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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中小学生行为生活方式对近视影响的
潜在类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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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应用潜在类别分析宁波市鄞州区中小学生行为生活方式对近视的影响，为预防中小学生近视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鄞州区6所中小学校1 547名学生，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与近视相关的行为生活方式，

并进行近视筛查。对中小学生近视相关的行为生活方式进行潜在类别分析，采用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行为生活方

式类别与近视的关系。结果 发放问卷1 547份，回收有效问卷1 494份，问卷有效率为96.57%。调查小学247人，占

16.53%；初中 452人，占 30.25%；高中 532人，占 35.61%；职业高中 263人，占 17.60%。男生 773人，占 51.74%；女

生 721人，占 48.26%。经潜在类别分析分为健康行为组（37.68%）、读写疲劳组（42.64%）和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组

（19.68%） 3个行为生活方式潜在类别，近视率分别为 79.22%、88.38%和 86.73%。其中，读写疲劳组和视屏疲劳及饮

食不良组以中度近视为主，健康行为组以轻度近视为主。与健康行为组比较，读写疲劳组（OR=1.996，95%CI：1.454~
2.739）、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组（OR=1.715，95%CI：1.157~2.543）的近视风险较高。结论 读写时间长、运动和睡眠

不足、视屏时间长、含糖饮料和油炸食物摄入频率高可能增加鄞州区中小学生近视风险，可针对不同行为生活方式类

别人群制定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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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ifestyle behaviors on myopia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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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lifestyle behaviors on myopia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Yinzhou District, Ningbo City using latent class analysis,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prevention of myopia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 547 students were sampled from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Yinzhou District using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Myopia-associated lifestyle behaviors were collect⁃
ed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visual acuity was tested. Myopia-associated lifestyle behaviors were subjected to latent
class analysis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ifestyle behaviors and risk of my⁃
opia was examined using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1 547 questionnaires were allocated, and
1 49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with an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96.57%. There were 247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16.53%), 452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30.25%), 532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35.61%) and 263 voca⁃
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17.60%), and 773 men (51.74%) and 721 women (48.26%). Latent class analysis sh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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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students' lifestyle behavior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including the healthy behavior group (37.68%), read⁃
ing and writing fatigue group (42.64%), and video fatigue and poor diet group (19.68%), with myopia prevalence of
79.22%, 88.38% and 86.73%, respectively. Moderate myopia was predominant in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fatigue group
and video fatigue and poor diet group, and low myopia was predominant in the healthy behavior group. A higher risk
of myopia was found in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fatigue group (OR=1.996, 95%CI: 1.454-2.739) and video fatigue and
poor diet group (OR=1.715, 95%CI: 1.157-2.543) than in the healthy behavior group. Conclusions Long reading and
writing duration, insufficient exercise and sleep, long video watching duration, and high intake frequency of sugary
drinks and fried foods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myopia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Yinzhou District. Tar⁃
geted myopia interventions are required tailored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lifestyle behaviors.
Keywords: lifestyle behavior; myopia; student; latent class analysis

近视已成为影响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主要公

共卫生问题［1］。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2020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为 52.7%，较 2019 年上

升 2.5 个百分点，低龄化特点突出［2］。国内外研究

表明，运动、营养、睡眠和用眼行为等行为生活方

式与近视密切相关［3-5］。既往近视风险因素研究多

以变量为中心，将人群视为一个同质的总体，分析

单个或多个因素对该总体产生的综合效应，但忽略

了研究对象的群体异质性，可能造成研究误差乃至

干预方向上的偏差。潜在类别分析是探讨分类外显

变量背后类别潜变量的一种统计学方法［6］。通过行

为生活方式的潜在类别分析，可将人群分为若干小

的、同质的潜在类别组，有利于识别高风险组，并

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方案，实现干预效果的最大

化。本研究调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小学生近视

相关的行为生活方式，采用潜在类别分析进行分

类，比较不同潜在类别组的近视风险，为预防中小

学生近视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22 年 9—12 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

