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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小学生家庭用眼卫生调查

俞丹丹，孙重秀，李晨晨，韩东方，马瑞鸿，王丽华

上海市金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儿少科，上海 201599

摘要：目的 了解上海市金山区小学三~五年级学生家庭用眼卫生，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

整群抽样方法，于2021年12月—2022年1月抽取金山区小学三~五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观测家庭阅读环境，包括学

习专用桌椅高度、桌面颜色和强度。通过问卷调查小学生放学后和周末的读写时间、视屏时间、户外活动时间、睡眠

时间和用眼行为习惯。结果 调查330名小学生，其中男生179人，占54.24%；女生151人，占45.76%。三、四、五年

级分别占36.36%、36.36%和27.27%。桌椅高度与身高不匹配占94.24%，使用深色桌面占25.45%，桌面反光占26.67%，

读写照度＜300 lx占 48.48%。放学后读写时间≥1 h占 56.36%，视屏时间≥0.5 h占 15.76%，户外活动时间＜1 h 占

86.97%，睡眠时间＜10 h占88.48%；周末读写时间≥2 h占42.42%，视屏时间≥1 h占29.70%，户外活动时间＜2 h占

65.45%，睡眠时间＜10 h占 55.76%。总是持续用眼每 30~40 min休息 10 min占 28.18%。读写时总是胸口距离桌子

10 cm、眼距离书本33 cm和手指距离笔尖3 cm分别占30.91%、26.36%和35.15%。视屏时总是距离电视机＞3 m、距

离电脑＞50 cm和距离手机＞40 cm分别占35.45%、40.91%和22.73%。结论 金山区小学三~五年级家庭用眼环境仍需

改善，存在不良用眼行为，尤其是桌椅高度与身高不匹配和睡眠不足问题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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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household eye hygiene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Jinshan District

YU Dandan, SUN Chongxiu, LI Chenchen, HAN Dongfang, MA Ruihong, WANG Lihua
Shanghai Jinshan Disease Center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epartment of Hygiene of Food and Adolescents, Shanghai

20159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household eye hygiene among students at grades 3 to 5 in primary schools in
Jinshan District, Shanghai Municipality,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management of myopia among children and ad⁃
olescents. Methods Students at grades 3 to 5 in primary schools were sampled in Jinshan District using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from December 2021 to January 2022. The household reading environments were observed, in⁃
cluding the height of the learning desk and chair, desk surface color and strength. The dur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duration of watching TV and videos, duration of outdoor activities, duration of sleep and eye use behaviors and habits
after school and at weekend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questionnaires. Results A total of 330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surveyed, including 179 boys (54.24%) and 151 girls (45.76%), and there were 36.36% grade 3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36.36% grade 4 students and 27.27% grade 5 students. There were 94.24%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at
used the desk and chair with heights mismatched to students' heights, 25.45% that used desks with dark surface,
26.67% that used desks with light reflection, and 48.48% that used desk lamps with an illumination intensity of <300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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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ere 56.36% of students with reading and writing duration of 1 h and longer, 15.76% with watching duration of
0.5 h and longer, 86.97% with outdoor activity duration of <1 h and 88.48% with sleep duration of <10 h after
school, and 42.42% with reading and writing duration of 2 h and longer, 29.70% with watching duration of 1 hour and
longer, 65.45% with outdoor activity duration of <2 h and 55.76% with sleep duration of <10 h at weekends. There
were 30.91%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10 cm distance from chest to desk, 26.36% with 33 cm distance from
eyes to books and 35.15% with 3 cm distance from fingers to pen points when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35.45% with >

3 m distance from TV, 40.91% with >50 cm distance from computers, and 22.73% with >40 cm distance from cell
phones when watching TV or videos. Conclusions The household eye use environments remain to be improved, and
there are poor eye use behaviors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t grades 3 to 5 in Jinshan District, Shanghai Municipal⁃
ity; notably, mismatch between the desk and chair height and students' body height and inadequate sleep are common.
Keywords: myopia; primary school; family; visual behavior; health education

近视是儿童青少年常见病之一，2020 年我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率为 52.7%，低龄化问题突出［1］。随

