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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湘西地区中小学生近视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湘西地区

随机抽取吉首市、永顺县小学与初中各1所，共4所学校，其中小学生抽取4至6年级学生，初中生抽取全

部学生，每年级随机抽取1至3个班级共计2420名学生进行视力检查，并完成相关近视影响因素问卷。采

用χ2检验比较不同影响因素对近视检出率的差异，将单因素中有统计学意义的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

析。结果：在2420名学生中，性别、父母亲近视、长时间用眼、郊县学生是近视的影响因素，充足睡眠、

做眼保健操是近视的保护因素。结论：湘西地区中小学生近视率较高，应通过家长、学校、政府、专业

机构共同协作，加强近视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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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yopia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
dents in Xiangxi region. Methods: A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 
randomly select one primary school and one junior high school in Jishou City and Yongshun County 
in Xiangxi region, totaling 4 schools. Among them, students from grades 4 to 6 in primary schools 
and all student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were selected. One to three class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each grade, totaling 2420 students, who underwent vision examinations and completed ques-
tionnaires on related myopia influencing factors. Chi-square test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
ences in myopia detection rates among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Factor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
cance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included in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
sults: Among the 2420 students, gender, parents’ myopia, prolonged use of eyes, and students from 
suburban counties were identified as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myopia, while adequate sleep and eye 
exercises were protective factors. Conclusion: The myopia rate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Xiangxi region is relatively high. Joint efforts from parents, schools, the government, and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re needed to strengthen myopi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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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视是一种严重危害青少年眼部健康的疾病，目前全球受累及人数达 26 亿[1] [2]，据数据显示，全

球范围内近视患者的比例已超过 28.3%，预估在 2050 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 49.8%。与此同时，高度近

视的发病率也将从当前的 4.0%增至 9.8% [3]。我国近视发病呈现低龄高发，形势极其严峻，湘西地处湖

南西部，多为山区，为土家族、苗族聚居区，经济欠发达，农业人口多、留守儿童多，大部分居民受教育

程度低，对于近视有关知识了解甚少，对近视疾病的发生意识尚浅并且缺乏有效的近视防控知识，具有

很强的地区特殊性。该研究旨在分析湘西地区在校中小学生近视相关影响因素，为湘西地区的青少年近

视防控策略提供指导依据，为国家视觉健康防控工作提供数据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湘西地区随机抽取吉首市、永顺县小学与初中各 1 所，共 4 所学

校，共计 2420 名学生进行视力检查，其中小学生 1458 名、初中生 962 名。 

2.2. 方法 

2.2.1.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依据《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4]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学习阶段、用眼时

长等，在问卷星 APP 发布问卷，由家长和学生共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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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视力筛查与诊断标准 
由吉首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视光中心团队进行现场视力筛查与诊断，选用标准对数远视力表及台式全

自动电脑验光仪，检验标准是能准确辨识至少四个方向的视标，或者在同一直行中达到或超过 2/3 的最

低一行。单视标识别限制在 3 秒以内，裸眼视力 ≥ 5.0 为正常。所有人均应进行电脑验光，记录其屈光度

数。视力筛查由视光学技师及从事 5 年以上视光学门诊工作护士执行，随后由 3 位眼科医生做出专业诊

断。整个过程由一位资深医生全面管理和监督。设定的诊断标准如下[5]：双眼裸眼视力 ≥ 5.0 时，为正

常眼。如果裸眼视力低于 5.0，且在未使用睫状肌麻痹剂情况下，电脑验光得出的等效球镜度数(SE)小于

−0.50 D，则被定义为筛查性近视。 

2.2.3. 统计学方法 
运用 EpiData3.1 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通过 SPSS21.0 版本进行数据分析。计数数据则以数量及相应

百分率的形式表达。各组间的差异性检验借助χ2 检验完成。借助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来探究近视的影响

因素。当 P 值 < 0.001 时，即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 

填写问卷人数 3340 人，与验光数据匹配后，排除数据错误及患眼底病等情况，最终纳入有效样本量

为 2420 人。总体近视人数 978 人，不戴镜人数 1856 人，戴镜人数 560 人，戴角膜塑形镜人数 4 人，总

体近视率为 40.41%。其中小学生近视率 30%，初中生近视率 56.34%。 

3.2. 中小学生近视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结果分析性别为女生、父母近视、户外运动时长少、使用电子产品时间长、连续用眼、居住

地为郊县、睡眠不达 8 小时、初中、不规范做眼保健操、喜好甜食的学生近视率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01)，而民族、是否为留守儿童不是近视的影响因素，见表 1。 
 
Table 1. The results of the single-factor analysis of myopia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表 1. 中小学生近视单因素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总人数 近视人数 近视率(%) χ2 P 

性别    18.744 <0.001 

男 1224 424 34.64   

女 1196 554 53.01   

遗传因素    24.230 <0.001 

父母一方近视 984 394 40.04   

双亲均近视 796 388 48.74   

双亲均不近视 640 196 30.63   

户外运动时长    16.272 <0.001 

<1 小时 710 326 45.92   

1~2 小时 1038 440 42.38   

>2 小时 672 212 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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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电子产品时长      

