８８ 人ꎬ剔除不合格记录后ꎬ最终纳入６~ １８ 岁中小学生
５８１４９ 人ꎬ并分析其不同年龄、性别、地区、近视程度下的
近视及矫正情况ꎮ
结果:徐州市 ６ ~ １８ 岁中小学生筛查性近视率为 ４９.２６％ꎬ
近视患病率随年龄增长呈增加的趋势(Ｐ<０.０１)ꎬ近视程
度随年龄增加逐渐加深ꎬ女生近视患病率高于男生
(５３.７０％ ｖｓ ４５.６７％ꎬＰ<０.０１)ꎬ城市中小学生近视患病率
高于乡镇(５５.４０％ ｖｓ ４５.１０％ꎬＰ<０.０１)ꎮ 框架眼镜矫正率
为 ３１.１１％ꎬ足矫率为 ６０.２３％ꎬ同时矫正率随着年龄的增
长逐渐增高(Ｐ<０.０１)ꎬ女生矫正率高于男生(３２.４５％ ｖｓ
２９.８４％ꎬＰ<０.０１)ꎬ但女生足矫率却低于男生(５６.６０％ ｖｓ
６３.９８％ꎬＰ<０.０１)ꎮ 城市中小学生矫正率和足矫率均高于
乡镇(４６.５０％ ｖｓ １８.３３％ꎬ６２.２０％ ｖｓ ５６.０７％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徐州市 ２０２０ 年中小学生筛查性近视率不容乐观ꎬ中
小学生近视矫正率及矫正合格率较低ꎬ推测是近视进展的
原因之一ꎮ
关键词:中小学生ꎻ筛查ꎻ近视ꎻ患病率ꎻ屈光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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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近视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健康问题ꎬ到 ２０５０ 年ꎬ全球近

视人口将达到 ５０ 亿ꎬ亚太国家的高度近视将增加 ２４％ [１]ꎮ
目前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ꎮ
２０２０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达 ５２.７％ [２]ꎬ呈逐年上升趋

势ꎬ如果没有及时地治疗或预防ꎬ可能会加剧近视程度ꎬ而
高度近视常伴有视网膜脱离、青光眼、白内障、后巩膜葡萄

肿等并发症ꎬ严重者可导致永久性视力损害甚至致盲[３]ꎮ
目前未矫正的屈光不正是视力损害的主要原因[４]ꎮ 相关

研究显示[５]ꎬ外界物体在未矫正和欠矫近视眼视网膜上的

像是模糊的ꎬ这将导致眼轴进一步延长ꎬ近视加深[６]ꎮ 为

了解徐州市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情况ꎬ我们对 ６ ~ １８ 岁中小

学生进行近视筛查ꎬ相关情况报告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根据«江苏省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的

意见»{苏教体艺【２０１９】７ 号}的要求[７]ꎬ在省卫生健康委

的指导下医疗卫生机构进入各中小学开展视力健康筛查

工作ꎮ 采用横断面随机整群抽样研究ꎮ 于 ２０２０－０９ / １２ 抽

取徐州市 ５ 个区的小学、初中、高中实行视力筛查ꎬ本次共

筛查了 ７０ 所中小学校ꎬ其中包括 ５０ 所小学ꎬ１５ 所中学ꎬ
５ 所高中ꎬ参与筛查 ６３４８８ 名学生ꎬ经审查、逻辑查错后ꎬ
剔除不合理记录ꎬ实际有效人数为 ６０３１１ 人ꎬ筛查合格率

为 ９５.００％ꎮ 最终纳入 ６ ~ １８ 岁中小学生 ５８１４９ 人的数据

进行分析ꎬ研究对象均已知情同意ꎮ 该研究已获得医院伦

理委员会的批准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眼科检查　 所有学生均进行学校现场检测ꎬ检查时

采用 ５ｍ 标准对数视力表灯箱(３００ ~ ５００ｌｘ)ꎬ由 ４ 名专业

视光师进行视力检查ꎬ采用台式电脑验光仪(ＫＲ－８９００)
在非睫状肌麻痹情况下检测等效球镜ꎮ 戴镜儿童检查其

矫正视力ꎬ无眼镜儿童只检查其裸眼视力ꎮ 统计配戴眼镜

的人数与近视人数之比即为近视学生的矫正率ꎮ
１.２.２筛查性近视定义　 按照国家卫健委制定的«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的要求[８]ꎬ应用远视力检

