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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视力减退，部分家长担心眼镜戴上了就摘不下
来，因此只是让孩子保持良好的坐姿来自行矫正视力。
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准确。

作为一种矫正视力的手段，眼镜其实只是一个工具，
不存在戴上就摘不下来的说法，而且戴上眼镜后，看东西
才会清晰，不会造成眼疲劳，从而延缓近视加深。同时，
由于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期，一旦眼睛近视，通常会越
来越严重，不戴眼镜会促使近视加重得更快。因此，要根
据孩子的年龄和近视程度，来决定是否配戴眼镜。

厦门眼科中心漳州眼科医院眼综合专家吴强建议：
孩子裸眼视力在 0.6 以上，近视散光度数在 100 度以下，
若不影响用眼，可暂不配镜，仅需注意用眼，定期复验即
可；近视度数在 100~300度之间的，建议配戴非球面镜片
或周边离焦型镜片；如果近视度数加深较快，或者儿童近
视度数超过 300度，需配戴角膜塑形镜（俗称 OK镜）控制
近视，角膜塑形镜是一种逆几何设计的硬性透气性接触
镜，通过配戴使角膜中央区域的弧度在一定范围内变平，
从而暂时性降低一定量的近视度数，是一种可逆性非手
术的物理矫正方法。

近视多深 才需要戴眼镜

相 关 链 接

5 月 27 日，就读小学二年级的
小许在母亲陪同下，来到厦门眼科
中心漳州眼科医院做视力检查。

“孩子上学期就说看黑板有点
模糊，这段超长假期在家接触电子
产品的时间又多，就想趁着开学前
过来检查看看。”小许的妈妈告诉记
者，以前因为工作原因，对孩子照顾
较少，导致小许在读小学前便较为
频繁地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
尽管在上小学后刻意减少了小许使
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但可能是之前
的原因，加上学业多了，用眼时间增
加，小许的视力还是下降了。

小许的情况并非个例，如今市
区各大校园里的“小眼镜”大有增多
的趋势。在漳州市巷口中心小学，
记者走访了各个年段班级，发现近
视学生人数呈逐年级递增的情况较

为明显。该校每个班级总人数约为
50 人，其中一二 年 级 的 学 生 只 有
极个别戴眼镜 ；三年级平均每班
近视人数为 3~7 人 ，近视率约 6%
~14% ；到 了 高 年 级 ，近 视 率 则 明
显增加 ，五年级每班近视人数为
15~19 人，近视率约 27%~34%，六年
级每班近视人数则达到 16~23 人，
近视率约 34%~45%。

厦门眼科中心漳州眼科医院眼
综合专家吴强介绍，从该院接诊的情
况来看，往年一二年级小学生近视的
较少，但近两年，小学生出现近视的
年龄进一步低龄化，由往年的 9~10
岁下降到了6岁左右。

2019 年底，漳州市疾控中心对
全市学生近视发病情况专题调查的
结果显示，幼儿园、小学、中学发病
率分别为 11.22%、25.02%、64.64%。

为何如今的“00 后”“10 后”孩子近视发病
率越来越高，发病年龄越来越低？吴强表示，目
前儿童青少年近视一般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
糖分过度摄入，造成孩子体内维生素 B1和钙过
量消耗，导致视力的减退；二是用眼过度。部分
家长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五花八门的课堂
作业及辅导班使得孩子的用眼时间增加。其
中，不科学使用电子产品，是造成近视高发的主
要原因之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电子产品会诱发
近视，大多数家长都心中有数，但却无计可施。
想让孩子从无处不在的电子产品中抽离，困难
重重。

刘女士的孩子小陈目前是小学四年级学
生。为了让孩子更好学习英语，刘女士去年便

为小陈报了英语补习班。虽然小陈的英语成绩
有所提高，但刘女士发现，原本视力正常的小
陈，开始时不时地揉眼睛和习惯眯眼睛看东
西。“平时除了书写，还有一部分作业需要通过
手机上的阅读软件完成，手机上的字体本身就
小，加上阅读背诵需要花费较多时间，时间一
长，孩子的眼睛就受不了了。”刘女士说。

