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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期儿童近视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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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学龄期儿童近视影响因素，为学龄期儿童近视的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对本院眼科门诊2005

年7月一2011年7月7～14岁学龄期近视儿童1 600例，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检查裸眼视力、裂隙灯显微镜的眼前节常规

检查、眼位、眼底、眼压、1％阿托品眼药水散瞳后检查屈光度、矫正视力、配普通框架眼镜等处理，均确诊为真性近视的儿

童，同时发放调查问卷，分析儿童近视影响因素。 结果 在1 600例学龄期儿童近视中，有不良的用眼习惯共720例，

占45％。采光条件差共568例，占35．50％。不良的饮食习惯共120例，占7．50％。不从事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共88

例，占5．50％。遗传因素共56例，占3，50％。家长的认知和重视程度差共48例，占3．00％。 结论 学龄期儿童近视

影响因素很多，因此，防治学龄期儿童近视应采取兼顾各种因素的综合措施，建议家庭、学校及医院实施针对性的干预，降

低儿童近视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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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是指因眼轴过长或屈光力相对过强，在调节静止时，

平行光线进入眼内聚焦于视网膜前，使所视物像模糊不清，造

成视力下降。近视眼患者易患眼球干涩、酸胀疲劳、头昏目眩、

偏头痛，导致神经衰弱、斜视、散光等症，可严重影响学牛的学

习与生活⋯。为探求其影响因素，遂对本院眼科门诊2005年7

月一2011年7月7～14岁学龄期近视儿童1 600例进行分析，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本组共1 600例，年龄7～14岁，男743例，女857例。

1．2方法 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检查裸眼视力、裂隙灯显微

镜的眼前节常规检查、眼位、眼底、眼压、1％阿托品眼药水散瞳

后检查屈光度、矫正视力、配普通框架眼镜等处理，均确诊为真

性近视的儿童。

1．3 影响因素调查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问卷的内容

包括：有无不良的用眼习惯、采光条件的好坏、儿童饮食习惯、

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遗传因素、家长的认知和重视程度六方

面。问卷采用单选的方式，也就是找出造成每个儿童近视的最

主要原因，由家长和儿童本人共同完成。

2结果

2．t近视与不良的用眼习惯不良的用眼习惯主要指读写坐

姿不正确，过度近距离用眼，走路、乘车时看书及看书或看电脑

时间过长等。共720例，占45％，见表1。

2．2近视与采光条件采光条件差主要指教室或家中光线

暗，儿童学习时照明不足。共568例，占35．50％。

2：3近视与饮食习惯爱吃零食、挑食、偏食的患儿，喜零食，

厌食蔬菜，导致微量元素、维生素缺乏，进而引起近视。共120

例，占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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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近视与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 几乎不从事户外活动和

体育锻炼的儿童共88例，占5．50％。

2．5 近视与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主要指父母一方或双方有

近视的共56例，占3．50％。

2．6 近视与家长的认知和重视程度 家长掌握眼保健知识

及对眼保健方面的重视程度差的共48例，占3．00％。

表1 1 600例儿童近视影响因素调蠢

3 讨论

学龄期儿童正处于视力发育的敏感期及脑迅速发育的时

期。不良用服习惯和用眼负荷过重不仅会严重损害学龄期儿童

的视力。造成儿童近视．甚至还会影响到视皮层功能的发育【2J。

本文中经问卷调查表明不良的用眼习惯是造成学龄期儿

童近视的最主要原因。在本文中因不良的用眼习惯造成近视

儿童720例，占45％，占所有学龄期儿童近视影响因素的首位。

当人看近目标时，为看清近处物体，环行睫状肌收缩，晶体悬韧

带松驰，晶状体由于其弹性而变凸，近处物体所发出的散开光

线正好在视网膜上成像，人眼就能看清近处物体。眼的调节作

用是有一定限度的，过度的近距离用眼，导致睫状肌过度收缩，

成为假性近视。时间久后，就形成真性近视。连续长时间用

眼，使眼的睫状肌过度收缩，在有毒代谢产物的作用下，继发巩

膜萎缩，加上眼外肌和眼压的作用，眼球前后径增大，形成真性

近视。当走路、乘车时看书，手中的书也是上下、左右、前后不

停的移动，大脑视觉中枢收到的是个模糊影像，要想看清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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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县2008—2010年居民传染病死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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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祁阳县2008—2010年居民传染病死亡原因。 方法应用死亡率、标化死亡率、死因构成及死