查、非睫状肌麻痹状态下电脑验光(俗称电脑验光)等快

速、简便的方法ꎬ将儿童青少年中可能患有近视者筛选出

来ꎮ ６ 岁以上儿童青少年远距裸眼视力<５.０ 时ꎬ通过非睫

状肌麻痹电脑验光ꎬ等效球镜(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ꎬ ＳＥ) <
－０.５０Ｄ定为筛查性近视ꎬＳＥ＝球镜＋１ / ２ 柱镜ꎮ 按照 ＳＥ 度

数可以把近视分为轻、中和重三个不同程度ꎮ 轻度近视:
－３.００Ｄ≤ＳＥ<－０.５０Ｄꎬ中度近视:－６.００Ｄ≤ＳＥ<－３.００Ｄꎬ重
度近视:ＳＥ<－６.００Ｄꎮ
１.２.３近视足矫与欠矫定义　 根据«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适宜技术指南»筛查流程[９]ꎬ将 ６ 岁及以上已配戴眼镜的

学生根据戴镜视力分为欠矫者(戴镜视力<４.９)和足矫者

(戴镜视力≥４.９)ꎬ将足矫者人数统计出来ꎬ与戴镜人数之

比即为足矫率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 进行统计分
析ꎬ计数资料采用 ｎ(％)表示ꎮ 比较徐州市不同年龄、不
同性别、不同近视程度中小学生筛查性近视率、矫正率及
足矫率均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χ２检验ꎬ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基本情况　 本次筛查总人数为 ６３４８８ 人ꎬ筛查不合格

人数为 ３１７７ 人ꎬ筛查合格率为 ９５. ００％ꎮ 从中筛选出
５８１４９ 名年龄 ６~１８ 岁中小学生纳入分析ꎬ平均年龄 １０.９±
３.０ 岁ꎬ其中男生 ３２１５０ 人ꎬ占比 ５５.２９％ꎬ女生 ２５９９９ 人ꎬ
占比 ４４.７１％ꎮ
２.２不同年龄中小学生近视情况　 中小学生 ５８１４９ 人中ꎬ
有 ２８６４３ 人近视ꎬ筛查性近视率为 ４９.２６％ꎮ 其中轻度近
视占比 ５６. ９７％ꎬ中度近视占比 ３８. ８９％ꎬ重度近视占比
４.１４％ꎮ 随着年龄增加ꎬ近视患病率随之升高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１７１７４.５９５ꎬＰ<０.０１)ꎬ见表 １ꎮ ９~１０岁近视
率涨幅最快ꎬ见图 １ꎮ 轻度近视占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
降ꎬ而重度近视占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ꎬ见图 ２ꎮ
２.３不同年龄近视中小学生戴镜情况 　 近视中小学生

２８６４３ 人中ꎬ戴镜人数为 ８９１１ 人ꎬ总体矫正率为 ３１.１１％ꎬ
近视儿童矫正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７０６.２２２ꎬＰ<０.０１)ꎬ见图 ３ꎮ 随着近视程度加深ꎬ矫
正率也随之升高ꎬ见图 ４ꎮ 戴镜学生 ８９１１ 人中足矫人数
为 ５３６７ 人ꎬ足矫率为 ６０.２３％ꎬ不同年龄的中小学生足矫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３３.７１７ꎬＰ<０.０１)ꎬ见表 ２ꎮ
２.４ 不同性别和地区中小学生近视情况及戴镜情况 　 共
筛查男生 ３２１５０ 人ꎬ女生 ２５９９９ 人ꎮ 其中男生近视患病率
低于女生近视患病率(４５.６７％ ｖｓ ５３.７０％)ꎬ近视学生中男

生矫正率低于女生(２９.８４％ ｖｓ ３２.４５％)ꎬ戴镜人中男生足
矫率高于女生(６３.９８％ ｖｓ ５６.６０％)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ꎮ 按地区分ꎬ城市中小学生近视患病率高于乡
镇中小学生(５５.４０％ ｖｓ ４５.１０％)ꎬ并且在近视儿童中城市

