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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记录并调查某航空大学飞行学员在理论学习阶段对
比度远视力以及用眼习惯ꎬ分析飞行学员对比度远视力变
化情况与用眼习惯影响因素的关系ꎮ
方法:记录并分析某航空大学理论学习阶段一年级及二年
级期末飞行学员对比度远视力ꎬ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用
眼习惯进行记录分析ꎮ
结果:总计对 １１７ 名一年级飞行学员、２１０ 名二年级飞行
学员进行对比度远视力检查ꎬ其中双眼视力均在 １ ０ 以上
者一年级为 ８３ 人(７０ ９％)、二年级为 １７４ 人 (８２ ９％)
(Ｐ<０ ０５)ꎮ 对上述学员进行用眼习惯的问卷调查:一、二
年级飞行学员每日阅读学习时间≤６ｈ 者分别为 ８７ ２％、
９３ ３％ꎬ每日运动时间≤２ｈ 者分别为 ３４ ２％、１３ ８％ꎬ采用
综合运动者分别为 ５７ ３％、９０ ０％ꎬ每日使用电子产品
≤２ｈ分别为 ３８ ５％、４３ ３％ꎬ夜间曾使用电子产品者分别
为 ８５ ５％、 ７５ ７％ꎬ对健康用眼知识知晓情况分别为
６１ ５％、８１ ０％(Ｐ<０ ０５)ꎮ
结论:航空大学理论学习阶段的飞行学员对比度远视力略
有提高ꎬ主要与理论学习阶段阅读时间减少、户外运动时
间增加、运动方式改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减少及用眼知
识加强因素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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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进入军事航空大学学习的飞行学员是我军战斗力生

成的重要来源ꎬ保持良好远视力是完成飞行学业、提高成
飞率的重要保证ꎮ 近年来ꎬ随着学习负担的加重ꎬ大学生
的用眼频率与时间也逐渐增加ꎬ其近视眼的发生率仍有逐
年增高的趋势ꎮ 对于同年龄段的大学飞行学员来说ꎬ良好
的身体素质是保证飞行学习训练的重要基础ꎬ了解这一人
群远视力及用眼习惯也是维护空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ꎮ
因此ꎬ本研究通过进行对比度远视力检查、发放用眼卫生
习惯调查问卷ꎬ分析大学理论学习阶段飞行学员对比度远
视力与用眼状况的关系ꎬ以期为维护飞行学员远视力工作
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ꎬ于 ２０１５－０６ / ２０１６－０６ 赴
某军事航空大学ꎬ随机选取某军事航空大学 ２０１４ 级一年
级第一学年末及二年级第一学年末在校男性飞行学员为
研究对象ꎬ共计 ３２７ 名飞行学员ꎬ均为男性ꎬ其中一年级选
取飞行学员 １１７ 名(年龄 １８ ０６±０ ６３ 岁)ꎬ二年级选取学
员 ２１０ 名(年龄 １９ ０５±０ ６０ 岁)ꎮ 所选取的两个年级飞行
学员在入校时各项身体指标均达到军事飞行学员体检标
准ꎮ 两个年级学员一般资料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ꎮ 纳入标准:经全面体检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招
收飞行学员体格检查标准» [２００５]以及«空军招收轰炸、
运输、直升机飞行学员体格检查标准(试行)»[２００８]标准
的在校理论学习阶段的飞行学员ꎮ 排除标准:(１)排除因
全身疾病、远视力不足以外其他眼科疾病停飞以及尚处在
疾病治疗期间的学员ꎻ(２)排除主观不愿接受检查及问卷
调查的学员ꎮ 本研究获得参检学员书面知情同意ꎬ经空军
特色医学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ꎬ并遵守«赫尔辛基宣言»ꎮ
１ ２方法
１ ２ １对比度远视力检查　 在同一检测场所ꎬ同一名检查
人员在暗室(室内光线照度约 ０ｌｘ)实施检查ꎬ采用 ＭＦＶ－
１００ 型对比度远视力检测仪ꎬ选择黑色视标ꎬ视屏背景为
白色ꎬ采用对比度 １００％快速筛查模式进行对比度远视力
检查ꎮ
１ ２ ２ 问卷调查　 经课题专家组统一论证后并经本中心
伦理委员会审核后ꎬ将自行设计的«军事飞行学员眼卫生
相关问题调查问卷»给予全部学员ꎬ经 ＳＰＳＳ 检验后调查
问卷信效度良好( ｒ＝ ０ ８９５)ꎬ全部受检学员均知情同意并
签字ꎮ 以 ２０ 人为一组ꎬ在调查人员指导下当场发放、当场
填写、当场收回问卷ꎮ 问卷全部回收后进行检查整理ꎬ剔
除不合格问卷ꎮ 问卷内容包括:用眼卫生习惯、用眼时间、
生活习惯等内容ꎮ

