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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的影响因素分析

江南，高静，吴燕芳，杨艳娜

北京市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科，北京 101100

摘要：目的 了解北京市通州区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中小学生视力不良防控策略提供依

据。方法 于2020—2021年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分别抽取通州区城区和乡镇的小学三~六年级、初中一~三年

级和高中一~三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2018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及健康危险因素监测项目的学生视力不良及影响因素

专项调查表，收集基本信息、每日运动和睡眠时间以及用眼习惯等资料；测量身高和体重，筛查视力；采用多因素 lo⁃
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的影响因素。结果 有效调查771人，其中男生392人，占50.84%；女生379人，

占 49.16%。小学生 321人，占 41.63%；初中学生 228人，占 29.57%；高中学生 222人，占 28.79%。检出视力不良 567
例，视力不良率为73.54%。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段（初中，OR=2.940，95%CI：1.931～4.476；高中，

OR=5.998，95%CI：3.701～9.723）、肥胖（OR=1.989，95%CI：1.258～3.146）、运动时间<1 h/d （OR=1.931，95%CI：
1.351～2.760）、睡眠时间<8 h/d （OR=1.719，95%CI：1.193～2.477）、眼距离书本至少 33 cm （偶尔，OR=2.165，
95%CI：1.320～3.550；从不，OR=2.634，95%CI：1.767～3.928）和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1 h/d（OR=1.455，95%CI：
1.020～2.078）与中小学生视力不良存在统计学关联。结论 通州区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较高，年级升高、肥胖、运动

与睡眠时间不足、用眼习惯不良可能增加视力不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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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poor eyesight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ongzhou District

JIANG Nan, GAO Jing, WU Yanfang, YANG Yanna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Food Hygiene, Tongzhou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11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or eyesight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ongzhou District, Beijing Municipality, so as to provide the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control strate⁃
gies for poor eyesight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Grades 3 to 6 students in district- and
township-level primary schools, grades 1 to 3 students in district- and township-level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grades 1
to 3 district- and township-level high schools were sampled in Tongzhou District using th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from 2020 to 2021. Basic information, daily activity, sleep duration and eye-using habits were collected using
the specific questionnaires for poor eyesigh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students in the 2018 national program for
common diseases and health risk factors surveillance program among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 height and body weight
were measured. Factors affecting poor eyesight were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dentified using a multi⁃
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77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and the respondents in⁃
cluded 392 male students (50.84%) and 379 female students (49.16%), and 321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41.63%), 228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29.57%) and 222 high school students (28.79%). The prevalence of poor eyesigh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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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4% among the respondents.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education phase (junior high
school, OR=2.940, 95%CI: 1.931-4.476; high school, OR=5.998, 95%CI: 3.701-9.723) , obesity (OR=1.989, 95%CI:
1.258-3.146), daily exercise duration of less than 1 h (OR=1.931, 95%CI: 1.351-2.760), daily sleep duration of less
than 8 h (OR=1.719, 95%CI: 1.193-2.477), at least 33 cm distance between a reading book and eyes (sometimes, OR=
2.165, 95%CI: 1.320-3.550; never, OR=2.634, 95%CI: 1.767-3.928) and continuous short-distance eye use duration of
1 h and longer (OR=1.455, 95%CI: 1.020-2.078) were associated with poor eyesight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of poor eyesight is high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ongzhou
District. Higher grade, obesity, inadequate exercise and sleep duration and poor eye-using habits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poor eyesight.
Keywords: poor eyesight; primary and middle student; sleep duration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逐年上

升［1-2］。2014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发现，7～
12 岁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为 45.7%，较 2010 年上升了

4.6%；13～15 岁初中学生视力不良率为 74.4%，较

2010 年上升了 6.8%［3］。2018 年北京市通州区视力

筛查结果显示，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达 65.79%［4］，

防控形势不容乐观。研究表明，视力不良受遗传和环

境因素的共同影响，青少年时期未矫正的视力不良可

能进展为高度近视，引发青光眼、白内障等严重并发

症［5-6］，因此应尽早采取积极有效的干预措施。本研

究调查通州区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情况并分析影响因

素，为制定针对性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通州区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为调

查对象。参与调查的学生和家长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根据定性资料样本量计算公式，中

小学生视力不良率取 65.97%［4］，容许误差取 4%，估

计无效应答率为 5%，估算最小样本量为 569 人。于

2020—2021 年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分别抽取

通州区城区和乡镇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各 1 所，从抽

中学校的小学三~六年级、初中一~三年级和高中一~
三年级各抽取 1 个班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 2018
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及健康危险因素监测项目的学生视

