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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have a detailed picture of school-age children爷s
eyesight status, and the main factors that caused their
low vision in Zhouqu County of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Gansu province.
誗METHODS: The census work of knowing school - age
children爷 s eyesight status was implemented through
visual inspection, conventional ophthalmic examination,
optometry checks, etc.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other domestic epidemiological data.
誗RESULTS: Altogether 536 people with low vision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survey and the rate was 21. 12%.
Among those people, the number of myopia patients
accounted for 80. 59% and the prevalence rate was
17郾 02%. Besides, the prevalence rate of presbyopia was
2. 05%, amblyopia 2. 76%, strabismus 1. 02%, ocular
trauma 0. 95%, and congenital eye disease 0. 71%.
誗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rate of low vision was
related with several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nd
nationality. The rate increases with age and the myopia is
the primary element that causes low vision.
誗 KEYWORDS: school - age children; low vision;
prevalence rate; Tibe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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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辖内汉族及藏族
学龄儿童的视力状况,及影响其视力低常的主要因素。
方法:采用普查的方法对舟曲县学龄 2 538 例儿童进行标
准视力检查、常规眼科检查、验光检查等。 将调查结果与
国内已有的相关流行病学资料进行比较。
结果:调查发现视力低常者 536 例,当地视力低常率为
21郾 12% ,其中近视最为多见,占视力低常人数的 80郾 59% ,
其患病率为 17. 02% ;远视患病率为 2. 05% ;弱视患病率
2. 76% ;斜视患病率为 1. 02% ;眼外伤患病率为 0. 95% ;
先天眼病患病率为 0. 71% 。
结论:学龄儿童视力低常率与性别、民族相关,随年龄的增
加而增加,影响视力低常的首要因素为近视。
关键词:学龄儿童;视力低常;患病率;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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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学龄儿童视力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习能力和未
来升学、工作的选择等。 现今儿童时期视力低常极为普
遍,了解、发现儿童视力低常,对其预防及治疗方法的研
究,无疑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也将
提高儿童低视力列为“视觉 2020—人人享有看得见的权
利冶(vision 2020—The Right To sight)行动的重要内容之
一[1,2]。 为了调查学龄儿童视力低常的影响因素,2012 年
我们对甘肃省舟曲县内汉族及藏族学龄儿童视力状况进
