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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密集线上教学对配

戴角膜塑形镜的中小学生近视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 2020－02 /08 在陆军军

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随访的配戴角膜塑形镜的中小

学生 77 名，问卷调查统计疫情期间( 2020－02 /05) 和学校

期间( 2020－05 /08) 网课时间、堂课时间、非学习使用电子

产品时间、户外活动时间、作业时间、睡眠时间等，测量疫

情期间和学校期间眼轴 ( AL) 长度的变化，分析上网课对

儿童眼轴增长和近视的影响。
结果: 小学组疫情期每天上网课和学校期每天上堂课的时

间分别为 2．69±1．02、4．07±0．78h ( P＜0．001) ，近距离用眼

总时间分别为 6．67±1．82、6．31±1．19h ( P = 0．246) ; 中学组

疫情期每天上网课和学校期每天上堂课时间分别为4．35±
1．59、6．33±0．66h ( P＜0．001) ，近距离用眼总时间分别为

9．19±2．46、7．85±0．81h ( P= 0．010) 。小学组疫情期间和学

校期间右眼 AL 增长分别为 0．15±0．09、0．06±0．06mm( P＜
0．001) ，左眼 AL 增长分别为 0．12±0．16、0．07±0．09mm( P=
0．048) 。中学组疫情期和学校期间右眼 AL 增长分别为

0．08±0．08、0．05±0．05mm( P = 0．242) ，左眼 AL 增长分别为

0．13±0．09、0．04±0．06mm ( P＜0．001) 。研究结果表明疫情

期间近距离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和用眼总时间明显增加，

眼轴增长较学校期间加快，近视度数快速增加。
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中小学生密集线上教学

使近距离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增加，AL 增长较学校期间

明显加快，刺激近视度数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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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ntensive online courses on
myopia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orthokeratology － lens during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 COVID－19) epidemic．
 METHODS: A total of 77 children in myopia with
orthokeratology lens in outpatients from February to
August 2020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ake a
questionnaire to statistics times spending on online
course， school class， playing digital electronic good，

outdoor activity，homework，sleeping during the COVID－
19 epidemic and school time，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axial length ( AL ) variation between the COVID － 19
epidemic and school time．
 RESULTS: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time
spending on online course and school class were 2． 69±
1．02h and 4．07±0．78h per day respectively ( P＜0．001) ，6．67±
1．82h and 6． 31 ± 1． 19h per day were spent on short －
distance use of eyes during the COVID － 19 period and
school time，respectively ( P＜ 0． 001) ．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the time spending on online course and school
class were 4．35±1．59h and 6．33±0．66h per day respectively
( P＜0．001) ，9．19±2．46h and 7．85±0．81h per day were spent
on short － distance use of eyes ( P = 0． 010) during the
COVID － 19 period and school time， respectively．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the average increase of right
eye AL were 0．15±0．09mm and 0．06±0．06mm ( P＜0．001) ，

the increase of left eye AL were 0．12±0．16mm and 0．07±
0．09mm ( P = 0． 048) during the COVID － 19 period and
school time，respectively．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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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increase of right eye were AL 0．08±0．08mm and
0．05±0．05mm ( P= 0．242) ，and the average increase of left
eye AL were 0．13±0．09mm and 0．04±0．06mm ( P＜0．001)
during the COVID － 19 period and school time，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he time of
short－distance use of digital electronic product and totally
time on close visual stud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the growth of AL was faster than
that in school time，and the myopia increased rapidly．
 CONCLUSION : During the COVID － 19 epidemic，
intensive online lessons resulted in the time of short －
distance use of digital electronic produc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Meanwhile， the AL growth accelerates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at during school time and
finally lead to myopia increased．
KEYWORDS: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online lessons;
myopia; axial length; orthokeratology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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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9－12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并