统计学分析:应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及统
计学分析ꎮ 对比度远视力比较行 χ２检验ꎬ用眼行为调查结
果分析及影响因素采用 χ２检验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Ｐ<
０ ０５ 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对比度远视力分析结果　 全部 ３２７ 名飞行学员中ꎬ双

表 １　 一、二年级对比度远视力分析 人(％)

年级
视力

>１ ０ <１ ０
一年级 ８３(７０ ９) ３４(２９ １)
二年级 １７４(８２ ９) ３６(１７ １)

表 ２　 一、二年级飞行学员用眼习惯问卷调查结果分布情况
人(％)

选项 一年级(１１７) 二年级(２１０)
每日阅读时间

　 ≤６ｈ １０２(８７ ２) １９６(９３ ３)
　 >６ｈ １５(１２ ８) １４(６ ７)
每日户外运动时间

　 ≤２ｈ ４０(３４ ２) ２９(１３ ８)
　 >２ｈ ７７(６５ ８) １８１(８６ ２)
户外运动种类

　 单纯球类 ５０(４２ ７) ２１(１０ ０)
　 综合体育运动 ６７(５７ ３) １８９(９０ ０)
日常使用电子产品

　 智能手机 ７７(６５ ８) １５０(７１ ４)
　 其他电子产品 ４０(３４ ２) ６０(２８ ６)
每日使用电子产品时间

　 ≤２ｈ ４５(３８ ５) ９１(４３ ３)
　 >２ｈ ７２(６１ ５) １１９(５６ ７)
日常使用电子产品距离

　 ≤３０ｃｍ ３１(２６ ５) ６１(２９ ０)
　 >３０ｃｍ ７３(６２ ４) １２９(６１ ４)
　 不确定 １３(１１ １) ２０(９ ５)
夜环境下使用电子产品情况

　 使用组 １００(８５ ５) １５９(７５ ７)
　 不使用组 １７(１４ ５) ５１(２４ ３)
健康用眼知识知晓情况

　 知晓组 ７２(６１ ５) １７０(８１ ０)
　 不知晓组 ４５(３８ ５) ４０(１９ ０)
商业护眼产品使用情况

　 应用组 ３(２ ６) １１(５ ２)
　 非应用组 １１４(９７ ４) １９９(９４ ８)