行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本次调查对象确定为舟曲县藏族及汉族小学
生,在锁定研究对象同时向所有的研究样本讲明需要进行
的眼部检查,取得同意后进行研究。 排除对此次检查无法
配合者,最终有 2 538 例参与本次研究。
1. 2 方法
1. 2. 1 调查方法摇 对各个学校提供的儿童信息进行汇总,
以年级、班级为单位,核实每名儿童的姓名、年龄等信息,
并对每名儿童进行编号。 按年级从低到高、班级从前到后
的顺序进行各项眼科检查。 眼科检查在 2012-05 由一个
医疗队完成,医疗队由一名副主任医师、两名主治医师、五
名住院医师及一名高级验光师组成,成员均来自兰州大学
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在流行病调查前按照统一标准进行
集体培训。 每天调查完成后,由调查组眼科医生负责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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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完成的登记表格是否完整和是否符合逻辑性。 如果
有问题,首先查询原填表人,必要时再次检查受检者。
1. 2. 2 视力判断及眼病诊断标准摇 用国际标准视力表对
受检者进行双眼远视力检查,对任意一眼或双眼裸视力<
0. 8 的儿童进行主觉验光,以取得最佳矫正视力。 屈光不
正参照 WHO 推荐的儿童屈光不正调查的所用标准[3],即
近视为屈光度臆-0. 50D;远视为屈光度逸+2. 00D;弱视
按照中华眼科学会全国儿童弱视斜视防治学组制定的标
准[4],将一眼矫正视力臆0. 8 者诊断为弱视;斜视采用角
膜映光法检查。 学龄儿童眼压认为与成人眼压正常值相
同,正常值为 10 ~ 21mmHg。 先天性眼病及眼外伤则根据
第 2 版《中华眼科学》中对于各种先天性眼病及眼外伤的
裂隙灯下表现为诊断依据。
摇 摇 统计学分析:最终所得资料由两人独立用 Excel 软件
输入,建立数据库,审核后采有 SPSS 19. 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对男女性、藏汉族、各年龄段的视力低常率进行 字2检
验,以 P<0. 05 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视力低常率摇 实际有 2538 例参与此次调查,此次调
查中检出视力低常者 536 例,占受检总例数 21. 12% 。
2. 2 性别与视力低常的关系摇 视力低常人群中男 242 例,
占视力低常总例数的 45. 15% ,男生视力低常率 9. 54% ;
女 294 例,占视力低常总例数的 54. 85% ,女生视力低常率
11. 58% (表 1)。 男女人视力低常率的比较有显著差异
(字2 =9. 513,P=0. 002)。
2. 3 民族与视力低常的关系 摇 视力低常人群中汉族 392
例,占视力低常总例数的 73. 13% ,汉族视力低常率
15郾 45% ;藏族 144 例,占视力低常总人数的 26. 87% ,藏族
视力低常率 5. 67% (表 2)。 藏汉族之间视力低常率比较,
差异显著(字2 =7. 502,P=0. 006)。
2. 4 年龄与视力低常的关系摇 6 ~ 7 岁视力低常者 68 例,
占视力低常总例数的 12. 69% ,视力低常率 2. 68% ;8 ~ 9
岁视力低常者 90 例,占视力低常总人数的 16. 79% ,视力
低常率 3. 55% ;10 ~ 11 岁视力低常者 144 例,占视力低常
总人数的 26. 87% ,视力低常率 5. 67% ;12 岁及以上视力
低常者 234 例,占视力低常总人数的 43. 66% ,视力低常率
9. 22% (表 3)。 各年龄段间视力低常率比较,差异显著
(字2 =150. 802,P=0. 000)。
2. 5 影响视力低常的因素摇 影响儿童视力低常的首要因
素为近视,检出 432 例,占视力低常人数的 80. 60% ,患病
率 17. 02% ;其次为弱视,检出 70 例,患病率 2. 76% ;远视
检出 52 例,患病率 2. 05% ;斜视检出 26 例,患病率
1郾 02% ;眼外伤检出 24 例,患病率 0. 95% ;先天眼病检出
18 例(白内障患儿 4 例、眼球震颤 3 例、瞳孔残膜 1 例、青
光眼 1 例),患病率 0. 71% 。 检出视力低常的 536 例中,合
并有两种及以上眼病的例数约为 86 例。
3 讨论
摇 摇 儿童学龄时期是对周围事物最好奇,接受知识最快,
也是最好学的年龄,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了解离不开视觉
系统对其信息的接受功能,据资料显示视觉系统负载了人
体与外界几乎 80% 的信息接受功能[5],现国内外对学龄
儿童视力低常的研究表明,视力低常与地区、性别、种族及
年龄相关。
摇 摇 此次调查研究显示当地的视力低常率为 21. 12% 。
席庆兰等[6]对山东省中小学生视力低下监测显示,其中城