迅速蔓延至全国，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全国范围实行居家
隔离防护; 为了防止疫情向学校蔓延，保障学生的健康安
全，2020－01－27 教育部做出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
学的通知［1］，要求全国大中小学校推迟开学时间，并且做
出“停课不停学”的通知，各地学校陆续开展了线上教学
和网络学习等远程教学活动，学校老师通过网络媒体平台
教学，学生通过电脑、平板和手机等电子终端学习。重庆
市中小学生居家线上学习的时间从 2020－ 02 初持续到
2020－04 底及 2020－05 初，每天上网课的时间长达数小
时，疫情期 3mo 持续密集使用电子终端产品及近距离用
眼让孩子的眼睛不堪重负，视力下降明显，为进一步研究
疫情期间密集线上教学对中小学生近视的影响，本研究统
计了疫情期间和学校期间中小学生的网课和堂课时间、非
学习使用电子产品时间、作业时间、户外活动时间、睡觉时
间等，同时统计分析眼轴 ( axial length，AL) 增长的差异，

探索密集线上教学对中小学生近视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 2020－02 /08 在陆
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随访的配戴角膜塑形镜的
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患者在 2020－02 前已配戴角膜塑形
镜。纳入标准: ( 1) 等效球镜－1．0D 及以上并配戴角膜塑
形镜者; ( 2) 年龄 8～18 岁; ( 3) 无其他眼科疾病与眼科疾
病病史; ( 4) 依从性较好，能够配合完成眼科检查、门诊随
访及问卷调查。本研究已通过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 No．KY201975) 。所有研究对象及其
家属均自愿参加，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验配角膜塑形镜 所有研究对象在验配角膜塑形镜
前均进行裸眼视力、屈光度、眼压、AL、角膜地形图、裂隙
灯、直接眼底镜等检查，并根据个体情况进行角膜塑形镜
验配，每天戴镜 8 ～ 10h，配戴后 1d，1wk，1mo、每 3mo 定期

复查，复查项目包括裸眼视力、屈光度、角膜及眼表情况、
角膜地形图、AL 等，发现不良反应如严重角膜上皮点染、
细菌性角结膜炎、角膜溃疡等或长时间停戴者予以退出本
研究。
1．2．2 一般检查 眼部检查包括采用标准对数远视力表测
视力，裂隙灯检查角结膜、电脑验光仪测量屈光度，每次重
复测量 3 次取平均值; 使用 IOL Master 测量 AL，每次重复
测量 5 次取平均值。重庆市中小学生居家上网课的时间
从 2020－02 初持续到 2020－04 底及 2020－05 初( 具体时
间因学校和年级不同有数天的差异) ，疫情期网课时间持
续约 3mo，选择网课结束后的 3mo 堂课时间作为对照，因
此 AL 测量的时间点分别是 2020－02、2020－05 和 2020－
08，同一检查项目均由同一医生完成。
1．2．3 问卷调查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表进行问卷调
查，包括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年级、疫情期间和学校期
间每天网课 /堂课时间、作业时间、非学习使用电子产品时
间、户外活动时间、睡眠时间、课间远眺放松眼睛习惯等。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使用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检查数据的正态性，

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 珋x±s) 表示，计量
资料的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入组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选取完成问卷调查和 3 次
AL 测量的中小学生共 77 例，其中男 41 例，女 36 例，年龄
8～18( 平均 11．98±2．71) 岁，其中小学生( 8 ～ 12 岁) 49 例，

中学生( 13～18 岁) 28 例。
2．2 两组研究对象疫情期间和学校期间用眼时间比较

两组研究对象疫情期间和学校期间用眼时间比较见表 1。
疫情期课间习惯远眺的有 16 例( 21%) ; 偶尔远眺的有 18
例( 23%) ; 无远眺习惯的有 43 例( 56%) 。学校期间课间
习惯远眺的有 8 例( 10%) ; 偶尔远眺的有 17 例( 22%) ; 无
远眺习惯的有 52 例( 68%) 。
2．3 疫情期间线上学习工具使用情况 疫情期间上网课，

使用台式电脑学习的有 32 例( 42%) ，使用平板电脑学习
的有 21 例( 27%) ，使用手机学习的有 6 例( 8%) ，使用电
视学习的有 3 例( 4%) ，使用投影学习的有 2 例( 3%) ，使
用台式电脑联合平板学习的有 10 例( 13%) ，使用台式电
脑联合手机学习的有 3 例( 4%) 。
2．4 疫情期间 AL 增长情况 疫情期间 AL 增长的计算方
式为受试者( 2020－05 检查的 AL 长度) －( 2020－02 检查的
AL 长度) ，学校期间 AL 增长为 ( 2020－08 检查的 AL 长
度) －( 2020－05 检查的 AL 长度) 。研究结果显示小学组
在疫情期双眼 AL 增长均快于学校期间，右眼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01) ，左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48) ;