眼对 比 度 远 视 力 均 在 １ ０ 以 上 者 一 年 级 为 ８３ 人
(７０ ９％)ꎬ二年级为 １７４ 人(８２ 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 ３４２ꎬＰ<０ ０５)ꎮ
２ ２问卷发放回收情况　 总计入选飞行学员 ３２７ 名ꎬ发放
问卷 ３２７ 份ꎬ实际回收 ３２７ 份ꎬ问卷回收率 １００％ꎬ问卷有
效率 １００％ꎮ
２ ３用眼习惯问卷分析结果　 在排除混杂因素后对临床
上认为可能影响对比度远视力的用眼习惯问卷调查结果
分布见表 ２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中ꎬ自变量为«军事飞行学员眼
卫生相关问题调查问卷»中临床上认为可能影响对比度
远视力的相关调查因素ꎬ因变量为一、二两个年级的对比
度远视力ꎻ采用向后剔除法ꎬ逐步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
因素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每日阅读时间(ＯＲ ＝
０ １９３)ꎬ每日户外运动时间(ＯＲ ＝ ８ ０２５)ꎬ户外运动种类
(ＯＲ＝ １３ ６６９)ꎬ每日使用电子产品时间(ＯＲ ＝ ０ ０４３)ꎬ夜
环境下使用电子产品情况(ＯＲ ＝ ２３ ２５５)ꎬ健康用眼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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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飞行学员用眼习惯相关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 偏回归系数 标准差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每日阅读时间 －１ ６４５ ０ ８２１ ４ ０１６ ０ ０４５ ０ １９３ ０ ０３９~０ ９６４
每日户外运动时间 ２ ０８３ ０ ８５３ ５ ９５８ ０ ０１５ ８ ０２５ １ ５０７~４２ ７２２
户外运动种类 ２ ６１５ ０ ４９２ ２８ ２０９ <０ ００１ １３ ６６９ ５ ２０７~３５ ８８０
日常使用电子产品种类 －０ ９０３ ０ ３５２ ６ ５９４ ０ １０１ ０ ４０５ ０ ２０３~０ ８０７
每日使用电子产品时间 －３ １５８ ０ ６７０ ２２ ２４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１~０ １５８
日常使用电子产品距离 ０ ３５０ ０ ７１９ ０ ２３７ ０ ６２６ １ ４１９ ０ ３４７~５ ８１１
夜环境下使用电子产品情况 ３ １４７ ０ ６３６ ２４ ４７９ <０ ００１ ２３ ２５５ ６ ６８６~８０ ８８２
健康用眼知识知晓情况 －３ ７６７ ０ ７１０ ２８ １６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６~０ ０９３
商业护眼产品使用情况 －１ ４５５ ０ ５９４ ６ ００７ ０ ０１４ ０ ２３３ ０ ０７３~０ ７４７

知晓情况(ＯＲ ＝ ０ ０２３)ꎬ商业护眼产品使用情况(ＯＲ ＝
０ ２３３)是影响一、二年级对比度远视力的因素(Ｐ<０ ０５)ꎬ
见表 ３ꎮ
３讨论

我国是近视大国ꎬ近来开展的“安阳大学生眼病研
究”显示我国大学生近视患病率已为 ８３ ２％ [１] ꎬ尽管在
１８ 岁以后ꎬ青少年屈光度逐渐稳定ꎬ近视进展大多停止ꎬ
但 １９９７ 年 Ｅｌｌｉｎｇｓｅｎ 等[２] 经过长达 ２０ 多年的临床观察
发现ꎬ单纯性近视人群在 ２０ ~ ４９ 岁时近视度仍会有进展
(屈光度向近视方向平均进展约－０ ８６Ｄ)ꎬ其中 ２０ ~ ３０
岁时向近视性进展约为－０ ６０Ｄꎮ 因此ꎬ对于平均入校年
龄 １８ 岁左右的航空大学飞行学员而言ꎬ仍需要注意存
在远视力下降、近视的可能ꎮ 既往研究也显示ꎬ远视力
不足、近视是军事飞行学员停飞的主要原因之一ꎬ如何
有效维护大学阶段飞行学员远视力仍需要进一步展开相
关研究[３]ꎮ