力不良及影响因素专项调查表收集：（1）基本信息，

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地区、父母文化程度、父母

视力情况和家庭人均年收入等；（2）每日运动和睡眠

时间；（3）用眼习惯。父母文化程度指父母的最高文

化程度。父母近视指父母中至少有 1 人近视。近距离

用眼指视物距离<30 cm。父母信息和家庭人均年收入

由学生家长填写，其他信息由学生填写，现场调查员

审核，不合格问卷现场订正，由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二次审核，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录入。

1.2.2 体格检查 根据 GB/T 26343—2010《学生健

康检查技术规范》［7］，采用统一配备的立柱型身高计

和电子体重秤测量身高和体重，计算体质指数

（BMI）。男生 BMI 为 17.4～22.6 kg/m2，女生 BMI 为

17.2～23.0 kg/m2 判定为超重；男生 BMI 为 19.2～
26.4 kg/m2，女生 BMI 为 18.9～26.3 kg/m2 判定为肥

胖。由眼科医师按照 GB/T 26343—2010《学生健康

检查技术规范》［7］筛查视力，参考 GB 11533—2011
《标准对数视力表》［8］：双眼裸眼远视力均≥5.0 为视

力正常，任一眼裸眼视力<5.0 为视力不良。

1.3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0 软件录入数据，采

用 SPSS 21.0 软件统计分析。定量资料服从正态分

布，采用均数±标准差（x̄ ± s）描述。定性资料采用

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趋势分析采用

趋势 χ2 检验。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中小

学生视力不良的影响因素。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有效调查 771 人，年龄为（12.40±
2.95）岁。其中小学 321 人，占 41.63%；初中 228
人，占 29.57%；高中 222 人，占 28.79%。男生 392
人，占 50.84%；女生 379 人，占 49.16%。城区 416
人，占 53.96%；乡镇 355 人，占 46.04%。超重 122
人，占 15.82%；肥胖 177 人，占 22.96%。父母文化

程度以本科及以上为主，291 人占 37.75%。家庭人

均年收入≥70 000 元 333 人，占 43.19%。父母近视

382 人，占 49.55%。运动时间<1 h/d 472 人，占

61.22%。睡眠时间<8 h/d 339 人，占 43.97%。偶尔

保持眼睛距离书本至少 33 cm 394 人，占 51.10%。

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1 h/d 463 人，占 60.05%。电

子产品视屏时间≥1 h/d 408 人，占 52.92%。见表 1。
2.2 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情况 检出视力不良 567
例，视力不良率为 73.54%。女生视力不良率高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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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P<0.05）。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随学段和 BMI 的

升高呈上升趋势（P<0.05）；随父母文化程度和眼距

离书本至少 1 尺频率的升高呈下降趋势（P<0.05）。

运动时间<1 h/d、睡眠时间<8 h/d 和持续近距离用眼

时间≥1 h/d 的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较高（P<0.05）。

见表 1。

表 1 通州区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比较

Table 1 Prevalence of poor eyesight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ongzhou District

学段Phase
小学Primary school
初中 Junior high school
高中High school

地区Area
城区Urban area
乡镇Township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BMI
体重正常Normal weight
超重Overweight
肥胖Obesity

父母文化程度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初中及以下 Junior high school and below
高中/中专High school/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大专Diploma
本科及以上Bachelor and above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Household annual income per capita/Yuan
<20 000
20 000~
40 000~
≥70 000

父母近视Parental myopia
是Yes
否No

运动时间Exercise duration/（h/d）
≥1
<1

睡眠时间Sleep duration/（h/d）
≥8
<8

眼距离书本至少33 cm At least 33 cm distance between a reading book and
eyes

321
228
222

416
355

392
379

472
122
177

94
188
198
291

101
133
204
333

382
389

299
472

432
339

193
182
192

316
251

272
295

335
92

140

77
141
142
207

70
106
156
235

276
291

196
371

305
262

60.12
79.82
86.48

75.96
70.70

69.39
77.84

70.97
75.41
79.10

81.91
75.00
71.72
71.13

69.31
79.70
76.47
70.57

72.25
74.81

65.55
78.60

70.60
77.29

39.324 a

2.721

7.069

4.611 a

3.944 a

0.536 a

0.647

16.020

4.361

17.734 a

<0.001

0.099

0.008

0.032

0.047

0.464

0.421

<0.001

0.037

<0.001

项目 Item 调查人数

Respondents
视力不良例数

Cases with
poor eyesight

视力不良率

Prevalence/% χ2/χ2
趋势Trend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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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Never
偶尔Sometimes
经常/总是Often/always

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Continuous short-distance eye use duration/（h/d）
≥1
<1

电子产品视屏时间Duration of watching electronic screens/（h/d）
≥1
<1

158
394
219

463
308

408
363

122
314
131

353
214

296
271

77.22
79.70
59.82

76.24
69.48

72.55
74.66

4.340

0.438

0.037

0.508

项目 Item 调查人数

Respondents
视力不良例数

Cases with
poor eyesight

视力不良率

Prevalence/% χ2/χ2
趋势Trend值 P值

注：a表示χ2
趋势值。Note: a, χ2trend.