中学组疫情期双眼 AL 增长均快于学校期间，右眼差异无
统计学意 义 ( P = 0． 242 ) ，左 眼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001) ，见表 2。
3 讨论

中国是世界上青少年近视患病率最高的国家，目前
我国小学生近视率为 45．7%，初中生近视率为 74．4%，高
中生近视率为 83．3%，大学生近视率则高达 87．7%［2］，且
近视发病率呈现逐年快速增加的趋势，邵延萱等［3］调查
显示 2000 /2014 年来近视检出率增长 22．02%，年增长量

2031

国际眼科杂志 2021 年 7 月 第 21 卷 第 7 期 http: / / ies．ijo．cn
电话: 029-82245172 85263940 电子信箱: IJO．2000@ 163．com



表 1 两组研究对象疫情期间和学校期间用眼时间比较 珋x±s

分组 例数
上课时间( 网课 /堂课，h /d) *

疫情期 学校期 t P
非学习使用电子产品时间( h /d) *

疫情期 学校期 t P
小学组 49 2．69±1．02 4．07±0．78 －6．631 ＜0．001 1．21±1．25 0．28±0．25 －4．550 ＜0．001
中学组 28 4．35±1．59 6．33±0．66 －6．085 ＜0．001 1．87±1．86 0．55±0．34 －2．800 0．005

分组 例数
户外活动时间( h /d) *

疫情期 学校期 t P
睡眠时间( h /d) *

疫情期 学校期 t P
小学组 49 0．98±0．63 0．51±0．22 －4．380 ＜0．001 9．00±0．62 8．42±0．70 －3．397 ＜0．001
中学组 28 0．61±0．66 0．37±0．18 －0．583 0．560 7．93±0．80 6．81±0．43 －5．083 ＜0．001

分组 例数
作业时间( h /d) *

疫情期 学校期 t P
近距离用眼总时间#( h /d) *

疫情期 学校期 t P
小学组 49 2．78±1．43 1．96±0．79 －2．811 0．005 6．67±1．82 6．31±1．19 －1．169 0．246
中学组 28 2．96±1．66 0．97±0．75 －4．253 ＜0．001 9．19±2．46 7．85±0．81 －2．729 0．010

注: #: 近距离用眼总时间包括上课时间、非学习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及作业时间; * : h /d 为每天学习 /活动用眼时间按照每周 7d 计算。

表 2 两组研究对象 AL 增长情况 ( 珋x±s，mm)

分组 例数
右眼

疫情期 学校期 t P
左眼

疫情期 学校期 t P
小学组 49 0．15±0．09 0．06±0．06 －5．177 ＜0．001 0．12±0．16 0．07±0．09 －1．981 0．048
中学组 28 0．08±0．08 0．05±0．05 －1．17 0．242 0．13±0．09 0．04±0．06 4．261 ＜0．001

为 1．57%，近 10a 来近视率逐年增高的主要原因是学生课
业负担重、电子产品使用过度和课外活动时间不足［4］。

关于青少年近视和用眼时间相关的研究众多，而本研
究主要聚焦在新冠疫情特殊时期，目前尚无文献报道疫情
期中小学生的用眼时间情况。本研究显示学校期间小学
生使用电子产品和近距离用眼时间分别为 0．28±0．25h /d
和6．31±1．19h /d，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少于孙丽丽等［5］研究
结果，可能原因是因为本研究中配戴角膜塑形镜的儿童为
已近视人群，且疫情期网课刚结束，父母对学生使用电子
产品监管更严格，使用电子产品时间明显减少; 学校期间
的户外活动时间、睡眠时间等与既往研究一致［6－7］。本研
究表明疫情期中小学生近距离用眼总时间多于学校期间，