<1 小时 564 174 30.85 21.893 <0.001 

1~2 小时 680 254 37.35   

>2 小时 1176 550 46.79   

留守儿童      

是 688 270 39.24 0.273 0.601 

否 1732 708 40.88   

居住地      

城区 1186 422 35.58 11.273 <0.001 

郊县 1234 556 45.06   

连续用眼时长    49.495 <0.001 

<1 小时 608 156 25.66   

1~2 小时 736 282 38.31   

大于 2 小时 1076 540 50.18   

是否达 8 小时睡眠    26.385 <0.001 

是 766 228 30.00   

否 1654 750 45.34   

民族    2.870 0.90 

汉族 326 112 34.36   

土家族苗族 2094 866 41.36   

学习阶段    84.108 <0.001 

小学 1458 436 30.00   

初中 962 542 56.34   

是否规范做眼保健操      

是 1996 754 37.78 16.457 <0.001 

否 424 224 52.83   

喜好甜食      

喜欢 1846 852 46.15 53.254 <0.001 

不喜欢 574 126 21.96   

3.3. 多因素结果分析 

将是否近视设定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作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P < 
0.05 具有显著差异。具体变量赋值如表 2 所示，结果显示：父母近视、长时间用电子产品、近距离用眼、

嗜好甜食、女性、郊县学生、初中生，被认为在中小学生近视发展中起着促进作用。相反，确保每日睡眠

充足以及规律做眼保健操，则为对中小学生近视的防护因素，见表 3。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5.1541088


夏欣宇，杨杰 
 

 

DOI: 10.12677/acm.2025.1541088 1529 临床医学进展 
 

Table 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assignment 
表 2. 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变量赋值 

变量 赋值 

是否近视 否 = 0   是 = 1 

父母近视 均不近视 = 0   单亲近视 = 1   双亲近视 = 2 

户外运动情况 <1 h = 0   1~2 h = 1   >2 h = 2 

电子产品时长 <1 h = 0   1~2 h = 1   >2 h = 2 

是否达 8 小时睡眠 否 = 0   是 = 1 

连续用眼时长 <1 h = 0   1~2 h = 1   >2 h = 2 

是否规范做眼保健操 否 = 0   是 = 1 

喜好甜食 否 = 0   是 = 1 

性别 男 = 0   女 = 1 

居住地 城区 = 0   郊县 = 1 

学习阶段 小学 = 0  初中 = 1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myopia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表 3. 中小学生近视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χ2 P 值 OR 值 95%CI 

父母近视 0.338 0.094 13.026 <0.001 1.401 (1.167, 1.683) 

电子产品时长 0.225 0.089 6.408 0.011 1.253 (1.052, 1.492) 

达 8 小时睡眠 −1.414 0.166 72.486 <0.001 0.243 (0.176, 0.377) 

连续用眼时长 0.302 0.092 10.831 0.001 1.353 (1.130, 1.620) 

眼保健操 −0.550 0.171 10.310 0.001 0.577 (0.413, 0.807) 

喜好甜食 0.910 0.185 24.153 <0.001 2.485 (1.728, 3.572) 

性别 0.311 0.133 5.469 0.019 1.365 (1.052, 1.772) 

居住地 1.532 0.156 96.919 <0.001 4.629 (3.412, 6.281) 

学习阶段 0.945 0.127 55.187 <0.001 2.573 (2.005, 3.302) 

4.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2023 年湘西地区 2420 名中小学生近视率为 40.41%，且随年龄的增加呈增长趋势，

其中小学生近视率 30%，初中生近视率 56.34%，这与学龄增长，学习任务加重，用眼时长增加有关[6] 
[7]，但低于全国及湖南省儿童青少年近视平均水平[8] [9]，可能与湘西地区山区学生日照时间充足、地区

经济在全省范围处于落后水平，对学生的培养与督促较为欠缺有关。其中郊县学生近视率高于城区学生，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这与其他地区报道不一致[10] [11]，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与湘西地

区特殊地理位置有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10′~110˚22.5′，北纬 27˚44.5′~29˚38′，
地处我国西南部武陵山片区，白天日照充足，郊县与城区学生生活环境差异不大，其次所调查的永顺县、

龙山县是湘西州的教育强县，学校老师管理严格，学生学习氛围浓厚，学习压力及近距离用眼时间较城

区高，再次郊县偏远地区体育设施户外活动类型较城区落后，且对于环境建设如相对绿化面积较城区少、

采光等条件不足，更易引起近视的发生，故造成郊县学生近视率高的现象，所以呼吁当地教育部门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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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郊县学生的学习同时也要改进体育设施器材、绿化等投入，校方、卫生监管部门及专业机构等定期引

入近视筛查等活动，定期在偏远乡村开展预防近视宣传活动，也欢迎家长老师共同参与，提高大家共同

意识。在本次调查中父母近视学生的近视率高于双亲不近视的学生，这与以往的研究相似[12] [13]，说明

遗传因素起重要作用；女生相较男生更易近视，这可能是因为女生青春期发育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

性激素分泌明显有差异，从而导致近视[14]，另有研究也指出，女生较男生而言更喜安静的环境下近距离

学习，而户外运动的时间偏少造成近视程度比男生高。湘西地区土家族和苗族占到地区总人口的 75%左

右，不同民族的学生有着类似的生活环境，获取同样的教育资源，故在本研究中不同民族的近视发病率

并无统计学意义，而留守儿童对近视的发生没有显著影响，我们分析考虑很多留守儿童跟随祖辈生活，

祖辈们缺乏近视防控意识，留守儿童缺乏监管，虽然学习时间少，但电子产品使用多，户外活动也不多，

故两者无统计学意义。 
本调查显示做眼保健操和足够的睡眠是近视的保护因素。中医学认为眼保健操通过刺激眼睛周围的

特定穴位，缓解长时间用眼疲劳，使眼睛得到放松，改善眼部血液循环，从而提高预防近视的作用[15]，
与本次研究结果相符，陆盛华等[16]研究指出学生睡眠不足状态下，睡眠时长与等效球镜度数呈正相关，

本次调查再次证明了充足的睡眠，对延缓近视有一定的帮助。 
综上所述，在湘西中小学生的近视比例较高，相关专业人员与政府教育部门等应协力合作，定期开

展近视筛查工作，提升全社会对近视防治的认识，建立健康的青少年用眼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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