着课业负担的加重，近视发生风险增加，每升高 1
个年级，小学生近视率增加 9.3 个百分点［1］。研究

显示，儿童青少年近视可能与课桌椅高度、用眼行

为、读写姿势和睡眠时间等有关［2-3］。2018 年教育

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

施方案》，提出至 2030 年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新发

近视率明显下降，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 38% 以下的

目标［4］。良好用眼行为和视觉环境需要学校和家庭

的共同努力，调查上海市金山区小学三~五年级学生

家庭用眼行为和视觉环境，为儿童青少年早期近视防

控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 月，采用

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从金山区 11 个街道（乡镇）各

随机抽取 1 所小学，从每所小学的三~五年级各随机

抽取 1 个年级，从抽中的年级中各随机抽取 1 个班

级的全体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及其家长均签署

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进行入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小学生近 2
周放学后和周末的用眼时间，包括阅读时间、视屏时

间、户外活动时间和睡眠时间；用眼行为，包括用眼

间隔时间、读写姿势和电子产品视屏距离。观测家庭

阅读环境，包括学习专用桌椅高度、桌面颜色和桌面

照度。相关行为发生频率：总是，6~7 d/周；经常，

3~5 d/周；偶尔，1~2 d/周。

1.3 判断标准 根据 GB/T 26343—2010《学生健康

监测技术规范》［5］，测量小学生身高，根据 GB/T
3976—2014《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6］测

量家庭书桌椅高度，评估身高与桌椅高度匹配情况。

根据 GB 7793—2010《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

标准》［7］，测量桌面照度。在没有自然光和其他光源

影响下，将灯具置于日常读写位置，待光源燃点稳定

后，使用光照度计（TES1332A，台湾泰仕）测量桌

面 9 个点的照度并计算平均值，桌面照度应不低于

300 lx。根据 GB/T 17223—2012《中小学生一日学习

时间卫生要求》［8］，小学生每日睡眠时间应≥10 h。
1.4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0 软件录入数据，采

用 SPSS 22.0 软件统计分析。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

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小学生 330 人，其中男生 179
人，占 54.24%；女生 151 人，占 45.76%。三、四、

五年级分别为 120、 120 和 90 人，占 36.36%、

36.36% 和 27.27%。

2.2 小学生家庭阅读环境 无学习专用桌椅 27 人，

占 8.18%。桌椅高度与身高不匹配 311 人，占

94.24%。使用深色桌面 84 人，占 25.45%。桌面反

光 88 人 ， 占 26.67%。 使 用 台 灯 236 人 ， 占

71.52%；台灯放置在写字手同侧或前方 111 人，占

33.64%。读写照度＜300 lx 160 人，占 48.48%。不

同年级学生桌椅高度与身高不匹配、使用深色桌面、

桌面反光和台灯放置在写字手同侧或前方的比例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3 小学生用眼时间 小学生放学后读写时间≥1 h
186 人，占 56.36%；视屏时间≥0.5 h 52 人，占

15.76%；户外活动时间＜1 h 287 人，占 86.97%；睡

眠时间＜10 h 292 人，占 88.48%。周末读写时间≥
2 h 140 人，占 42.42%；视屏时间≥1 h 98 人，占

29.70%；户外活动时间＜2 h 216 人，占 65.45%；睡

眠时间＜10 h 184 人，占 55.76%。

不同性别小学生放学后视屏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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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0.05），其中男生放学后视屏时间≥0.5 h 的

比例高于女生。不同年级小学生周末视屏时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三年级学生周末视屏时

间≥1 h 的比例较高。不同年级小学生放学后睡眠时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五年级学生放

学后睡眠时间＜10 h 的比例较高。见表 2。

表 1 金山区不同性别和年级小学生家庭阅读环境比较［n（%）］

Table 1 Comparison of household reading environments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and grades

in Jinshan District [n (%)]

