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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6~12岁儿童屏幕暴露现况调查

刘琲琲 1，雷雪鹭 2，陈平浩 1，吴维佳 1，2，黄垂灿 2，罗庆 2，樊利春 1，2

1.海南医学院儿科学院，海南 海口 571199；2.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海南 海口 570206

摘要：目的 了解海南省 6~12岁儿童屏幕暴露情况，分析影响因素，为制定儿童屏幕暴露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于 2020年 12月—2021年 7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海南省 18个县（市）的 6~12岁儿童进行问卷调查，

收集人口学信息、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类型和视屏时间等资料。分析儿童屏幕暴露率，并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

分析儿童屏幕暴露的影响因素。结果 调查 27 501 名儿童，其中男童 13 901 人，占 50.55%；女童 13 600 人，占

49.45%。年龄为（9.22±1.86）岁。3 925名儿童存在屏幕暴露，暴露率为 14.27%。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性别（女，OR=0.859，95%CI：0.796~0.926）、年龄（OR=1.078，95%CI：1.049~1.108）、民族（少数民族，OR=1.147，
95%CI：1.041~1.254）、居住地 （农村，OR=0.869，95%CI：0.801~0.944）、父亲文化程度 （高中/中专，OR=0.879，
95%CI：0.788~0.981；大专及以上，OR=0.686，95%CI：0.589~0.818）、母亲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OR=0.706，
95%CI：0.588~0.846）、家庭类型 （其他，OR=1.250，95%CI：1.105~1.414） 和家庭年收入 （>10 万元，OR=0.741，
95%CI：0.619~0.885）是儿童屏幕暴露的影响因素。结论 海南省6~12岁儿童屏幕暴露率受到性别、年龄、民族、居

住地，以及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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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 exposure among children aged 6-12 years in Hai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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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creen exposur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6-12 year-old children
in Hainan Province,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screen exposure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Methods Children aged 6-
12 years from 18 counties (cities) in Hain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using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from December 2020 to July 202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parents' educational level, family type and screen time was
collected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screen exposure rate of children was analyzed, and factors affecting screen ex⁃
posure were identified using a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27 501 children were sur⁃
veyed, including 13 901 boys (50.55%) and 13 600 girls (49.45%). The mean age was (9.22±1.86) years. Among them,
3 925 children had screen exposure, with a screen exposure rate of 14.27%.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female, OR=0.859, 95%CI: 0.796-0.926), age (OR=1.078, 95%CI: 1.049-1.108), ethnicity (ethnic mi⁃
norities, OR=1.147, 95%CI: 1.041-1.254), place of residence (rural area, OR=0.869, 95%CI: 0.801-0.944), father's educa⁃
tional level (high school or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OR=0.879, 95%CI: 0.788-0.981;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OR=
0.686, 95%CI: 0.589-0.818), mother's educational level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OR=0.706, 95%CI: 0.588-0.846), fami⁃
ly type (others, OR=1.250, 95%CI: 1.105-1.414), and annual family income (>100 000 Yuan, OR=0.741, 95%CI: 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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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5)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screen exposure among children aged 6-12 years. Conclusion The screen expo⁃
sure among children aged 6-12 years in Hainan Province was affected by gender, age, ethnicity, place of residence, pa⁃
rental education level, family type and annual family income.
Keywords: screen exposure; children; electronic equipment; Hainan Province

屏幕暴露指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

电子游戏及可穿戴设备等电子设备的应用和接触。世

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天视屏时间

不宜超过 2 h［1］，但研究发现大部分儿童青少年每天

视屏时间远超过 WHO 推荐时长［2］，提示屏幕暴露已

成为儿童青少年的不良生活行为之一。儿童长期屏幕

暴露会导致视力损害、脊柱侧弯、超重肥胖和睡眠质

量下降等问题，甚至影响儿童语言发育和认知功

能［3-5］。6~12 岁儿童正处于逻辑思维形成的关键期，

屏幕暴露带来的愉悦感会通过神经突触的可塑性和多

巴胺奖赏系统影响儿童行为，从而对神经发育、专注

力及视力等产生不可逆的影响［6-7］。本研究对海南省

6~12 岁儿童屏幕暴露情况进行调查，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海南省除三沙市外的 18 个县（市）全部纳入调