为进一步明确入校后理论学习阶段飞行学员远视力
变化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ꎬ本研究对某航空大学飞行学
员经过 １ａ 以上的学习后的对比度远视力进行检查ꎮ 选择
较传统远视力更为敏感的对比度远视力ꎬ是基于既往研究
已证实对比度远视力可以较传统远视力更全面早期发现
远视力变化ꎬ这就为能够早期采取措施避免飞行学员远视
力下降提供了可能[４]ꎮ 本组结果发现ꎬ经过 ２ａ 大学理论
学习后飞行学员对比度远视力并未出现大范围的下降ꎬ甚
至呈现轻度上升趋势(双眼对比度远视力均在 １ ０ 以上的
二年级学员为 ８２ ９％ꎬ高于一年级飞行学员 １２ ０％)ꎮ 这
一情况与既往邹志康等[５] 对 ５３４ 名飞行学员远视力研究
结果发现ꎬ理论学习阶段飞行学员远视力趋于稳定ꎻ以及
李佩倞等[６]对 ３ 所青少年航空学校的 ２２２ 名学员入校后
６ｍｏ 远视力水平稳中有升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ꎻ说明本组理
论学习阶段的飞行学员的对比度远视力在航空大学理论
学习期间仍可轻度提高ꎮ

为了进一步分析对比度远视力变化是否与飞行学员
的用眼习惯相关ꎬ本研究对用眼习惯进行调查分析ꎬ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ꎬ维护飞行学员对比度远视力
的保护因素有每日阅读时间≤６ｈ、每日使用电子产品时间
≤２ｈ、知晓健康用眼知识和使用商业护眼产品ꎻ危险因素
则为每日户外运动时间≤２ｈ、户外运动采用单纯球类和夜
环境下使用电子产品ꎻ而两个年级飞行学员在日常使用电
子产品种类及距离方面没有差异ꎮ 具体分析如下:(１)二
年级飞行学员在每日近距离阅读时间≤６ｈ 的者上较一年

级学员多 ６ １％ꎬ说明阅读时间控制在 ６ｈ 以内是维护飞行
学员对比度远视力的保护因素(Ｐ ＝ ０ ０４５ꎬＯＲ ＝ ０ １９３)ꎮ
此结果与国内林仲等[７]对大学生近视研究较为一致ꎬ该研
究发现大学生初始近视程度和近距工作是较为明确导致
近视进展的危险因素ꎮ 这可能是由于近距离阅读诱导了
暂时性近视(ｎｅａｒｗｏｒｋ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ｍｙｏｐｉａꎬＮＩＴＭ)的发
生ꎬ即近距离用眼一段时间后ꎬ人眼的屈光状态可出现小
幅度的、暂时性的近视漂移现象(远点向眼前移近)ꎻ既往
多项研究也发现ꎬ这种 ＮＩＴＭ 情况在青少年近视形成上具
有重要意义[８－１０]ꎮ (２)本研究调查发现航空大学理论学
习阶段的二年级飞行员每日使用电子产品时间≤２ｈ 者较
一年级多 ４ ８％ꎬ提示飞行学员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时间是
有利于维护远视力的(ＯＲ＝ ０ ０４３ꎬＰ<０ ００１)ꎬ每日使用电
子产品时间≤２ｈ 也是对比度远视力维护的保护因素之
一ꎮ 因此ꎬ对于理论学习阶段的军事飞行学员来说ꎬ建议
每日阅读时间减少至 ６ｈ 以下ꎬ每日应严格控制电子产品
使用时间小于 ２ｈꎮ (３)近年来ꎬ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户外
运动在青少年远视力维护方面具有积极意义ꎬ其中 ２０１６
年温州医科大学瞿佳教授团队等对青少年近视防控的荟
萃分析显示出ꎬ每周 １４~１５ｈ 的户外运动有助于维护青少
年远视力[１１]ꎻ在 ２０１８ 年 Ｗｕ 等[１２]对总计 １６ 所学校的 ６９３
名在校学生进行了户外运动与近视相关性的随机对照研
究的结果也发现ꎬ学校的户外运动可以有效稳定学生的近
视漂移ꎬ减少近视的发生和延缓近视快速增长ꎬ并且户外
运动并不需要高强度的阳光下暴露ꎻ此外ꎬ许伟等[１３] 研究
结果也证实光环境的变化是近视发病率升高的可能因素
之一ꎮ 本组对航空大学飞行学员的户外运动情况调查分
析后发现结果同样支持上述研究:即每日户外运动≤２ｈ
的二年级飞行学员较一年级少 ２０ ４％ꎬ提示飞行学员每日
户外运动 ２ｈ 以下是对比度远视力维护的危险因素(Ｐ ＝
０ ０１５ꎬＯＲ＝ ８ ０２５)ꎮ 为能进一步有效维护飞行学员对比
度远视力ꎬ建议学员应每日户外活动应在 ２ｈ 以上ꎮ (４)
目前有关体育运动种类及方式对青少年近视防控影响因
素的研究较少ꎬ并且结果不统一ꎮ 其中ꎬ国内宋绍兴等[１４]

