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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myopia in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schools in Shantou city, China.
誗METHODS: In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2418 students
from 4 middle and high schools in Shantou were surveyed
through randomized cluster sampling. Ophthalmic
examination and auto - refraction were performed for all
subjects.
誗 RESULTS: Among all 2394 students examined. The
myopia rates for students from middle and high school
were 48. 07% and 68. 28%. In norma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rural area had lower rate of myopia than
students from the urban area ( 字2 = 13. 879, P < 0. 01 ) .
Students from key rural high schools had lower rate of
myopia than students from key urban high school ( 字2 =
175. 231, P<0. 01) .
誗CONCLUSION:The prevalence of myopia in the middle
school of urban area in Shantou was higher than rural
area. The increasing rate of myopia in youngsters is
correlated with study stress.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myopia rate,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improve study
environment in students.
誗 KEYWORDS: myopia; cross - sectional study;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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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汕头地区城乡不同类型学校中学生近视现状。
方法: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在汕头地区随机整群抽样调
查 4 所城乡中学,共 2 418 人。 对其实施眼科医学体检并
用自动验光仪(佳能 RK-F1 自动验光仪)进行验光。
结果:总体检人数 2394 人,汕头地区初中生近视率为
48郾 07% ,高中生则有 68. 28% 。 其中,农村普通初中学生
近视率低于城市普通初中学生近视率( 字2 = 13. 879,P<
0郾 01),农村重点高中学生近视率低于城市重点高中学生
近视率(字2 =175. 231,P<0. 01)。
结论:汕头地区城市初、高中的近视率均高于农村同级别
中学。 青少年近视率的上升与学习压力关系密切,因此改
善学习环境、加强中学生身心健康教育,从而降低其近视
率及近视发展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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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近视是全球范围内常见的眼部异常。 据统计,大概有
14. 4 亿人患有近视,占全世界人口的 22. 6% [1]。 近视,尤
其是高度近视,与许多眼部疾病密切相关,可能会造成视
网膜脱离、近视性视网膜病变、近视性黄斑病变、并发性白
内障及青光眼等,会造成视力损害,甚至致盲[2-7]。 近视
以在青少年中的高患病率,成为损害青少年视力的主要眼
病。 目前,治疗近视的主要方法是通过配戴框架眼镜、角
膜接触镜及屈光手术来提高矫正视力,但这些治疗方法并
不能降低近视眼发生这些眼部疾病的风险,同时也会增加
社会经济负担[8, 9]。 因此,通过研究近视的危险因素,从
而找到预防近视的可能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
摇 摇 目前的研究表明,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均与近视的发
生有关[10]。 目前已知的与近视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近视
家族史,性别,人种,教育情况,职业,近距离工作负荷和户
外活动等[11 -13 ]。 目前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教育环境不
同,重点学校、普通学校的学习压力也不相同,这些区别可
能导致学生的近视健康行为的差别。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
研究,随机整群抽样调查粤东地区中学生近视现况,对农
村和城市学校,重点、普通学校进行比较,以期能够为近视
防控提供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采用横断面研究,随机整群抽样调查。 2009 年
下半年随机抽取汕头城市、农村普通初中、重点高中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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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1摇 各校男、女学生人数与年龄情况

地区 学校
性别

女 男
合计 年龄(軃x依s,岁)

农村 普通初中 335 294 629 13. 95依1. 08(11 ~ 17)
城市 普通初中 297 309 606 13. 78依1. 04(12 ~ 16)
农村 重点高中 204 306 510 17. 07依1. 05(15 ~ 20)
城市 重点高中 302 371 673 16. 89依1. 03(13 ~ 19)

摇 摇 摇 表 2摇 农村及城市普通初中学生近视现况

年级
农村中学

人数 近视 近视率(% )
城市中学

人数 近视 近视率(% )
合计

人数 近视 近视率(% )
初一 226 85 37. 61 200 100 50. 00 426 185 43. 43
初二 178 80 44. 94 168 89 52. 98 346 169 48. 84
初三 212 99 46. 70 208 120 57. 69 420 219 52. 14

摇 摇
合计 616 264 42. 86 576 309 53. 65 1192 573 48. 07

摇 摇 摇 注:只要有 1 眼近视,则该学生为近视学生;高中 1 ~ 3 年级作图时量化为 4 ~ 6 年级。

摇 摇 摇 表 3摇 农村及城市重点高中学生近视现况

年级
农村中学

人数 近视 近视率(% )
城市中学

人数 近视 近视率(% )
合计

人数 近视 近视率(% )
高一 195 92 47. 18 198 163 82. 32 393 255 64. 89
高二 163 78 47. 85 220 184 83. 64 383 262 68. 41
高三 152 75 49. 34 207 183 88. 41 359 258 71. 87

摇 摇
合计 510 245 48. 04 625 530 84. 80 1135 775 68. 28

摇 摇 摇 注:只要有 1 眼近视,则该学生为近视学生;高中 1 ~ 3 年级作图时量化为 4 ~ 6 年级。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4摇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混杂因素与近视的关系

相关因素 B S. E. (B) Wald 值 P OR
年龄 0. 076 0. 082 0. 859 0. 352 1. 079
性别 0. 713 0. 127 31. 519 0. 000 2. 039
年级 0. 203 0. 096 4. 471 0. 034 1. 225
城乡 1. 382 0. 209 43. 724 0. 000 3. 982
常数项 -2. 410 1. 087 4. 916 0. 027 0. 090