法，从鄞州区城区随机抽取 5 所学校（小学、初中

和职业高中各 1 所，高中 2 所），乡镇随机抽取 1 所

学校（初中）；再从小学 4～6 年级，初中、高中和

职业高中每个年级各抽取 2 个班级，以班级学生为

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开展调查，学生自主

填写问卷并上传至浙江省健康状况综合监测评价系

统。问卷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的《2022 年

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项目调查表》，

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家庭类型（核心家庭指由两代人

组成的家庭；大家庭指由三代人及以上组成的家庭），

父母近视情况，以及饮用含糖饮料、食用油炸食物、

食用新鲜水果、白天户外活动、周末或节假日运动、

睡眠时间、课桌椅高度调整、上文化类补习班、作业

和读写时间、近距离用眼休息、眼与电脑屏幕距离和

家长限制视屏时间等行为生活方式。

1.2.2 近视筛查方法及判定标准

近视筛查及判定依据《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

技术指南（更新版）》［7］，筛查内容包括远视力检查

和非睫状肌麻痹状态下电脑自动验光的屈光检测。单

眼裸眼视力＜5.0 且等效球镜度数（spherical equiva⁃
lent，SE）＜-0.5 D 判定为近视，并根据 SE 进行分

级：-3.0 D ≤SE＜-0.5 D 为轻度近视；-6.0 D≤SE＜

-3.0 D 为中度近视；SE＜-6.0 D 为高度近视。近视

筛查由专业体检医师与验光师配合完成，检查当天质

控人员随机抽取 5% 进行复测与校正。

1.2.3 潜在类别分析

采用 Latent GOLD 5.0 软件进行潜在类别分析。

参考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 （更新

版）》《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综合报告

2005》，结合鄞州区实际情况将连续或多分类的行为

生活方式数据转化为二分类外显变量。以行为生活方

式作为外显变量构建潜在类别模型，从 1 个潜在类

别起逐渐增加类别个数并分析比较各个模型的 P 值。

若 P＜0.05 提示该模型外显变量间的相依关联未被充

分解释，可继续增加潜在类别个数；若 P＞0.05 提示

模型不再包含可分类别，通过模型检验。在通过检验

的备选模型中，采用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
formation critetion，BIC） 和修正的赤池信息准则

（corrected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CAIC） 评选

出最优模型，数值越小则拟合越理想。比较各个潜在

类别组的近视率及近视程度分布差异。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统计分析。定量资料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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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M（QR）］

描述。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潜

在类别与近视的关联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检

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人口学特征

发放问卷 1 547 份，回收有效问卷 1 494 份，问

卷有效率为 96.57%。调查对象年龄 9~19 岁，M
（QR）为 15（4）岁。小学 247 人，占 16.53%；初中

452 人，占 30.25%；高中 532 人，占 35.61%；职业

高中 263 人，占 17.60%。男生 773 人，占 51.74%；

女生 721 人，占 48.26%。核心家庭 1 033 人，占

69.14%；大家庭 461 人，占 30.86%。本地户籍 982
人，占 65.73%；外地户籍 512 人，占 34.27%。近视

1 264 人，占 84.61%；轻度近视 496 人，中度近视

552 人，高度近视 157 人，无法判断 59 人。父亲近

视 255 人 ， 占 17.07%； 母 亲 近 视 288 人 ， 占

19.28%；父母都近视 421 人，占 28.18%；父母都不

近视 530 人，占 35.48%。

2.2 行为生活方式的潜在类别分析

2.2.1 潜在类别模型建立与评价

对行为生活方式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出对近视

可能有影响的 12 个变量，见表 1。建立潜在类别模

型，当类别数为 3 时，BIC 值和 CAIC 值均为最小，

分别为 19 287.15 和 19 325.15，P=0.170＞0.05，模

型通过检验，拟合程度最理想。

表 1 中小学生不同行为生活方式的近视率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myopia prevalence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ifestyle behaviors