其中使用电子终端产品的时间明显多于学校期间。
在本研究中学校 3mo 期间，中学组 AL 增长较小学组

相对缓慢，但较正常儿童 AL 发育仍快，高作书等［8］研究
显示 8～12 岁儿童生理性 AL 每年增长为 0．12mm，12 ～ 15
岁为 0．05mm，12～18 岁为 0．01mm，AL 增长与身体发育相
关，年龄越大，AL 增长越缓慢; 近视儿童 AL 增长快于正
常儿童，本研究中 AL 增长的趋势和幅度均与董光静等［9］

和梁小红等［10］ 研究结果一致。疫情期 AL 增长约0．08～
0. 15mm，目前尚无类似文献报道，因本研究采用个体前
后对照研究，剔除了年龄、性别、遗传、饮食、发育、环境等
因素对近视的影响，总结疫情期 AL 增长过快的原因可归
因于上课方式和用眼时间的改变，疫情期近距离用眼总时
间增加，且以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最为明显，因此在其
他因素无改变的情况下有理由认为疫情期 AL 增长过快
是由于长时间持续上网课使用电子产品所致。

由于本研究是个体前后对照研究，上课方式由堂课变
成网课，两者对 AL 和近视的影响系数不同且无法确定，

因此无法通过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来确定 AL 增长的影
响因素，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只有通过推论来确定
疫情期 AL 增长过快与上网课使用电子产品相关，后期我
们将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明确其相关性。不过本研究的

推论也不无充分的依据，已有多项研究表明近距离用眼和
使用电子产品是近视的危险因素［11－12］，李娜等［13－14］研究
显示连续使用电脑、智能手机、图画书 30min 后，看智能手
机和电脑的屈光度改变－0．23D，看图画书改变－0．05D，这
几种近距离用眼方式均引起短暂近视改变，其中以看手机
和电脑引起的近视屈光改变最大。人在持续看近时，睫状
肌处于异常紧张状态，当看远时不能调节至放松状态，以
致晶状体凸度增大，屈光力过强，使来自远处物体的影像
落在视网膜前，影像模糊不清，形成近视［15］。电子产品屏
幕的光照强度、动态刷新频率及眩光效应等均增加了人眼
的调节和辐辏运动，更容易发生近视［16］。在本研究中，疫
情期学生上网课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达数小时，持续
3mo 之久，如此高强度密集使用电子视频终端更容易刺激
AL 增长，导致近视的发生和进展。

本研究以 AL 增长作为评价近视增长的主要指标，而
未选择裸眼视力和屈光度作为评价指标，主要原因是配戴
角膜塑形镜的儿童，其裸眼视力和屈光度与戴镜时间、配
适情况等多种因素相关［17］，且近视增长与裸眼视力不呈
正相关，而是与 AL 增长呈正相关，因此本研究选择 AL 增
长作为评价近视增长的主要指标，其他检查指标如视力、
屈光度等均在随访中常规记录。

本研究选择配戴角膜塑形镜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虽
然配戴角膜塑形镜对 AL 增长有一定影响，但由于采用自
身前后对照研究，对于结论“疫情期密集网课促使配戴角
膜塑形镜的中小学生 AL 增长，近视增加快”并无影响; 且
相关研究已经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角膜塑形镜有控制 AL
增长和延缓近视进展的作用［18－19］，那么未配戴角膜塑形
镜的儿童在疫情期 AL 增长值应大于配戴角膜塑形镜者，

近视度数增加应更多。
本研究只观察了中小学生疫情期 3mo 线上教学密集

使用电子产品对 AL 增长的影响，观察时间尚短，需进一
步延长观察时间，并追踪随访 AL 的动态变化; 由于配戴
角膜塑形镜的原因未能测得屈光度，可进一步研究密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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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子产品对于未戴角膜塑形镜儿童 AL 和近视度数的
影响。

综上所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中小学生密集
线上教学使近距离使用电子终端产品的时间明显增加，强
度增大，AL 增长较学校上课期间明显加快，近视度数增
加。正确指导中小学生使用终端电子产品和合理安排线
上学习的时间，增加户外运动，科学用眼，才能有效延缓中
小学生近视的发生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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