项目 Item

无学习专用桌椅

No desks and chairs only for study
桌椅高度与身高不匹配

Mismatch between the height of desk
and chair and height of student

深色桌面Dark desk surface
桌面反光Desk with light reflection
台灯放置在写字手同侧或前方

Lamp on the same side or in front of the
writing hand

桌面照度<300 lx
Illumination intensity of <300 lx

性别Gender
男Male

17 （9.50）

171（95.53）

46（25.70）
53（29.61）
55（30.73）

83（46.37）

女Female
10（6.62）

140（92.72）

38（25.17）
35（23.18）
56（37.09）

77（50.99）

χ2 值

0.901

1.197

0.001
1.732
2.209

0.701

P值

0.343

0.274

0.993
0.188
0.137

0.402

年级Grade
三Three
9 （7.50）

105（87.50）

20（16.67）
26（21.67）
27（22.50）

59（49.17）

四Four
14（11.67）

119（99.17）

21（17.50）
21（17.50）
51（27.50）

63（52.50）

五Five
4 （4.44）

87（96.67）

43（47.78）
41（45.56）
33（36.67）

38（42.22）

χ2 值

3.688

16.391

35.521
23.111
8.614

2.210

P值

0.158

<0.001

<0.001
<0.001
0.013

0.331

表 2 金山区小学三~五年级学生用眼时间比较［n（%）］

Table 2 Comparison of eye use duration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t grades 3 to 5 in Jinshan District [n (%)]

放学后读写时间

Reading and writing duration after school/h
<1
≥1

周末读写时间

Reading and writing duration at weekends/h
<2
≥2

放学后视屏时间Watching duration after school/h
<0.5
≥0.5

周末视屏时间Watching duration at weekends/h
<1
≥1

放学后户外活动时间

Outdoor activitiy duration after school/h
<1
≥1

78（43.58）
101（56.42）

104（58.10）
75（41.90）

143（79.89）
36（20.11）

126（70.39）
53（29.61）

156（87.15）
23（12.85）

66（43.71）
85（56.29）

86（56.95）
65（43.05）

135（89.40）
16（10.60）

106（70.20）
45（29.80）

131（86.75）
20（13.25）

0.001

0.044

5.587

0.906

0.011

0.981

0.834

0.018

0.341

0.915

50（41.67）
70（58.33）

69（57.50）
51（42.50）

97（80.83）
23（19.17）

74（61.67）
46（38.33）

98（81.67）
22（18.33）

52（43.33）
68（56.67）

70（58.33）
50（41.67）

106（88.33）
14（11.67）

90（75.00）
30（25.00）

108（90.00）
12（10.00）

42（46.67）
48（53.33）

51（56.67）
39（43.33）

75（83.33）
15（16.67）

68（75.56）
22（24.44）

81（90.00）
9（10.00）

0.530

0.059

2.620

6.744

4.680

0.767

0.971

0.270

0.034

0.096

项目 Item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χ2 值 P值

年级Grade
三Three 四Four 五Five χ2 值 P值

··1183



预防医学 2022年11月第 34 卷第11期 Prev Med, Nov. 2022, Vol. 34 No.11

周末户外活动时间

Outdoor activity duration at weekends/h
<2
≥2

放学后睡眠时间Sleep duration after school/h
<10
≥10

周末睡眠时间Sleep duration at weekends/h
<10
≥10

112（62.57）
67（37.43）

156（87.15）
23（12.85）

100（55.87）
79（44.13）

104（68.87）
47（31.13）

136（90.07）
15 （9.93）

84（55.63）
67（44.37）

1.440

0.683

0.002

0.230

0.408

0.996

81（67.50）
39（32.50）

99（82.50）
21（17.50）

69（57.50）
51（42.50）

70（58.33）
50（41.67）

107（89.17）
13（10.83）

70（58.33）
50（41.67）

65（72.22）
25（27.78）

86（95.56）
4 （4.44）

45（50.00）
45（50.00）

7.736

8.689

1.680

0.094

0.013

0.432

项目 Item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χ2 值 P值

年级Grade
三Three 四Four 五Five χ2 值 P值

2.4 小学生用眼行为 总是持续用眼每 30~40 min
休息 10 min 93 人，占 28.18%。读写时总是胸口距

离桌子 10 cm（1 拳）、眼距离书本 33 cm（1 尺）和

手指距离笔尖 3 cm （1 寸）分别为 102、87 和 116

人，占 30.91%、26.36% 和 35.15%。视屏时总是距

离电视机＞3 m、距离电脑＞50 cm 和距离手机＞

40 cm 分 别 为 117、 135 和 75 人 ， 占 35.45%、

40.91% 和 22.73%。见表 3。

表 3 金山区小学三~五年级学生用眼行为［n（%）］

Table 3 Eye use behaviors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t grades 3 to 5 in Jinshan District [n (%)]

