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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近视防控干预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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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浅析预防儿童近视的干预方法。方法：以 2022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为主要研究时间范围，选择 98 例儿童进

行分组研究，以随机数字表结果分组，研究组（49 例，科普宣传干预），常规组（49 例，一般指导干预），浅析不同指导干预

的效益。结果：研究组儿童家属科普宣传质量评分中，基础护理（8.28±1.91）、科普宣传（7.67±1.21）、服务态度（8.45±1.02）、

就诊环境（7.56±1.82），常规组（5.21±1.17）、（5.71±1.02）、（4.89±1.16）、（5.78±1.01），前者得分明显更占据优势（P

＜ 0.05）；干预后，研究组儿童户外活动时间明显较长，且该组儿童使用电子屏时间也明显较短（P ＜ 0.05）；研究组儿童视力

指标中，裸眼视力（1.41±0.32）、眼轴长度（23.19±0.31），常规组（1.21±0.24）、（22.91±0.41），后者明显较差（P＜ 0.05）；

生活质量评分指标中，研究组儿童明显得分较高，且该组儿童视力异常占比明显较低（P ＜ 0.05）。结论：为有效提高儿童近

视预防干预效果，有必要在儿童来院就诊期间实施科普宣传指导，帮助儿童减少电子屏使用时间，同时适当增长户外活动时间，

对保护儿童视力以及降低视力异常率均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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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我国科技飞速发展，手机、电脑以及游

戏等电子屏设备均占据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据有关统

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疾病发生概率也明显提升，

用眼过度、电子屏使用时间过长以及错误的阅读方式等

都可能导致儿童近视问题发生 [1]。由于儿童机体功能

尚未发育完全，尤其是眼部功能正处于发育阶段，因此

具有功能和眼部结构可逆性的特点，尤其在早期对儿童

实施近视预防干预，能够有效降低儿童视力异常概率，

对提升儿童视力水平以及预防近视发生均具有极为重要

的作用。

一、资料与方法

（一）资料

以2022年1月-2022年12月为主要研究时间范围，

选择98例儿童进行分组研究，以随机数字表结果分组，

研究组（49 例，科普宣传干预），常规组（49 例，一

般指导干预）。将所有对象一般资料统计后，结果提示

差异极小（P＞ 0.05），可比较。

两组儿童一般资料分布情况，详见表 1。

表 1两组儿童一般资料分布情况

观察指标 研究组 常规组 P

总人数（n） 49 49 >0.05

男 / 女人数（n） 29/20 28/21 >0.05

儿童年龄区间及均值
（岁）

6-10
7.5±0.34

7-9
8.1±0.31 >0.05

纳入标准
①参与调研儿童年龄均未超过 10
岁；②儿童家属均明确知悉调研

内容，同意配合。

排除标准 ①不认可调研儿童；②中途退出
儿童。

（二）方法

常规组儿童接受一般指导干预，内容有：定期对

儿童家属进行简单的健康指导，辅助儿童养成正确的用

眼习惯，同时为儿童家属讲解保护儿童视力的重要性等。

研究组儿童接受科普宣传干预内容有：

1. 科普宣传：对儿童及其家属进行科普宣传时，

护理人员需普及健康饮食的重要性，尤其需叮嘱家属为

儿童提供维生素含量以及钙、磷等营养成分含量丰富的

食物。日常生活中可适当增加豆芽、胡萝卜、橙子等食

物的摄入，与此同时还应适当控制甜食及饮料等食物的

摄入 [2]。另外，在对儿童进行喂养时应当确保营养结

构均衡，维生素以及蛋白质等营养元素配比需足够科学，

以保障儿童身体所需营养，尽可能避免由于饮食问题而

导致儿童视力受到影响。

2. 用眼习惯指导：护理人员有必要向儿童及家属

讲解正确的用眼方式，叮嘱儿童在日常生活及学习过程

中需注意劳逸结合，尤其长时间用眼后可适当闭目休息

或者眺望远方，确保双眼能够得到放松 [3]。日常学习

以及使用电子屏幕时间尽量控制在 15 分钟以内，每次

用眼时间超过 15 分钟，则需适当休息一至三分钟，以

调节视力睫状肌，缓解眼部疲劳。另外，还需指导儿童

确保每天睡眠充足。通常情况下，儿童睡眠时间应保持

在十小时左右。注重儿童眼保健操的练习，对儿童进行

一对一指导或者播放眼保健操视频，帮助儿童找到正确

的穴位，并指导儿童学会正确的按摩方式。

3. 用眼方式指导：据有关统计显示，大多数儿童

近视发生均与儿童用眼姿势错误有密切关系。由于儿童

大部分时间都需用于课堂学习，一旦出现用眼错误，则

可能导致近视风险显著增加。比如学习时与书本距离过

远或者过近、趴在桌子上写字等多种行为都可能导致视

力受到影响。因此，护理人员需指导儿童保持正确的用

眼姿势，尽可能遵循“一拳、一寸、一尺”的原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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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儿童纠正错误的用眼习惯。

