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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危机”来势汹汹

6月 6日是第 27个全国爱眼日，今

年的主题为关注普遍眼健康，共筑“睛”

彩大健康。

其中，近视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眼健

康问题之一。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很多人

因过度用眼、视力疲劳、缺乏运动和光

照，引发了不同程度的“视力危机”。近

年来，由于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近视发

病率急剧上升，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

度重视。

低龄化问题突出

近视是一种屈光不正状态，是指

人眼在调节放松状态下，平行于视轴

进入眼睛的光线经眼球屈光系统后聚

焦在视网膜之前的病理状态，主要表

现为远视力下降。

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

教育部、财政部开展的全国儿童青少年

近视调查工作显示，全国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为 53.6%，其中幼儿园儿童近

视率为 14.5%，小学生近视率为 36.0%，

初中生近视率为 71.6%，高中生近视率

为 81.0%。

“小学生和初中生是近视防控的重

点群体。”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

究所研究员董彬认为，中国低年龄儿童

的近视问题更为突出。

调查显示，从小学一年级至小学

六年级，近视率由 15.7% 增长至

59.0% ，从初中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

近视率由 64.9% 增长至 77.0% 。由此

可见，随着年级的升高，小学生和初中

生近视率快速增长。

在近视的性别与地区的差异方面，也

有学者进行了研究。一项对 1998~2016

年的 22项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共包

含中国 19.3 万名 6~18 岁儿童的视

力数据。结果发现，女生近视问题较

男生更为突出，中国女生近视率

（42.2%）总体高于男生（37.7%），女

生的近视和高度近视风险分别是男生

的 1.29 倍和 1.37 倍。此外，城市儿

童近视率为 48.8% ，远高于乡村儿童

31.9% 的近视率。

警惕病理性近视致盲

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副院长魏文斌介绍，根据病程进展和病

理变化，近视可分为单纯性近视和病理

性近视。单纯性近视屈光度通常在 - 6.0D

以内，随着年龄增长而渐趋稳定，不伴有

眼底病变。而病理性近视是指眼轴明

显延长（常大于 26.5m m），且伴有眼

底病理性改变的高度近视，屈光度多在

- 8.0D 以上。

现实中，公众易将病理性近视和高度

近视相混淆。早期流行病学研究中常把严

重的近视性屈光不正（< - 5.0D、< - 6.0D、

< - 8.0D）、较长眼轴 （> 26.0m m、≥

26.5m m）或是两者的组合用于定义“病理

性近视”，然而这一定义无法明确区分“高

度近视”和“病理性近视”。

“正是由于缺乏标准化的定义，病

理性近视的临床诊断和不同流行病学

研究之间的比较也变得十分困难。目

前，国际上对于病理性近视已有两种

较为公认的组织学定义，第一种是基

于后巩膜葡萄肿的定义，第二种是基

于近视性黄斑病变的定义。”魏文斌表

示，我国近视人数多达 6 亿，高度近视

人群占比达 9% ，高度近视人群中有

2% ~3%为病理性近视，病理性近视已

成为我国主要的致盲性眼病。

环境因素影响最大

那么，近视是如何发生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

任医师王宁利指出，迄今为止，近视发生

和发展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普遍认为

是基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近年

来，全基因组扫描连锁分析、全基因组关

联分析等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促进了近视眼致病基因的相关研究。

研究表明，近视眼为多因素决定疾

病，目前已发现近 500个与近视眼相关

的单核苷酸多肽位点，但这些基因对人

群屈光状态变异的可解释比例较低，不

足 10%。

“近视眼是多基因疾病，研究难度

高，已被发现的基因或单核苷酸的多态

性仍有待进一步进行重复性验证和研

究。”王宁利表示，近视发生和发展过程

中的关键信号通路或关键蛋白还在探索

中，尚未找到防治近视眼的最佳作用位

点。这些问题均需要相关人员开展大量

科研工作进行攻关，明

确近视发生和发展的

内在机制。”

江苏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儿童青少年

健康教育促进所所长

张凤云认为，近视的发生是基因和环境

因素的共同作用，而环境因素的影响较

大。在环境因素中，户外活动时间较短、

视近工作时间过长、读写姿势不正确、采

光照明不合格等被认为是导致近视的重

要因素。

此外，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

主任医师郭承伟提到，睡眠时间不足、睡

眠障碍可能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重要影

响因素。眼球屈光发育的信号机制以视网

膜昼夜节律为中心，当视网膜神经递质与

视网膜生物钟发生相互作用时，此信号机

制控制眼球的生长和大小的昼夜节律，从

而调节眼球的屈光发育。

郭承伟补充道，长期暴露在含有

PM 2.5和臭氧的空气中造成的氧化应激和

慢性炎症可能会影响睫状肌的调节功能，

使晶状体弹性下降，最终导致近视，未来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这一猜测。

危害不容小觑

近视带来的危害，不是戴眼镜能解

决的。

魏文斌提到，病理性近视导致视力

损害的原因多种多样。病理性近视患者

眼前常出现黑影飘动、视力突然下降或

视物变色变形等症状。由于玻璃体发生

液化，随着眼球的转动，眼前常出现黑影

飘动，就像蚊蝇在飞舞。由于眼轴变长，

玻璃体对视网膜存在持续牵拉，可形成

黄斑劈裂、黄斑裂孔，此时患者出现视物

变形的症状。

当黄斑区的小血管因牵拉等因素而

破裂，或是形成新生血管时，就会造成黄

斑出血，使中心视力明显受损。当出血较

少时，患者可出现视物变色；出血多时，患

者自觉眼前有一道固定的黑影挡住视线。

除此之外，病理性近视患者视网膜

组织明显变薄，出现变性、萎缩，变得十

分脆弱，当受到外力等因素冲击时，可发

生视网膜裂孔和视网膜脱离，造成永久

失明。

另外，董彬指出，近视对儿童也有诸

多危害，患近视的儿童由于看不清远处

物体，常眯眼视物，易引起视疲劳，影响

读书学习。配戴眼镜会给儿童的生活造

成各种不便。此外，近视还会限制儿童升

学、成年后选择专业以及就业，对今后的

工作和发展造成影响。

“近视如不及时治疗，不仅近视度数

会不断加深，而且会发展为高度近视。高

度近视是许多致盲性眼病的重要危险因

素，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和重视。”魏文斌

说，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儿童青少年近视

问题不仅关乎民族健康素质，更关乎国

防战略和国家安全。

图片来源：699pic.com

在美国，基于凯撒医疗集团南加州儿科眼科检查数据、2020年美国人

口普查数据等资料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全美估计共有超过 1950万名

近视儿童，近视率约为 36.1%。

在英国，英国验光师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超过 340万名 4至 16岁的

青少年和儿童被诊断出有视力问题；13%的青少年和儿童存在未确诊的视

力问题，对学习造成影响。

在日本，据日本文部科学省 2019年的学校保健统计调查，裸眼视力不

足 1.0的小学生占比达 35%；初中生裸眼视力不足 1.0的约占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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