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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度近视学生心理健康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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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中高度近视学生心理健康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VRQL）的关系，为改善青少年VRQL提供依据。方

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四川省、重庆市和浙江省8～18岁中高度近视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和

屈光不正生活质量量表评估中高度近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VRQL，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VRQL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发放 36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354份，回收有效率为 98.33%。男生 116例，占 32.77%；女生 238例，占

67.23%。年龄中位数为16.65岁。中度近视211例，占59.60%；高度近视143例，占40.40%。检出焦虑情绪141例，占

39.83%；检出抑郁情绪176例，占49.72%。屈光不正生活质量量表得分中位数为64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性别（β＇= -0.179）、屈光度（β＇= 0.208）、戴镜视力（β＇= -0.229）和焦虑（β＇= 0.439）是VRQL的影响因素。结论

中高度近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突出，焦虑情绪对VRQL影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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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vision-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tudents with moderate and high myopia

HE Juan*, JIANG Dandan, LIN Yaoyao, XIAO Haishao, LIU Qian, CHEN Yanyan
*School of Optometry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2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vision-related quality of life
( VRQL ) of students with moderate and high myopia,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VRQL. Methods 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he 8-18 years old students with moderate and high myopia were selected from Sichuan,
Chongqing and Zhejiang.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VRQL of students with moderate and high myopia were evaluated
with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and Quality of Life Scale for Ametropia.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VRQL. Results A total of 36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354 were effectively recovere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8.33%. There were 116 (32.77%) boys and 238 ( 67.23% ) girls;
the median age was 16.65 years old. There were 211 ( 59.60% ) cases of moderate myopia and 143 (40.40%) cases of high
myopia. There were 141 ( 39.83% ) found to be anxious and 176 ( 49.72% ) depressed. The median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Scale for Ametropia was 64.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x ( β＇= - 0.179 ),
diopter ( β＇= 0.208 ), eyesight with glasses ( β＇= -0.229 ) and anxiety ( β＇= 0.439 ) wer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VRQL.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the students with medium and high myopia are prominent; anxiet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VRQL of the students.
Keywords: myopia; anxiety; depression; vision-related quality of life

高度近视会增加眼部病理性改变的风险，如近视

性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等［1］。视觉相关生活质量

（vision-related quality of life，VRQL）用于评估视功

能损害对个体生活质量、社会活动和精神心理状态的

影响。研究显示近视青少年的 VRQL 下降［2-3］，近视

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情绪与 VRQL 可能存在相关

性［4］。由于目前近视的不可逆性，对高度近视存在

潜在失明的恐惧，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近视患者

更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障碍［5-7］。对中高度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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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学生进行调查，分析心理健康与 VRQL 的关系，

为改善青少年 VRQL 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择四川、重庆和浙

江 3 个地区的中高度近视学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1）年龄为 8～18 岁；（2）自我报告双眼至少

一眼的屈光度≤-3.00 D；（3） 认知状况良好；（4）
学生及其家长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有眼部疾

病史者；（2）有全身重大疾病者；（3）有精神疾病

者；（4）不知道屈光度者。项目通过温州医科大学眼

视光医院伦理会审核（批号：2020-047-K-42-01）。
1.2 方法 于 2020 年 3 月 15—25 日，由经过统一

培训的调查人员，以班级为单位推送问卷链接，通过

微信群或钉钉群进行调查，高年级学生自行作答，低

年级学生可由家长协助填写。样本量根据使用量表条

目数（38）的 5～10 倍进行计算［8］，考虑到 10% 的

无效率，至少需要调查 209 人。自我报告双眼中最

高屈光度≤-5.00 D 视为高度近视，屈光度＞-5.00 D
并且≤-3.00 D 视为中度近视。选择左右眼中屈光度

较高的眼，戴镜视力较好的眼用于分析。

1.3 调查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

性别、现居地、年级、屈光度、戴镜视力、近视矫正

方式、首次发现近视年龄，眼部疾病史、全身重大疾

病史和精神疾病史等。（2）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9］：

评估近视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包括焦虑和抑郁 2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 7 个条目，每个条目有 4 个

选项，从最好到最差依次记 0～3 分。得分越高，焦

虑或抑郁状态越明显，焦虑或抑郁维度≥8 分定义为

有焦虑或抑郁情绪［10］。量表整体 Cronbach＇s α 为

0.848，焦虑维度为 0.813，抑郁维度为 0.720，信度

较好。（3）屈光不正生活质量量表：由杨璐［11］将屈

光和视力状态量表（Refractive Status and Vision Pro⁃
file，PSVP）翻译为中文并经文化调适，用于评估近

视学生的 VRQL。该量表共 24 个条目，反映行为功

能、社会心理、症状、感觉和矫正镜片等方面，前

21 个条目分别有 5 个选项，从程度最轻微到最严重

记 1～5 分；后 3 个条目是自评线形条目，从最差到

最好记 0～10 分。本研究将 3 个自评线形条目得分

逆向化后，与前 21 个条目得分相加，所得总分越

高，表示 VRQL 越低。量表整体 Cronbach＇s α 为

0.866，信度较好。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4 软件统计分析。定量

资料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M

（QR）］描述，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

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和 Kruskal-Wallis H 检

验。VRQL 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中高度近视学生人口学特征 共回收问卷 360
份，其中有效问卷 354 份，回收有效率为 98.33%。

男生 116 例，占 32.77%；女生 238 例，占 67.23%。

年龄 M（QR）为 16.65 （1.90）岁。重庆市 163 例，

占 46.05%；四川省 124 例，占 35.03%；浙江省 67
例，占 18.93%。城市 162 例，占 45.76%；乡镇 192
例，占 54.24%。初中及以下 81 例，占 22.88%；高