矫正 率 和 足 矫 率 均 高 于 乡 镇 ( ４６. ５０％ ｖｓ １８. ３３％ꎬ
６２.２０％ ｖｓ ５６.０７％)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见
表 ３ꎮ
３讨论

本研究显示 ２０２０ 年徐州市 ６ ~ １８ 岁中小学生整体近

视患病率为 ４９.２６％ꎬ低于 ２０２０ 年全国平均水平(５２.７％)[２]

和胡淑琼等[１０] 所调查的中小学生近视患病率(５２.７％)ꎬ
但高于云南地区中小学生近视患病率(３９.１％) [１１]ꎮ 可能
由于徐州市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占比也相对高、课
业压力没有其他发达地区高ꎬ但徐州市的近视患病率快接
近筛查总人数一半ꎬ近视情况也不容乐观ꎮ 另外本研究发

现ꎬ近视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上升ꎬ从 ７ 岁开始近
视患病率呈直线上升ꎬ尤其是 ９ ~ １０ 岁增长最快ꎬ１７ ~ １８
岁达到最高水平并趋于稳定ꎬ说明近视已经出现了低龄化
趋势ꎬ提示小学阶段应及时检查视力并注意视力保护ꎮ 随

着年级增加ꎬ学习压力升高ꎬ儿童青少年近距离用眼增多ꎬ
导致近视增加ꎬ这与 Ｗａｎｇ 等[１２]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本研究

显示徐州市 ６~１８ 岁中小学生重度近视患病率达 ４.１４％ꎬ
高于同期李丽等[１３]对成都市青羊区 ６ ~ １８ 岁中小学生高
度近视患病率(３.５４％)的调查结果ꎬ可能是电子产品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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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不同年龄中小学生近视情况 ｎ(％)

年龄(岁) 总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６ ３９６７ １２９(３.２５) １２２(９４.５７) ５(３.８８) ２(１.５５)
７ ５１２８ ３６９(７.２０) ３３５(９０.７９) ３２(８.６７) ２(０.５４)
８ ５６１０ １０７６(１９.１８) ９４２(８７.５５) １３１(１２.１７) ３(０.２８)
９ ５９１４ １７９４(３０.３３) １４３９(８０.２１) ３４２(１９.０６) １３(０.７２)
１０ ６１０７ ２８２０(４６.１８) ２０９６(７４.３３) ７０２(２４.８９) ２２(０.７８)
１１ ６４１８ ３６５３(５６.９２) ２４６２(６７.４０) １１２３(３０.７４) ６８(１.８６)
１２ ６３７５ ４２４１(６６.５３) ２４６１(５８.０３) １６７７(３９.５４) １０３(２.４３)
１３ ５８７６ ４２７７(７２.７９) ２２００(５１.４４) １９０６(４４.５６) １７１(４.００)
１４ ５０４３ ３９２２(７７.７７) １８５７(４７.３５) １８５７(４７.３５) ２０８(５.３０)
１５ ３５９１ ２８７６(８０.０９) １１９８(４１.６６) １４５３(５０.５２) ２２５(７.８２)
１６ ２３４１ １９４５(８３.０８) ７１６(３６.８１) １０３８(５３.３７) １９１(９.８２)
１７ １５１５ １３０８(８６.３４) ４１１(３１.４２) ７４２(５６.７３) １５５(１１.８５)
１８ ２６４ ２３３(８８.２６) ７８(３３.４８) １３１(５６.２２) ２４(１０.３０)

　 　 　 　 　
合计 ５８１４９ ２８６４３(４９.２６) １６３１７(５６.９７) １１１３９(３８.８９) １１８７(４.１４)

图 １　 ２０２０ 年徐州市近视患病率随年龄变化图ꎮ 　

图 ２　 不同年龄段近视程度占比ꎮ 　

及ꎬ玩手机时间、玩电脑时间、玩 ｉＰａｄ 时间增加ꎬ导致近视
程度逐渐加深[１４]ꎮ 男生近视患病率明显低于女生近视患
病率ꎬ推测是由于男生好动ꎬ参加户外活动较女生多有关ꎬ
而女生相对好静ꎬ所以近视患病率高于男生ꎬ这与国内外
相关文献一致[１５－１７]ꎮ 城市学校中小学生近视患病率明显
高于乡镇学校ꎬ可能由于城市中小学生课业压力较乡镇学
生大ꎬ且城市空间相对密集ꎬ学生的生活空间、娱乐活动大
多数都是在室内ꎬ室外活动的时间相对较少有关ꎬ也有可
能是乡镇经济水平落后于城市ꎬ电子产品使用率较低有
关ꎬ有研究表示[１８]ꎬ户外活动时间和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均
对近视有影响ꎬ所以控制环境因素可降低近视发展ꎮ