查，于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7 月，采用多阶段分

层整群抽样方法，按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程度等划分

为海口市和三亚市、一类县、二类县和三类县 4 种

类型，从每种类型各随机抽取 3~6 个乡镇（街道），

从被抽取的乡镇（街道）各随机抽取 1 所小学，所

有在校学生纳入调查。纳入标准：（1） 6~12 岁儿童；

（2）主要带养人能理解问卷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患有传染病、遗传疾病的儿童。本研究通过海南

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2021005）。
1.2 方法

采用《海南省儿童生长发育调研问卷》［8］进行调

查。问卷内容包括：（1）人口学信息，性别、年龄、民

族和居住地等。（2）家庭情况，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类

型、主要带养人和家庭年收入。家庭类型分为核心家

庭、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其中核心家庭指儿童与父母

同住的家庭；主干家庭指儿童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同住的家庭；其他家庭指除了主干和核心家庭之外的家

庭。（3）视屏时间，每天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玩手机

等时间。屏幕暴露定义为视屏时间＞2 h/d［1，9-10］。

1.3 质量控制

每所小学由年级主任或班级老师担任调查负责

人。调查前对调查人员和负责人进行培训。现场调查

由负责人指导儿童主要带养人填写问卷。问卷数据采

用双人录入，数据不一致时核查原始问卷更正。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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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屏幕暴露率

随年龄变化的趋势分析采用趋势 χ2 检验。采用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儿童屏幕暴露的影响因素。

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 27 501 名儿童，其中男童 13 901 人，占

50.55%； 女 童 13 600 人 ， 占 49.45%。 年 龄 为

（9.22±1.86）岁。汉族 20 761 人，占 77.01%。居住

在农村 18 325 人，占 66.65%。父母均以初中及以下

学历为主，分别为 14 563 和 14 386 人，占 58.73%
和 65.88%。核心家庭 19 430 人，占 72.03%。主要

带养人以父母亲为主，24 733 人占 91.77%。家庭年

收入＜3 万元 14 792 人，占 54.98%。

2.2 儿童屏幕暴露情况

3 925 名儿童存在屏幕暴露，暴露率为 14.27%。

随年龄增加，儿童屏幕暴露率呈上升趋势 （P＜

0.05）。男童儿童屏幕暴露率高于女童；少数民族儿

童屏幕暴露率高于汉族；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类型、

主要带养人和家庭年收入不同的儿童屏幕暴露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1。

表 1 6~12 岁儿童屏幕暴露情况

Table 1 Prevalence of screen exposure among children
aged 6-12 years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6
7
8
9
10
11
12

13 901
13 600

3 956
4 567
4 315
4 289
4 211
4 217
1 946

2 101
1 824

444
568
555
573
642
732
411

15.11
13.41

11.22
12.44
12.86
13.36
15.25
17.36
21.12

16.281

163.299②

＜0.001

＜0.001

项目 调查人数
屏幕暴露

人数

屏幕暴

露率/% χ2/χ2
趋势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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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①

汉族

少数民族

居住地①

城市

农村

父亲文化程度①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母亲文化程度①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家庭类型①