中 （高职） 及以上 273 例，占 77.12%。中度近视

211 例，占 59.60%；高度近视 143 例，占 40.40%。

戴镜视力 M（QR）为 1.00（0.45）。矫正方式为框架

眼镜 319 例，占 90.11%；接触镜 13 例，占 3.67%；

框架眼镜和接触镜交替 22 例，占 6.22%。

2.2 中高度近视学生焦虑和抑郁状况 354 例中高

度近视学生 HADS 总分 M（QR）为 14（10）分，焦

虑和抑郁维度得分分别为 6（6）分和 7（6）分。有

焦虑情绪 141 例，占 39.83%；有抑郁情绪 176 例，

占 49.72%。

2.3 中高度近视学生屈光不正生活质量量表得分比

较 354 例中高度近视学生屈光不正生活质量量表得

分 M（QR）为 64（21）分。女生得分高于男生（P＜

0.05）；15～18 岁学生得分高于 8～＜15 岁学生（P＜

0.05）；高中（高职）及以上学生得分高于初中及以

下学生（P＜0.05）；戴镜视力＜0.80 的学生得分高于

戴镜视力≥0.80 的学生（P＜0.05）；高度近视学生得

分高于中度近视学生（P＜0.05）；有焦虑或抑郁情绪

学生得分高于无焦虑或抑郁情绪学生（P＜0.05）。见

表 1。

表 1 中高度近视学生屈光不正生活质量量表得分比较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8～
15～18

116
238

59
295

62（22）
65（21）

61（18）
65（20）

-2.205

-2.480

0.027

0.013

项目
调查

例数

量表得分

［M（QR），分］
Z/χ2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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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持续时间（年）

<5
≥5

现居地

城市

乡镇

年级

初中及以下

高中（高职）及以上

屈光度

中度近视

高度近视

戴镜视力 a

<0.80
≥0.80

矫正方式

框架眼镜

接触镜

框架眼镜和接触镜

焦虑情绪

无

有

抑郁情绪

无

有

203
151

162
192

81
273

211
143

66
131

319
13
22

213
141

178
176

63（21）
66（19）

64（19）
65（21）

62（16）
65（20）

63（20）
68（22）

71（24）
61（18）

65（20）
56（20）
62（16）

59（17）
74（23）

59（17）
71（21）

-1.522

-0.812

-2.097

-3.277

-3.839

3.189b

-8.985

-7.531

0.128

0.417

0.036

0.001

<0.001

0.203

<0.001

<0.001

项目
调查

例数

量表得分

［M（QR），分］
Z/χ2值 P值

注：a表示数据有缺失；b表示Kruskal-Wallis H检验的χ2值。

2.4 中高度近视学生 VRQL 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

归分析 以屈光不正生活质量量表得分为应变量，以

单因素分析结果中 P＜0.05 的性别、年龄、年级、

屈光度、戴镜视力、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为自变量进

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逐步法）。结果显示，R2=
0.331，F=23.727，P＜0.001，模型拟合较好；性别、

屈光度、戴镜视力和焦虑情绪是 VRQL 的影响因素，

其中焦虑情绪的影响明显。见表 2。
3 讨 论

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屈光度和戴镜视力可能影

响中高度近视学生的 VRQL。近视男生的 VRQL 高

于近视女生，与 CHADHA 等［12］的研究结果一致。

女生比男生更敏感且关注外表，因为佩戴眼镜而对自

己外表不满意可能导致 VRQL 降低。高度近视学生

的 VRQL 低于中度近视学生，与郭立云等［3］、陈晓

冲［13］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屈光度越高，VRQL 越

差。高度近视与近视性黄斑病变、青光眼和视网膜脱

离等并发症有关，可能导致视力受损［1］。戴镜视力≥
0.80 的学生 VRQL 高于戴镜视力＜0.80 的学生，表

明提高戴镜视力有助于改善 VRQL，与既往针对青光

眼、圆锥角膜患者的研究结果［14-15］一致。

本研究中有 39.80% 的近视学生存在焦虑情绪，

49.70% 存在抑郁情绪，可能原因是研究对象主要为

高中学生，升学、人际关系等压力较大，近视导致的

视力损害和生活不便更容易引起焦虑和抑郁情

绪［16-17］。本研究显示，焦虑情绪与 VRQL 存在负相

关关系，与相关研究结果［18-19］一致；并且焦虑情绪

对 VRQL 的影响大于戴镜视力和屈光度等视功能指

标，与 WU 等［18］研究结果一致，提示缓解焦虑比保

留视觉功能对改善 VRQL 可能更有帮助。

近视及其导致的视功能损害给患者的生活带来诸

多不便，对其社会参与度也有很大的影响［20］。中高

度近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突出，焦虑情绪影响

VRQL 水平。因此，提高近视学生的 VRQL，不仅需

要矫正视力，还应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及时发现并

帮助其纾解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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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高度近视学生 VRQL 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性别

男

焦虑情绪

有

戴镜视力

≥0.80
屈光度

高度近视

常量

参照组

女

无

<0.80

中度近视

β

-5.680

13.747

-7.303

6.335
64.003

xs

1.885

1.865

1.905

1.806
2.036

β＇

-0.179

0.439

-0.229

0.208

t值

-3.014

7.372

-3.384

3.508
31.441

P值

0.003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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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牧文，王婧，杨旭辉等作者《杭州市流行性感冒聚集性疫情流行特征》

3. 翟羽佳，林君芬，古雪等作者《2010—2018 年浙江省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征》

4. 周涛，李月飞，白雪等作者《2005—2019 年伊犁州抗病毒治疗吸毒人群 HIV/AIDS 病例生存分析》

《预防医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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