表 1摇 性别与视力低常的关系

性别 低常例数 正常例数 合计 低常率(% )
男性 242 1054 1296 9. 54
女性 294 948 1242 11. 58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合计 536 2002 2538 21. 12

表 2摇 民族与视力低常的关系

民族 低常例数 正常例数 合计 低常率(% )
汉族 392 1340 1732 15. 45
藏族 144 662 806 5. 67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合计 536 2002 2538 21. 12

表 3摇 年龄与视力低常的关系

年龄(岁) 低常例数 正常例数 合计 低常率(% )
6 ~ 7 68 570 638 2. 68
8 ~ 9 90 542 632 3. 55
10 ~ 11 144 480 624 5. 67
逸12 234 410 644 9. 22

摇 摇 摇 摇
合计 536 2002 2538 21. 12

市小学生为 34. 11% ,农村小学生为 26. 19% 。 吕若然

等[7]报道 2000 年北京学生视力低下患病率为 37. 69% ,其
中城市学生视力低下患病率为 45. 93% ,农村学生为 29.
24% 。 与我们所调查的视力低常率相近,且都略高于此次

调查,可能与此次调查地点为舟曲县,舟曲县位于甘肃省

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是一地处偏僻、经济条件欠

发达的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集地。 可以推断正是由

于地域的差异,造成此次视力低常率较低于现有文献其他

各地。
摇 摇 在对学龄儿童视力低常的各类调查中显示,视力低常

与性别、民族和年龄相关。 林国桢等[8] 调查广州市 2000
年中小学生视力低下中,男生患病率为 35. 31% ,女生患

病率为 42. 87% ,莆田县学生视力低下率女生比男生高出

19. 32 个百分点[9];对宁夏大中小学生的调查中也显示女

生视力低下率 49. 74% ,男生为 40. 70% (P<0. 01) [10];对
兰州市回族学生视力调查显示正常视力者占 57. 21% ,高
于汉族学生的 48. 36% (P<0. 01) [11];宁夏汉族学生视力

低下率为 46. 55% ,回族为 2. 96% (P<0 . 01) [12];安徽省

调查结果显示低下率 7 岁为 17. 70% ,至 22 岁增长到

50郾 25% [12],在莆田县、宁夏等地也得出相同结果[9 , 10]。
而此次调查也得出与上述相同的结果,当地女生视力低常

率为 11. 58% ,男生为 9. 54% ,可见女生的视力低常率明

显高于男生,原因可能是女生生长发育较男生快,且女生

较男生读书刻苦,少于在室外活动、玩耍等,也可能性别差

异而导致对持续视近的敏感性不同。 而调查也显示,当地

汉族儿童与藏族儿童视力低常存在差异,汉族儿童视力低

常率要高于藏族儿童,可能由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遗

传基因及生活习惯不同相关,所以不同遗传背景和环境因

素共同决定了差异的产生。 在年龄方面,我们从此次调查

可以看出,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低常率逐渐上升,并且差异

明显。 这是由于年龄增长,儿童学业负担加重,电脑等娱

乐设备使用过多造成用眼负荷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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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影响视力低常的因素很多,在此次调查中可见,影响
当地视力低常的最主要因素为近视,其近视人数占视力低
常人 数 的 80. 59% , 近 视 患 病 率 高 于 其 他 眼 病, 为
17郾 02% ,此结果与陈璐等[13]2003 年对深圳市中小学生视
力及视力低常原因的调查结果一致,其调查显示 6 ~ 12 岁
儿童的视力低常率为 35. 0% ,主要原因为屈光不正;而孙
志河等[14]2005 对大连市大长山岛 7 ~ 14 岁儿童进行了视
力及屈光状态的调查后也表明,视力低常率为 13. 01% ,
并认为近视是导致视力低常的原因。 近视的进展所引起
的各种眼部并发症,比如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玻璃体混
浊、青光眼、白内障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性的视力损害。
所以对近视的有效防治,也是对广大眼科医疗工作者的一
个重大挑战。 影响视力低常的其他常见因素有弱视、远
视、斜视,当地弱视的患病率为 2. 76% ,远视患病率为
2郾 05% ,斜视患病率为 1. 02% ,低于廖瑞端等[15]对粤北地
区 7 ~ 12 岁儿童调查:近视和远视的患病率分别 21. 05%
和 1. 85% ,斜视为 1. 49% ,弱视为 3. 46% 。 差异可能与地
区差异有关。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也看到其他影响儿童视
力低常不容忽视的因素:眼外伤与先天性眼病。 李凤鸣等
认为 14 岁以下儿童视力致残病因以先天遗传性眼病为第
1 位,占全部致残眼病的 46. 07% ,屈光不正及弱视占
17郾 95% ,角膜病 10. 26% ,白内障 3. 08% 。 儿童双眼视力
残疾原因多为先天性眼球发育不良及先天性白内障,而单
眼则原因为角膜病及眼外伤。 由于舟曲县地处偏僻,许多
先天眼病及眼外伤的儿童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而错
失了恢复视力的机会。 所以对我国儿童的视力筛查,尤其
是对一些偏远地区,不同民族的儿童视力筛查、宣传和防
治是十分必要的。
摇 摇 目前全国多个省市农村,对学龄儿童视力筛查及防治
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检查方法、诊断标准各异,而调查
研究也多集中在沿海城市及周边,内陆城市及一些偏远地
区资料甚少,所以无法进行全国范围的分析比较,无法准
确判断出影响我国儿童视力低常的相关危险因素及需要
预防的措施。 本研究结合国内及本地实际情况,采用横断
面研究方法,对甘肃省舟曲县内汉族及藏族学龄儿童视力

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到舟曲县学龄儿童的视力低常及相关
影响因素的流行病学特征,以及性别、民族、年龄与儿童视
力低常的关系,并且对舟曲县学龄儿童视力低常的防治工
作提供参考和相应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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