所。 共调查 2418 人,其中男 1280 人,女 1138 人。 对调查
的 2418 名中学学生实施眼科医学体检。 眼科体检人数为
2394 人,受检率 99. 03% 。 并用自动验光仪验光(佳能
RK-F1 自动验光仪)。 根据《眼科全书》近视标准为任一
眼等效球镜臆-0. 75D。
1. 2 方法

1. 2. 1 检查方法摇 对当地中学生实施眼科医学体检,并用
自动验光仪验光。
1. 2. 2 检查内容摇 (1)汕头地区中学生近视发生率基本情
况;(2)重点学校与普通中学近视发生率比较。
1. 2. 3 质量控制摇 眼科体检医生为本眼科中心专业医生。
摇 摇 统计学分析:收集资料,全部数据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15.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各学校间近视率的比较采
用 字2 检验,各因素与近视率的相关分析采用 Logistic 曲线
回归,P<0. 05 被认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摇 摇 2009 年下半年在粤东地区随机抽取汕头城市、农村
普通初中、重点高中各一所。 共调查 2418 人,其中男
1280 人,女 1138 人,各校男、女学生人数,学生年龄情况

见表 1。
2. 1 农村和城市中学学生近视现况摇 农村、城市普通初中
与重点高中学生近视状况见表 2,3。 采用 字2 检验,农村普
通初中与农村重点高中学生近视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字2 =
3郾 025,P=0. 082)。 城市普通初中学生近视率低于城市重
点高中学生近视率( 字2 = 138. 168,P<0. 01)。 农村普通初
中学生近视率低于城市普通初中学生近视率 ( 字2 =
13郾 879,P<0. 01)。 农村重点高中学生近视率低于城市重
点高中学生近视率(字2 =175. 231,P<0. 001)。
2. 2 农村和城市中学生近视的发生规律摇 表 2,3 显示,农
村、城市中学学生的眼近视率发生随着学生年级呈现曲线
上升趋势。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混杂因素与近视的关系
显示,在中学学生中,年龄与近视无关,但男学生、高年级
学生、城市学生出现近视较多(表 4)。
3 讨论
摇 摇 本研究对城市和农村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进行了近
视率的统计,并进行比较。 本研究发现汕头地区初中生近
视率为 48. 07% ,高中生则有 68. 28% 。 通过对农村和城
市之间不同学校之间的比较,不同类型学校的近视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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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农村、城市中学生的眼近视率发生随着学生年级呈
现曲线上升趋势。 在中学学生中,年龄与近视无关,但男
学生、高年级学生、城市学生出现近视较多。
摇 摇 随着信息化、城镇化的发展,青少年近视眼仍逐年上
升,据统计,小学生已达 20% ~ 30% ,中学生为 40% ~
50% ,高中生达 60% ~ 70% 。 本研究显示,汕头地区初中
生近视率为 48. 07% ,高中生则有 68. 28% 。 与 2007 年贾
艳合等[14] 对天津市初中生调查结果初中生近视率
40郾 97%相比,汕头地区初中生近视率较高,考虑与时代及
科技发展,学生使用电脑机会多、时间长有关。
摇 摇 本研究发现城市普通初中学生近视率低于城市重点
高中学生近视率(字2 =138. 168,P<0. 01),农村普通初中学
生近视率低于城市普通初中学生近视率( 字2 = 13. 879,P<
0. 01)。 而农村重点高中学生近视率亦低于城市重点高
中学生近视率(字2 = 175. 231,P<0. 01)。 城市学校相比农
村学校,近视率偏高,考虑与城乡差异中城市学生上网多
等因素有关。
摇 摇 近视的发生,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遗传因素[15-17],
人种因素[1, 12, 18, 19],环境因素等。 研究表明,黄种人发病
率明显高于白种人,在美国,40 岁左右人群近视发病率为
25. 4% ,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区,中青年
近视率均接近或超过 50. 0% [1, 12, 18, 19]。 2002 年胡晓东[20]

对 3 372 名初中生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发现桌椅高度与身
高不符合学生近视的发生率为 56. 6% ,为正常者的 1. 87
倍(桌椅与高度符合的学生近视率为 30. 4% ),学校的教
室设计及照明也是近视的影响因素[21]。 另外,我国推行
应试教育,学习压力大,阅读负担重,受教育水平越高,近
视发病率越高[1, 18, 21, 22]。 国内外研究表明,环境因素中,
视近工作持续时间及强度[23]、户外活动时间等均对近视
发生产生影响。 本研究中不同学校类型近视率的差别考
虑为学习环境及学习压力的影响,导致学生学习行为及健
康行为的改变。
摇 摇 本研究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近视的发生与年级的关
系更密切。 农村、城市中学学生的眼近视率发生随着学生
年级呈现上升趋势,年龄与近视无关,但男学生、高年级学
生、城市学生出现近视较多。 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眼轴
逐渐增长,但学习方面的压力对近视的发生可能有更大的
作用。
摇 摇 本研究的局限性有以下几个方面:(1)本研究仅局限
于沿海城市汕头进行研究,不能代表其他地区的学生近视
情况;(2)学习压力大小只以重点学校,非重点学校进行
划分,并未对学习压力及学习任务进行量化调查。
摇 摇 总之,汕头地区城市初、高中的近视率均高于农村同
级别中学。 青少年近视受多种因素影响,环境因素、健康
危险行为等后天性因素会增加近视发病率。 其中学习压
力和学习环境会对近视发生产生影响。 对于近视与非近
视学生的健康行为,不论是倡导的,还是非倡导的,特别是
伤害、心理与精神卫生均是关系中学生身心健康的,应给
予充分关爱。 因此,改善学习环境、加强青少年健康行为
教育、加强中学生身心健康教育,从而降低其近视率及近
视发展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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