因顺位、年龄和职业分布等统计指标，对2008—2010年祁阳县居民传染病死因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2008—2010年祁

阳县居民传染病死亡数为349人，占全部死亡人数的8．08％，平均死亡率为11．26／10万，传染病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

传染病主要死因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艾滋病。前五位死因占总死亡数的95．99％；60岁以上居民传染病死亡率高达

53．661／10万，职业以农民居第一位，死亡率为0．11‰。 结论居民传染病死亡率降低，新的传染病防控工作仍十分

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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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死因分析数据，既是反映居民健康及卫生保健状况 律，遂对祁阳县2008—2010年居民传染病死因进行分析，为合

的一项客观指标，也是进行传染病研究以及制订卫生管理规划 理制订传染病防控措施，确保重点传染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的一项重要依据。为探讨祁阳县居民传染病死因状况及其规

作者单位：湖南省祁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祁阳426100)

作者简介：桂荚蓉(1976一)，女，湖南祁阳人，本科学历，主要从事疾病预

防控制工作。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祁阳县范围内的户籍人口、居住一年以上的常住

人口及新生儿出生时有生命体征者，不论何种原因在2008一

的文字，就得把书本靠近眼睛。也必须不断地改变眼睛的调节

力，才能看清文字。睫状肌持续收缩，很容易引起视疲劳和睫

状肌调节痉挛，久而久之就会近视。因此，要养成良好的用眼

习惯，姿势端正，眼与读物距离保持25～30∞左右，不在走路、

乘车时看书，用眼1 h后应休息10 min左右并远眺，使调节得

以松驰【3】。

采光条件差是造成学龄期儿童近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本文中因采光条件差造成近视儿童568例，占35．50％。采

光条件差对学龄期儿童近视的形成有显著的影响。在问卷调

查中与家长和儿童交流，得知有的学校为了扩建，各个教学楼

之间距离过近，明显减少了教室的采光，尤其一楼教室或阴雨

天，教室光线更暗。此外，教窜照明安装不合理，课桌高度与学

生个体身高不符，也是近视发生的原因【4J。

儿童视力的正常发育，有赖于全面而均衡的营养。在本文

中因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近视儿童共120例，占7．50％。在与

家长和儿童交流中，得知这些近视儿童有爱吃零食、挑食、偏食

的习惯。他们吃的多是精粮和快餐食品，这些食品中缺乏营养

物质。缺乏的营养物质种类越多，总量越大，近视的发生率越

高，近视的程度也越高。糖吃多了，血糖含量增加会引起房水、

晶体渗透压改变，引起近视的发生。过多的吃糖和高碳水化合

物，就会使眼内组织弹性降低，微量元素铬的减少，眼轴容易变

长。另外，吃糖过多，会使血中产生大量的酸。酸与体内的钙

盐中和，造成血钙减少。这样就会影响眼球壁的坚韧性，使眼轴

伸长，也造成近视的发生。上述观点刘焕平bo也做了相应的报

道。因此，应从小培养儿童的良好饮食习惯，保证食品的多样

化，多吃蔬菜，摄人各种维生索和优质蛋白、碳水化合物等，促

进视力的早期发育，从而预防近视的发生。

户外广阔的空间和自然光线有利于儿童视力的发育。重

视儿童体育锻炼，积极开展户外运动，多接触日光。加强体育

锻炼，提高身体素质，都应是防止学龄期儿童近视形成的有效

措施。

近视有一定遗传性，但主要指高度近视，度数在600屈光

度以上者。而轻中度近视遗传性不明显-6 J。

大多数家长更趋于关注高度近视对于视功能的影响，但对

掌握眼保健知识及对眼保健方面的重视程度差，而等到儿童患

了近视到医院就诊才发觉，那时也就迟了。

综上所述，学龄期儿童近视影响因素很多，因此，防治学龄

期儿童近视应采取兼顾各种因素的综合措施，建议家庭、学校

及医院实施针对性的干预，降低儿童近视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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