饮用含糖饮料/（次/d）
＜1
≥ 1

食用油炸食物/（次/d）
＜1
≥ 1

食用新鲜水果/（种/d）
≥ 1
＜1

白天户外活动/（h/d）
≥ 1
＜1

周末或节假日运动/（h/d）
≥ 1
＜1

睡眠时间

充足

缺乏

1 404
90

1 431
63

1 175
319

912
582

418
1 076

470
1 024

1 192
18

226
4

194
36

150
80

95
135

78
152

84.90
20.00

15.79
6.35

16.51
11.29

16.45
13.75

22.73
12.55

16.60
14.84

1.559

4.132

5.259

1.991

23.957

0.759

0.212

0.042

0.022

0.158

＜0.001

0.384

行为生活方式
调查

人数

近视

人数

近视

率/% χ2值 P值

课桌椅高度调整/（次/年）

≥ 1
＜1

上文化类补习班/（h/周）

＜2
≥ 2

作业和读写时间/（h/d）
＜2
≥ 2

近距离用眼休息/（次/30 min）
＜2
≥ 2

眼与电脑屏幕距离/cm
＞66
≤ 66

家长限制视屏时间/（h/d）
≤ 1
>1

922
572

1 262
232

809
685

465
1 029

525
969

922
572

165
65

213
17

141
89

84
146

99
131

151
79

17.90
11.36

16.88
7.33

17.43
12.99

18.06
14.19

18.86
13.52

16.38
13.81

11.565

13.723

5.605

3.694

7.449

1.785

0.001

＜0.001

0.018

0.055

0.006

0.182

行为生活方式
调查

人数

近视

人数

近视

率/% χ2值 P值

2.2.2 潜在类别分组及人口学特征

调查对象分为 3 组，健康行为组行为生活方式

相对健康，563 人占 37.68%；读写疲劳组运动少、

睡眠不足且读写时间相对更长，637 人占 42.64%；

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组视屏时间长，含糖饮料和油炸

食物摄入频率相对更高，且水果种类摄入少，294 人

占 19.68%。见图 1。

健康行为组初中学生比例较高，读写疲劳组高

中学生比例较高，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组职业高中

学生比例较高。读写疲劳组的父母至少一方近视的比

例相对较高，健康行为组次之，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

组较低。不同类别组的年级、籍贯、家庭类型和父母

近视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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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个潜在类别各项目条件概率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of each item in three latent classes

表 2 不同潜在类别组人口学特征比较［n（%）］

Table 2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mong different latent classes [n (%) ]
项目

年级

小学

初中

高中

职业高中

籍贯

本地

外地

性别

男

女

父母近视情况

父亲近视

母亲近视

都近视

都不近视

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

大家庭

和兄弟姐妹生活

是

否

和（外）祖父母生活

是

否

健康行为组（n=563）

173（30.73）
184（32.68）
122（21.67）
84（14.92）

341（60.57）
222（39.43）

314（55.77）
249（44.23）

92（16.34）
102（18.11）
150（26.64）
219（38.90）

357（63.41）
206（36.59）

177（31.44）
386（68.56）

134（23.80）
429（76.20）

读写疲劳组（n=637）

68（10.68）
234（36.73）
292（45.84）
43 （6.75）

476（74.73）
161（25.27）

312（48.98）
325（51.02）

116（18.21）
139（21.82）
203（31.87）
179（28.10）

467（73.31）
170（26.69）

181（28.41）
456（71.59）

138（21.66）
499（78.34）

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组（n=294）

6 （2.04）
34（11.56）

118（40.14）
136（46.26）

165（56.12）
129（43.88）

147（50.00）
147（50.00）

47（15.99）
47（15.99）
68（23.13）

132（44.90）

209（71.09）
85（28.91）

105（35.71）
189（64.29）

50（17.01）
244（82.99）

χ2值

396.268

41.588

5.967

30.238

14.384

5.097

5.281

P值

＜0.001

＜0.001

0.051

＜0.001

＜0.001

0.078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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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各潜在类别组与近视的关联分析