4. 鼓励室外运动：护理人员有责任向儿童及其家

属普及户外运动对保护视力的重要性，指导儿童课后经

常到室外活动，可从事玩游戏、散步、跑步以及眺望等

多种活动来放松身心，不仅能够有效减少观看电子屏幕

时间，同时也能有效帮助儿童缓解视力疲劳，预防近视。

5. 儿童家属指导：儿童近视预防过程中，家属作

为直接监护人重视程度也能够对儿童近视预防效果起到

一定影响作用。因此，护理人员可定期组织儿童家属学

习关于儿童近视预防相关健康知识，可通过发放健康书

籍以及集中讲座等方式为儿童家属讲解怎样正确预防儿

童近视，以确保儿童家属能够充分认识到预防儿童近视

的重要性。指导儿童家属在生活中注重儿童学习环境的

营造，一旦发现室内灯光过强或过弱，以及桌椅高度不

合适等情况则需及时更换。另外，还需对儿童的用眼姿

势进行监督指导，确保儿童家属能够主动参与到儿童近

视预防管理中，从儿童的行为以及生活环境等方面来辅

助近视预防工作。

6. 随访管理：对来院就诊儿童及其家属，可邀请

儿童家属关注医院微信公众号，加入儿童近视预防群，

由专人进行渠道维护，并定期在微信公众号以及群内转

发关于近视预防相关健康知识。对儿童及家属存在的问

题耐心解答，为儿童家属普及关于儿童近视预防的科学

知识，确保儿童家属能够引起足够重视，在生活中能够

充分发挥监督管理作用。

（三）观察指标

1. 分析两组儿童家属科普宣传质量评分。

2.分析两组儿童户外活动时间及电子屏使用时间。

3. 分析两组儿童的视力指标。

4. 分析两组儿童生活质量。

5. 分析两组儿童视力异常率。

（四）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数据经过SPSS25.0专业统计学软件处理，

P＜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两组儿童家属科普宣传质量评分

结果分析得出，科普宣传质量评分最高的为研究

组儿童家属（P＜ 0.05），详见表 2。

表 2两组儿童家属科普宣传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指标 研究组 常规组 P

例数 49 49 -

基础护理 8.28±1.91 5.21±1.17 ＜ 0.05

科普宣传 7.67±1.21 5.71±1.02 ＜ 0.05

服务态度 8.45±1.02 4.89±1.16 ＜ 0.05

就诊环境 7.56±1.82 5.78±1.01 ＜ 0.05

（二）两组儿童户外活动时间及电子屏使用时间

结果分析得出，儿童户外时间活动最短以及电子

屏使用时间最长的均为常规组儿童（P ＜ 0.05），详见

表 3。

（三）两组儿童的视力指标

结果分析得出，视力指标最差的为常规组儿童（P

＜ 0.05）。

（四）两组儿童生活质量

结果分析得出，儿童生活质量得分最高的为研究

组（P＜ 0.05），详见表 4。

（五）两组儿童视力异常率

结果分析得出，儿童视力异常率最高的为研究组（P

＜ 0.05）。

三、讨论

据有关研究显示，7-8 岁儿童群体发生近视后，长

大转化为高度近视风险可高达 50% 以上；九岁的近视儿

童群体发生高度近视风险约为 30% 左右，由此可见儿童

年龄越小，近视后发生高度近视风险也会显著增加。视

物变形以及看向远处模糊都属于儿童近视极为典型的临

床表现，需及时实施有效干预，以免病症严重诱发病理

性近视，引起斜视以及突眼等病症发生。通常情况下，

儿童近视包含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种，其中后天原因主要

与儿童阅读、学习或者写字时姿势错误有密切关系；先

天性原因则大多与儿童父母高度近视有密切关系。除此

之外，长时间在不良的用眼环境中生活或者学习，比如

光线过强或者过暗等都可能导致儿童出现视觉疲劳，引

起近视问题发生。科普宣传指导通常是指在医护人员专

表 3两组儿童户外活动时间及电子屏使用时间比较

观察指标 研究组 常规组 P

病例数 49 49 -

户外活动时间
（min/d）

护理前 60.84±5.65 60.86±5.47 ＞ 0.05

护理后 83.26±7.37 7-.49±6.20 ＜ 0.05

使用电子屏时间
（min/d）

护理前 121.85±10.34 121.43±10.52 ＞ 0.05

护理后 101.38±6.56 119.35±8.94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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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指导下，对儿童的用眼行为以及生活习惯等多个

方面进行科普宣传，确保儿童与其家属都能够充分认识

到保护视力的重要性，帮助形成正确的保健观念，确保

儿童能够主动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家属能够起到较好

的监督管理作用，对降低儿童近视发生概率极为重要。

本次探究中，针对研究组儿童在来院就诊期间由护理人

员对其实施专业的科普宣传干预，通过饮食指导帮助儿

童制定营养均衡的膳食计划，能够有效避免由于营养不

足而导致儿童近视问题发生。另外对儿童的用眼习惯以

及用眼方式等进行指导，能够有效帮助儿童在日常生活

表 4两组儿童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指标 时间 研究组 常规组 P

例数 - 49 49 -

认知功能
护理前 62.36±3.62 62.29±3.59 ＞ 0.05

护理后 92.16±1.02 82.37±2.95 ＜ 0.05

情绪功能
护理前 62.86±2.36 62.79±2.31 ＞ 0.05

护理后 94.05±1.24 81.24±2.61 ＜ 0.05

躯体功能
护理前 63.86±3.51 63.79±3.49 ＞ 0.05

护理后 93.61±1.61 84.61±2.91 ＜ 0.05

整体生活功能
护理前 62.91±3.57 62.69±3.86 ＞ 0.05

护理后 92.68±2.15 84.02±3.15 ＜ 0.05

角色功能
护理前 61.61±4.51 61.54±4.48 ＞ 0.05

护理后 92.15±1.04 83.61±4.06 ＜ 0.05

及学习期间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对降低儿童近视概率

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本次研究产生的结果数据进

行整体分析，也能够发现研究组儿童的各项数据指标均

明显占据绝对优势（P ＜ 0.05）。通过数据分析，也能

够得出研究组儿童接受科普宣传干预后视力异常概率明

显相对较低（P＜ 0.05）。

综上，儿童近视预防干预中，引用科普宣传干预

能够有效帮助儿童形成正确的健康认知观念，帮助养成

正确的用眼行为，值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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