事实上，不少学龄前儿童，也在使用电子产
品。5岁的浩浩生活在一个双职工家庭，平时都
由外公外婆负责照顾。小张的父亲张宏昊告诉
记者，平时工作较忙，对孩子照顾比较少，每当孩
子吵闹，他的外公外婆便习惯拿手机来哄。“玩个
小游戏，看个动画片，是常有的事儿。”张宏昊表
示，五花八门的手机软件，对长时间使用手机的
成年人来说都是一种诱惑，更何况是小孩子。

近视问题，不仅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造
成不可逆的视力伤害，影响个人形象、高考升学、职业选
择，严重近视还会遗传给下一代。

吴强表示，0到 6岁是孩子视觉发育的关键期，应当
尤其重视孩子早期视力的保护和健康。建议 6 岁前的
儿童不宜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例如看字体较小的书籍、
琴谱等，可适当看一些大图画册。家长要多给予孩子一
些陪伴，让孩子尽量不使用电子产品。“预防青少年近
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进行户外活动。”吴强表示，户
外活动可以让孩子多接受阳光照射，满足眼睛对阳光的
需要；同时，空旷的环境还可使眼睛自我调节，减轻眼轴
被迫拉长，维持正常视觉功能，降低近视的发生率，如果
进行球类运动，则更有利于眼肌调节。

漳州市巷口中心小学三年级年段长郑丽贤介绍，孩
子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现象，也引起了学校及老师的重
视。“学校规定学生不能带电子产品进入校园。而且，在
作业布置上，多以手写为主，一般不会要求用到电子产
品，且作业量一般控制在两个小时内就能完成。”郑丽贤
表示，上课期间，学校也一直坚持在上午、下午安排眼保

健操，从一年级入学就会教学生正确做好眼保健操。
在今年市“两会”上，多名政协委员也不约而同地关

注到我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的现象，并提出了建议。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蔡茂荣提出，教育部门应

从娃娃抓起，灌输电子产品过度使用导致的用眼过度、
用眼不卫生等对眼睛视力的危害，制定儿童青少年户外
运动达标考核办法，确保中小学生在校的户外体育活动
时间。

市政协委员、省畲家企业商会副会长钟跃才建议，
要开展中小学校标准化健康光环境教室的建设和整改
工作，加大政府投入力度，通过政策推动和资金引导，确
保中小学校教室照明卫生校准达标。

市政协委员、名庄（漳州）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何志行也提出，发挥漳州卫生职业学院资源优势，
加强校医培训和志愿者专家团队建设，设立市近视防控
工作指导中心，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和年度实施计划，研
发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数据信息平台、科普平台和大数
据分析平台。落实近视防控专项经费，加大学校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配置力度，做好学生的视力筛查工作。

防控近视需主客体共同努力防控近视需主客体共同努力

近年来，“小眼镜”问题
困扰着全社会。每逢开学，孩子

们会发现，身边有的同学新戴上了
“小眼镜”，有的同学“小眼镜”又变厚
了。2019年底，漳州市疾控中心对全市学
生近视发病情况专题调查的结果显示，幼儿
园 、小 学 、中 学 发 病 率 分 别 为 11.22% 、
25.02%、64.64%。

青少年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主
要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对策？在6月 6
日第 25个“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

本报记者走访了市区部分学
校、医院、专家等。

儿童青少年近视儿童青少年近视
呈高发低龄化趋势呈高发低龄化趋势

不科学使用电子产品是近视主要原因不科学使用电子产品是近视主要原因

▲许 多 孩 子 长 时 间 接 触 电 子 产 品 ，是 近 视 低 龄 化 的
一大原因。 本报记者 李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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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朋友在眼科医院做视力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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