项目 Item

持续用眼Continual use of eyes
持续用眼每30~40 min休息10 min
Rest for 10 min after a short interval of 30 to 40 min

读写姿势Posture when reading and writing
胸口距离桌子10 cm 10 cm distance from chests to tables
眼距离书本33 cm 33 cm distance from eyes to books
手指距离笔尖3 cm 3 cm distance from fingers to pen points

视屏距离Distance between eyes and electronic screens
距离电视机＞3 m ＞3 m distance from TV sets
距离电脑＞50 cm ＞50 cm distance from computers
距离手机＞40 cm ＞40 cm distance from cell phones

总是Always

93（28.18）

102（30.91）
87（26.36）

116（35.15）

117（35.45）
135（40.91）
75（22.73）

经常Often

147（44.55）

132（40.00）
134（40.61）
122（36.97）

126（38.18）
106（32.12）
135（40.91）

偶尔Sometime

79（23.94）

72（21.82）
83（25.15）
56（16.97）

48（14.55）
57（17.27）
88（26.67）

从不Never

11 （3.33）

24 （7.27）
26 （7.88）
36（10.91）

30 （9.09）
15 （4.55）
32 （9.70）

3 讨 论

学生在校期间活动一般由学校统一安排，学习生

活差异较小。本研究调查学生家庭视觉环境及用眼行

为，就上学日和周末不同情况，对课后读写时间、睡

眠、户外活动、视屏行为分别进行调查，结果更加符

合实际。以小学三~五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是因为

较一、二年级学生来说，三年级及以上学生学习任务

更重，近视风险更大。有监测结果显示，小学生近视

存在明显的性别和年级差异［9-10］。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小学生家庭视觉环境和用眼时间无性别差异，部

分指标在不同年级间存在差异。

四、五年级学生处于身高快速增长期，桌椅高度

与身高不匹配比例较高。小学生长期使用过低的桌椅

易形成不良读写姿势，影响脊柱的生长发育。研究显

示，良好的照明环境可以有效降低中小学生视力不良

发生率［11-12］。读写时桌面照度应不低于 300 lx［7］，

家庭使用照明灯的照度较低，难以满足读写要求，需

表 2（续） Table 2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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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台灯提高局部亮度。仅使用台灯，桌面局部亮

度得到提高，但与周围环境形成明暗对比，不利于保

护视力。因此，在使用台灯时，房间顶灯也应开启。

桌面有光泽度时，顶灯、天花板和墙面易在桌面上产

生光幕反射，使人眩晕。相关研究推荐桌面颜色和材

料选择反射比在 30%~70% 的淡色无光泽材料［13］，

且书本纸张多为淡色，与淡色桌面不易形成强烈的视

觉差。

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要求，小学三~五
年级学生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应不超过 60 min［14］。本

次调查结果显示，56.36% 的小学生放学后读写时间

≥1 h，长时间的课后读写增加了近视风险［10，15］。

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可对近视起到保护作用［16］。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仅 26.36% 的小学生能够做到

总是保持眼距离书本 33 cm。提示家长应督促小学生

形成正确的读写姿势，可以利用坐姿矫正器辅助矫正

读写姿势［17］。

充分的户外活动可缓解视疲劳，同时光照可诱导

多巴胺释放，阻止眼球伸长，有效预防近视［18-19］。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小学生

每天在校内接触自然光进行户外活动的时间应不少于

60 min［4］。建议路途较近的学生选择步行上下学。移

动电子设备是近视的独立危险因素［20］，本次调查发

现金山区小学生放学后视屏时间≥0.5 h 占 15.76%，

周末视屏时间≥1 h 占 29.70%，视屏时间控制较好，

但保持适当视屏距离的意识仍应提高。此外，睡眠不

足可促进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发生［21］。本次调查

88.48% 的小学生上学日睡眠时间不足 10 h，且随年

级增加，课业负担加重，睡眠不足的比例增高。综

上，近视防控需要良好的家庭用眼环境，家长应督促

孩子养成良好用眼和作息习惯。
志谢 本研究得到了金山区 11 个街镇（高新区）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 11 个学校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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