健康行为组、读写疲劳组和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

组近视率分别为 79.22%、88.38% 和 86.73%，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组近

视程度最高，读写疲劳组次之，健康行为组最低（P＜
0.05）。见表 3。以近视（0=未近视，1=近视）为因

变量，潜在类别组为自变量（以健康行为组为参照

组）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向前：LR）。结果显示，

读写疲劳组近视风险是健康行为组的 1.996 倍

（95%CI：1.454~2.739，P＜0.001）；视屏疲劳及饮食

不良组近视风险是健康行为组的 1.715 倍（95%CI：
1.157~2.543，P=0.007）。

表 3 不同潜在类别组近视情况比较［n（%）］

Table 3 Comparison of myopia prevalence among different latent classes [n (%)]

近视情况

近视

是

否

近视程度

轻度

中度

高度

健康行为组（n=563）

446（79.22）
117（20.78）

207（48.03）
183（42.46）
41 （9.51）

读写疲劳组（n=637）

563（88.38）
74（11.62）

216（40.61）
244（45.86）
72（13.53）

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组（n=294）

255（86.73）
39（13.27）

73（30.17）
125（51.65）
44（18.18）

χ2值

20.546

23.991①

P值

＜0.001

＜0.001

注：59名学生因夜戴角膜塑形镜，无法判断近视程度，故该项数据有缺失；①表示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

3 讨 论

本研究应用潜在类别分析，将中小学生人群按近

视相关的行为生活方式分成了 3 个潜在类别，分别

为健康行为组、读写疲劳组和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

组，占 37.68%、42.64% 和 19.68%；读写疲劳组和

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组学生的近视风险要高于健康行

为组。

与健康行为组相比，其他两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近视相关危险行为。读写疲劳组以运动和睡眠不足而

读写时间较长为主要特征，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组含

糖饮料和油炸食物摄入过多且视屏时间较长。本研究

发现，读写疲劳组高中学生比例较高，视屏疲劳及饮

食不良组职业高中学生比例较高，可能与随学龄升高

而增加的学业负担有关［8］。高中学生通常近距离用

眼时间多，运动、睡眠时间少，而职业高中学生学业

负担相对较小，但使用电子产品、消费高糖高热量食

物的机会相对增加，最终导致两组行为生活方式的差

异。读写疲劳组学生的父母至少一方近视的比例较

高，可能是因为父母近视与其受教育程度高有关，父

母的受教育程度可能影响子女的阅读时间、行为习惯

养成等［9］。

读写疲劳组和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组的近视率高

于健康行为组，与 LI 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读写疲劳组近视风险是健康行为

组的 1.996 倍，视屏疲劳及饮食不良组近视风险是健

康行为组的 1.715 倍。从近视程度来看，视屏疲劳及

饮食不良组的中度、高度近视比例均最高，可能与营

养素摄入不足、高糖高脂饮食摄入较多有关。蔬菜水

果中的叶黄素［11］、玉米黄质［12］有利于减少高度近视

患者的黄斑色素流失，花青素［13］可通过松弛睫状肌

改善视力不良；但过量摄入糖会降低血液维生素 D
水平，进而通过维生素 D -多巴胺机制引起近

视［14-15］。此外，较长的视屏时间也是增加学生近视

的重要因素［16-17］。

综上所述，建议对鄞州区中小学生加强健康教

育，开展专家入园讲座等科普活动，针对不同的行为

生活方式类别组学生制定相应的近视干预方案，预防

和控制学生近视风险。本研究仅选取鄞州区 6 家中

小学校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建立的潜在类别模型基

于本地区学生，模型外推性有待验证。纳入研究的人

口学信息还缺少家长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今后研

究应予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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