2.3 中小学生视力不良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视力不良为因变量 （0=否，1=是），

以学段、居住地、性别、BMI、父母文化程度、家

庭人均年收入、父母近视、运动时间、睡眠时间、

眼距离书本至少 33 cm、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和电

子产品视屏时间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使用向后-偏似然估计法）。结果显示，学

段、BMI、运动时间、睡眠时间、眼距离书本至少

33 cm 和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与中小学生视力不良

存在统计学关联。见表 2。

表 2 通州区中小学生视力不良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poor eyesight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ongzhou District

变量Variable
学段Phase

初中 Junior high school
高中High school

BMI
超重Overweight
肥胖Obesity

运动时间Exercise duration/（h/d）
<1

睡眠时间Sleep duration/（h/d）
<8

眼距离书本至少 33 cm At least 33 cm distance
between a reading book and eyes
偶尔Sometimes
从不Never

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 Continuous short-distance
eye use duration/（h/d）
≥1

常量Constant

参照组Reference

小学Primary school

正常Normal weight

≥1

≥8

经常/总是Often/always

<1

β

1.078
1.791

0.245
0.688

0.658

0.542

0.772
0.969

0.375
-1.616

xs

0.214
0.246

0.258
0.234

0.182

0.186

0.252
0.204

0.182
0.281

Wald χ2 值

25.290
52.851

0.906
8.648

13.027

8.435

9.367
22.593

4.270
33.055

P值

<0.001
<0.001

0.341
0.003

<0.001

0.004

0.002
<0.001

0.039
<0.001

OR值

2.940
5.998

1.278
1.989

1.931

1.719

2.165
2.634

1.455
0.199

95%CI

1.931～4.476
3.701～9.723

0.771～2.117
1.258～3.146

1.351～2.760

1.193～2.477

1.320～3.550
1.767～3.928

1.020～2.078

表 1（续） Table 1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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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通州区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

为 73.54%， 高 于 全 国 （53.82%）［1］ 、 北 京 市

（71.9%）［9］ 、 顺 义 区 （70.70%）［10］ 和 丰 台 区

（72.8%）［11］调查结果。提示通州区中小学生视力不

良情况较为严峻，需加强健康干预。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初中和高中

学生视力不良风险高于小学生，可能与随着学业压力

增加读写时间延长有关［12-13］，提示培养低年级学生

良好的用眼行为习惯更为重要。肥胖与视力不良有统

计学关联。研究发现，学生视力与 BMI 呈负相关，

特别在小学生中较为明显［14］。应关注肥胖学生的视

力不良问题，提高其视力保护意识。运动时间<1 h/d
的学生视力不良风险较高，与户外活动是视力的保护

因素［15-16］的研究结论一致。适当的户外活动有助于

改善睫状肌的紧张状态，促进眼球组织的血液循环，

提高视敏度，消除眼疲劳，起到预防近视的作用［17］。

睡眠时间<8 h/d 的学生视力不良风险较高，充足的

睡眠能够使睫状肌得到充分休息并恢复生理弹性，有

利于降低视力不良的发生风险；睡眠不足则可能引起

昼夜节律失调，从而导致近视［18-19］。不良读写姿势

与用眼习惯可能导致中小学生视力不良风险升高，与

汪静等［20］和周娓等［21］的研究结论一致。小学阶段

是用眼习惯与行为矫正的黄金时期［22］，教师和家长

应起到积极的监督示范作用，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用

眼习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加强家长预防视力不良

知识的普及指导工作，提高家长在中小学生视力不良

防控工作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通州区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较高，学

段、BMI、运动时间、睡眠时间和用眼习惯是中小学

生视力不良的影响因素，应重点关注。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学校和家庭应联合开展针对性干预，培养中小

学生爱眼护眼的良好习惯，共同促进中小学生视力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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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杂志开展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预防医学》杂志于 1989 年 9 月创刊，是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

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索引（WPRIM）、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学

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主要栏目有述评、论著、综述、疾病控制、

疾病监测、妇幼保健、健康教育、卫生管理和实验技术等。获得“浙江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优秀期刊特色奖”

“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编辑质量奖”“中华预防医学会期刊质量进步奖”等荣誉，2020 年入选第二十七届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2020 中国精品期刊展”，2021 年荣获“第七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奖”。

自我刊开展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以来，受到大家的欢迎，广大作者踊跃参与，精品力作不断涌现。2022 年，

我刊继续开展优秀论文评选活动，邀请编委会专家每期评选月度优秀论文，在《预防医学》杂志及官网公布获

奖名单，给第一作者颁发获奖证书；并从月度优秀论文中评选出年度一等奖 1 篇，奖励 3000 元；二等奖 2
篇，奖励 1500 元；三等奖 3 篇，奖励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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