曾报道认为乒乓球运动对青少年近视有一定防控效果ꎬ但
近年来相关类似的报道较少见ꎻ２０１８ 年挪威一篇有关高
纬度白色人种青少年人群近视相关研究显示ꎬ将球类运动
纳入室内运动后ꎬ室内及户外运动在挪威青少年近视中无
显著差异[１５]ꎮ 而就本组大学飞行学员在运动方式的调查
结果而言ꎬ发现一年级进行单纯球类运动比例为 ４２ ７％ꎬ
二年级则为 １０ ０％ꎬ提示本研究中单纯的球类运动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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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学员对比度远视力的危险因素 ( Ｐ < ０ ００１ꎬＯＲ ＝
１３ ６６９)ꎮ 当然ꎬ出现这种情况也不除外是由于球类运动
多在室内开展ꎬ而综合体育运动多在户外所致ꎮ 因此ꎬ就
本组研究结果而言ꎬ适当多开展户外综合训练运动对于维
护飞行学员远视力亦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ꎮ (５)本
研究针对飞行学员在夜环境下使用电子产品情况分析后
发现ꎬ二年级飞行学员在夜环境下使用电子产品者较一年
级少 ９ ８％ꎬ说明在夜环境下使用电子产品是飞行学员对
比度远视力维护的危险因素(Ｐ<０ ００１ꎬＯＲ ＝ ２３ ２５５)ꎬ本
研究这一结果也与 ２０１８ 年国内董晓鹏等[１６] 研究发现在
暗环境下使用电子产品是小学生发生视力不良的危险因
素基本一致ꎮ 因此ꎬ为能够有效维护飞行学员对比度远视
力ꎬ建议学员避免夜间暗环境下使用电子产品ꎮ (６)在对
健康用眼知识知晓情况的调查分析后ꎬ发现二年级飞行学
员均较一年级增多 １９ ５％ꎬ说明在进入航空大学后经积极
的科学用眼健康教育后ꎬ飞行学员自身对健康用眼更为重
视、自律性更好ꎬ更乐于实施健康用眼方式ꎻ因此ꎬ健康用
眼知识也是维护飞行学员对比度远视力的保护因素(Ｐ<
０ ００１ꎬＯＲ＝ ０ ０２３)ꎮ (７)尽管本组研究中发现ꎬ在飞行学
员使用商业护眼产品人数上ꎬ两个年级也存在统计学差
异ꎬ但全部研究组中应用商业护眼产品的人数仅为 １４ 人
(７ ８％)ꎬ数据明显呈现偏态分布ꎬ因此其实际临床意义
有限ꎮ

当然ꎬ由于本研究中存在样本量不够大、人群选择不
够严格、对比度远视力情况明显偏态分布等因素ꎬ一定程
度限制了本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ꎮ 此外ꎬ影响大学理论学
习阶段飞行学员远视力除了用眼习惯外ꎬ也可能存在膳食
结构改善、身体素质提高等诸多影响因素ꎬ这些都还需要
更大的研究样本、更长时间的观察结果、更为严格的研究
对象来加以证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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