目前ꎬ国际公认的最有效的三种近视控制方法包括低
浓度阿托品、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镜片或者软性周边离
焦镜[１９]ꎬ但是这些方法均有一定的局限性ꎬ如价格较昂
贵、年龄受到限制、控制效果有个体化差异等ꎮ 由于框架
眼镜配戴方便ꎬ所以近视儿童较多选择配戴普通框架眼
镜ꎮ 然而本结果显示徐州市 ２０２０ 年近视儿童整体矫正率

为 ３１.１１％ꎬ明显低于刘灵琳等[２０](４８.０７％)和贺玉川等[２１]

(５４.６％)所调查的矫正率ꎮ 这有可能与家长和学生对近

视相关知识相对缺乏ꎬ导致近视中小学生不能及时去专业

医院进行相关眼健康检查和更换眼镜有关ꎮ 并且在本次

视力筛查过程中由于部分中小学生近视程度较低ꎬ对学业

影响较小而未能配镜ꎬ导致矫正率较低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
乡镇近视中小学生矫正率明显低于城市ꎬ而 Ｑｉａｎ 等[２２] 研

究发现中国农村未戴眼镜的儿童青少年在心理社会健康、
情绪健康和社交功能方面较低于配戴眼镜的近视儿童青

少年ꎮ 城市学生在近视防控上有一定优势ꎬ医疗水平较乡

镇高ꎬ所以可及时发现学生近视并及时矫正ꎮ 调查结果亦

显示矫正率随年龄的增高不断上升ꎬ尤其是在 １４ ~ １６ 岁ꎬ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此阶段学业压力不断增大ꎬ近距离用眼

增多ꎬ导致裸眼视力下降ꎬ配镜需求增大ꎮ 本次调查 ６~ １２
岁小学生矫正率为 １６. ２８％、７. ８６％、１０. １３％、１４. ８８％、
１６.１３％、１９.９６％、２５.７０％ꎬ而童世琼等[２３] 调查的近视配镜

结果显示昭通城区小学生配镜率为 ３２.０７％ꎬ有可能是由

于小学生的认知能力较初高中生小ꎬ不能给家长及时反

馈ꎬ导致近视的发现较为困难ꎮ 或者由于家长对近视的认

识存在误区ꎬ认为配戴眼镜后不美观、很难摘镜、会加重近

视进展而不选择给孩子配镜[２４]ꎮ 而小学生正处于视力发

育关键时期ꎬ未矫正的近视不仅会引起视力障碍ꎬ同时也

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２５]ꎬ所以及时的视力

矫正对中小学生意义重大ꎮ 肖晖等[２６]研究证实配戴框架

眼镜能够更好地调节低度近视儿童视功能情况ꎬ能够使儿

童青少年视觉质量得到提高ꎬ有利于控制其近视度数加

深ꎬ提示轻度近视的儿童青少年及时配镜ꎮ 而本次调查

中ꎬ戴镜儿童的足矫率为 ６０.２３％ꎬ稍高于张昱堃等[２７] 调

查结果(５２.２３％)ꎮ 由于欠矫会造成视网膜呈模糊像ꎬ有
可能会刺激眼球产生触发视网膜神经介质 ２－视网膜黏蛋

白介导的巩膜生长机制的调节因子ꎬ使巩膜扩张加速、眼
轴增长、促使眼球近视化[５]ꎮ 所以近视儿童长期配戴欠矫

眼镜ꎬ不能获得清晰的视觉ꎬ从而对近视的加深产生影响ꎮ
已有相关研究[２８] 指出ꎬ建议对儿童近视进行完全矫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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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不同年龄近视中小学生戴镜情况 ｎ(％)