核心

主干

其他

主要带养人①

父母

（外）祖父母

其他

家庭年收入/元①

＜3万
3万~
＞10万

20 761
6 197

9 171
18 325

14 563
5 743
4 490

14 386
4 521
2931

19 430
4 490
3 053

24 733
1 442

776

14 792
10 042
2 069

2 835
977

1 300
2 625

2 293
756
343

2 061
557
236

2 643
644
527

3 444
244
122

2 265
1 358

187

13.66
15.77

14.18
14.32

15.75
13.16
9.16

14.33
12.32
8.05

13.60
14.34
17.26

13.93
16.92
15.72

15.31
13.52
9.04

17.505

0.112

110.977

87.192

29.279

11.731

64.156

＜0.001

0.738

＜0.001

＜0.001

＜0.001

0.003

＜0.001

项目 调查人数
屏幕暴露

人数

屏幕暴

露率/% χ2/χ2
趋势值 P值

注：①表示数据有缺失；②表示χ2
趋势值，同列其他项为χ2值。

2.3 儿童屏幕暴露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屏幕暴露为因变量 （0=无，1=有），以表 1
中所有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逐步法，α 入=0.05，α 出=0.10）。结果显示，性别、

年龄、民族、居住地、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类型、家

庭年收入与儿童屏幕暴露存在统计学关联。见表 2。
3 讨 论

研究表明，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会影响中小学生

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11-13］。本次调查显示，海南

省 6~12 岁儿童屏幕暴露率为 14.27%，主要受到年

龄、家庭因素影响。调查对象为小学生，屏幕暴露率

较低，但随着年龄增加，屏幕暴露率呈上升趋势，建

议学校、带养人加强对儿童使用电子设备的教育和管

理，控制视屏时间，减少儿童过度屏幕暴露。

性别、年龄和居住地是 6~12 岁儿童屏幕暴露的

影响因素。女童屏幕暴露率较低，与既往研究结

果［14-15］一致，可能是因为女童更倾向于艺术手工等非

电子设备相关的娱乐活动［16］，而男童更倾向于电子游

戏等活动［17］。儿童屏幕暴露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

与国外一项风险行为监测研究结果［18］一致。随着儿

童年龄增加，主要带养人对其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管力

度可能降低［19］，导致儿童长时间沉迷于电子游戏，增

加了屏幕暴露时间。农村儿童屏幕暴露率较低，与成

雪等［13］调查的 2016—2017 年海南省农村中小学生视

屏时间少于城市的研究结果相同，可能与农村自然环

境好，主要带养人及儿童户外活动时间较长等有关。

6~12 岁儿童屏幕暴露受到家庭的物质环境、文

化环境和人际交流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年收入>

10 万元、父母文化程度较高和核心家庭的儿童屏幕

暴露率较低，与相关研究结果［11，20-22］一致。家庭收

入和父母文化程度可能影响父母亲的认知、态度及健

康行为，从而影响儿童的生活方式，研究发现父母屏

幕暴露时间与子女屏幕暴露时间呈正相关［23］。因此，

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父母文化程度较高的儿童会使用

电子设备的次数相对较少、时间较短。核心家庭的亲

子关系更密切、稳定，父母亲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方式

满足孩子的情感和社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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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12 岁儿童屏幕暴露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screen exposure among children aged 6-12 years
变量

性别

女

年龄

民族

少数民族

居住地

农村

父亲文化程度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母亲文化程度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家庭类型

主干

其他

家庭年收入/元
3万~
＞10万

常量

参照组

男

汉族

城市

初中及以下

初中及以下

核心

＜3万

β

-0.152
0.075

0.137

-0.140

-0.128
-0.365

-0.094
-0.349

0.089
0.223

-0.049
-0.300
-1.753

xs

0.038
0.014

0.050

0.042

0.056
0.084

0.060
0.093

0.052
0.063

0.042
0.091
0.075

Wald χ2值

15.670
28.989

7.645

11.160

5.263
19.014

2.489
14.185

2.933
12.641

1.343
10.855

547.416

P值

<0.001
<0.001

0.006

<0.001

0.022
<0.001

0.115
<0.001

0.087
<0.001

0.164
0.013

<0.001

OR值

0.859
1.078

1.147

0.869

0.879
0.694

0.910
0.706

1.094
1.250

0.952
0.741
0.173

95%CI

0.796~0.926
1.049~1.108

1.041~1.254

0.801~0.944

0.788~0.981
0.589~0.818

0.810~1.023
0.588~0.846

0.987~1.212
1.105~1.414

0.876~1.034
0.619~0.885

·· 5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