年龄(岁) 戴镜人数
不同程度近视戴镜人数

轻度近视 中度近视 重度近视
足矫率

６ ２１(１６.２８) １８(１４.７５) ２(４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７(８０.９５)
７ ２９(７.８６) １８(５.３７) １０(３１.２５) １(５０.００) １４(４８.２８)
８ １０９(１０.１３) ５３(５.６３) ５４(４１.２２) ２(６６.６７) ６５(５９.６３)
９ ２６７(１４.８８) １０５(７.３０) １５５(４５.３２) ７(５３.８５) １５１(５６.５５)
１０ ４５５(１６.１３) １６８(８.０２) ２７３(３８.８９) １４(６３.６４) ２６６(５８.４６)
１１ ７２９(１９.９６) ２２５(９.１４) ４５５(４０.５２) ４９(７２.０６) ３９３(５３.９１)
１２ １０９０(２５.７０) ３０９(１２.５６) ７２０(４２.９３) ６１(５９.２２) ６３５(５８.２６)
１３ １３４６(３１.４７) ３０９(１４.０５) ９２９(４８.７４) １０８(６３.１６) ８１３(６０.４０)
１４ １４７５(３７.６１) ３３０(１７.７７) ９９７(５３.６９) １４８(７１.１５) ８８０(５９.６６)
１５ １４１５(４９.２０) ２８４(２３.７１) ９５０(６５.３８) １８１(８０.４４) ９０８(６４.１７)
１６ １１４８(５９.０２) １９８(２７.６５) ７７９(７５.０５) １７１(８９.５３) ７０９(６１.７６)
１７ ７１３(５４.５１) １０６(２５.７９) ４８９(６５.９０) １１８(７６.１３) ４４６(６２.５５)
１８ １１４(４８.９３) １０(１２.８２) ８３(６３.３６) ２１(８７.５０) ７０(６１.４０)

合计 ８９１１(３１.１１) ２１３３(１３.０７) ５８９６(５２.９３) ８８２(７４.３０) ５３６７(６０.２３)

表 ３　 不同性别、地区中小学生近视情况及戴镜情况 ｎ(％)
指标 总人数 近视人数 戴镜人数 足矫人数

性别 男生 ３２１５０(５５.２９) １４６８１(４５.６７) ４３８１(２９.８４) ２８０３(６３.９８)
女生 ２５９９９(４４.７１) １３９６２(５３.７０) ４５３０(３２.４５) ２５６４(５６.６０)

χ２ ３７１.５７５ ２２.６４０ ５０.６４４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地区 城市 ２３４５７(４０.３４) １２９９６(５５.４０) ６０４３(４６.５０) ３７５９(６２.２０)

乡镇 ３４６９２(５９.６６) １５６４７(４５.１０) ２８６８(１８.３３) １６０８(５６.０７)
χ２ ５９４.１０７ ２６２８.５７９ ３０.５８３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图 ３　 ２０２０ 年徐州市矫正率随年龄变化图ꎮ 　

图 ４　 各年龄段不同近视程度矫正率ꎮ 　

然而有研究发现大多数眼镜店工作人员对儿童青少年验

光配镜前使用睫状肌麻痹剂的行为认可度较低ꎬ进而影响

眼镜验配质量[２９]ꎮ 并且由于医疗水平受限ꎬ乡镇近视儿

童足矫率低于城市ꎬ乡镇学生不能及时发现近视并配镜和

更换眼镜ꎬ因此ꎬ不仅需要提高近视儿童的矫正率ꎬ还提醒

儿童及家长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及视光中心进行复查并配

戴合格眼镜ꎬ预防近视程度进一步加深ꎮ
徐州市 ２０２０ 年 ６~１８ 岁中小学生的近视情况不容乐

观ꎬ矫正率与合格率有待进一步提高ꎮ 防控任务任重道

远ꎬ需要家庭、学校及本人的共同努力来降低儿童青少年

近视发生率ꎮ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１)本次筛查由

于未统计角膜塑形镜配戴人数ꎬ导致近视率偏低ꎬ但由于

徐州为江苏北部ꎬ属于相对欠发达地区ꎬ角膜塑形镜普及

率较低ꎬ对本次调查结果影响不大ꎮ (２)本调查为横断面

研究ꎬ无法确定相关因素与矫正率和足矫率之间的关系ꎬ
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深入细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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