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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青少年及儿童近视的发病率及进展速度逐年增高，并呈现低龄化趋势，疫情影响或是重要原因

近视低龄化及其“次生危害”问题亟待重视
□记者 李伊娜 文/摄

一个3年前刚入学的孩子，上学的这几年一直都伴随着网课，由此产生的视力问题够家长头疼的，毕竟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造

成的眼睛疲劳和相关疾病在所难免。

近日，记者走访舟山医院眼科门诊了解到，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舟山青少年及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提高。“这三年，舟山的近视

发病还呈现出低龄化趋势，2021年全市5.5岁至6.5岁的儿童近视发病率接近8%，2022年这一数值已超过9%。”舟山医院眼科副主

任医师高帆告诉记者。

今年10岁的子轩做完检查再来眼科诊室就诊时一言不发，原来

检查结果不太好，双眼近视几乎各增加了200度。“这下惨了吧，平时

让你注意你不听。”子轩妈妈虽然很“凶”，但满脸依然挂着心疼。子

轩当场落泪。

子轩妈妈说，两年前她领子轩来看过，当时他的近视约有100

度。之后，因为疫情不敢带孩子来医院，加之问他有没有看不清他都

回答没有，所以一直没再检查过。

“现在有很多孩子还没意识到近视的危害，他们下意识认为，查

看视力如果情况不好会引来家长数落甚至责骂。”高帆告诉记者，一

些孩子的近视，是因为不敢说，以至于越拖越严重，等到来看时度数

已经蛮高了。

“几年前我们曾做过一项调查，旨在分析初中近视学生产生焦

虑的影响因素，为初中学生视力保健和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依据。”高

帆表示，从该项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舟山近视初中学生焦虑和抑郁

的检出率比非近视的学生略高，其中高度近视、戴镜两年以上、学习

成绩中上的初中女生更容易产生焦虑。

“有容貌焦虑的孩子有可能因为戴着厚厚的镜片而产生一些心

理问题，但我们不能直接说近视会让人焦虑或抑郁。”国家注册心理

督导师、舟山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张友定告诉记者，有时近视的孩

子也可能因为成绩下降等因素产生压力、造成焦虑。

“可能因为女生更加内向、敏感，且青春期学生开始注重自身外

表，近视女生因佩戴眼镜而对自己外表不满意所以更易产生焦虑情

绪。”高帆说道，近视的危害真的很多，比如一些高度近视的学生由

于眼轴长、屈光度数高，更易产生白内障、青光眼以及视网膜脱离等

致盲性眼病。

当下，疫情渐趋平稳，孩子们的正常学习、生活状态正在回归，

而且随着学校教育迈向数字化，上课时利用数字设备进行指导的情

况越来越多，全社会各个层面也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青少年及儿

童的视力下降问题。希望老师、家长和孩子都能重视近视问题。只要

足够重视，家长定期带孩子做常规检查，孩子自己注重养成良好的

用眼习惯，老师给予正确指导，一定能延缓孩子近视的年龄，保护孩

子的视觉健康。

2月4日一大早，记者来到舟山医院眼科门诊，看到的

景象可用人满为患来形容，前来就诊的患者中90%是青少

年和儿童。

高帆8点一到就准时坐在了1号问诊室接诊。一个上

午，她总共接诊了67名患者，几乎全是孩子。记者粗略估

算了一下，上午的4个半小时里，平均4分钟多一点儿她

就要接诊一位患者。

“因阳康后休养，不少孩子户外活动时间明显减少，

屏幕使用时间直线上升，近两三个月来近视度数增长50

度的不在少数。预计接下来到开学后的两周内，就诊将

持续高峰。”高帆特别想说，这三年疫情对孩子的视力影

响很大，希望家长、学校和全社会都能把这件事当作重中

之重，帮助孩子与时间赛跑，做好近视防控。

赵先生在2月4日早上不到8点就带着儿子来检查视

力了，挂的是专家号。

“去年12月底，学校又一拨停课后，我家孩子就上了

几天网课，之后假期也有一些网上课程不得不上。网课

上多了，孩子的眼睛自然受不了。这不，度数又增加了

些。”2月4日上午，在舟山医院眼科门诊带孩子看眼睛的

赵先生一脸无奈。他告诉记者，这三年疫情给生活带来了

一些影响，其中让他揪心的就是孩子的近视。

说到儿子最初近视的时间，赵先生猜测应该是三年

前。“2020年3月开学的那段时间，因为疫情爆发，孩子上

了很久的网课。从那时起，他就总说眼睛痒痒，还有点模

糊。”赵先生坦言，他第一次带孩子看眼科是当年 6月。

“一开始总觉得不会轻易就近视，加之受疫情影响不敢

带孩子来医院所以没能及时做检查，拖着拖着就真成近

视了。”

高帆告诉记者，多频次的网课、不良的用眼习惯、户

外运动的缺乏等因素造成了青少年及儿童近视发病的增

多。2020年8月，国家教育部发布的调研结果显示，由于新

冠疫情影响，我国学生近视率较2019年平均增加了2.5%。

“舟山学生2020年的近视率也比上一年有所增长，而且略

高于全国数据。”

高帆介绍，前来就诊的青少年及儿童患者，年龄大多

在8岁至11岁之间，也有好几个五六岁的。“近视发病的

低龄化趋势是这几年全国呈现出的一个特点，舟山也不

例外。拿2022年和2021年对比，舟山6岁左右年龄儿童近

视率已从7.95%上升至9.57%。”高帆说。

5岁多的悦悦最近看东西总喜欢眯眼睛，因此被妈妈

带来看眼科门诊。经过检查，高帆确定悦悦右眼近视100

度，左眼近视125度。原来，为了让悦悦早点适应小学课

程，赶超他人，这个假期，悦悦妈妈给她报了三门网课。

近年来，低龄儿童成为“小眼镜”的情况越来越多。家

长们抱着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想法，学龄前就开始

让他们进行大量的阅读和学习，更有甚者，为孩子报了许

多的线上学习课程，让孩子的眼睛负担沉重。

“以前近视的拐点差不多在小学四五年级，现在近视

拐点已经到了一年级，很多小朋友刚上小学或还没上小

学就近视了。”高帆想对各位家长说，近视防控已刻不容

缓，每位家长都应该重视起来。

早上看完67名患者后，高帆查阅了下午的预约挂号信息，又有

近100个。“看来又是一场硬仗。基本也都是青少年和儿童，而且从上

午的情况来分析，应该绝大多数都是屈光不正的患儿。”

屈光不正是一个大的概念，包含了近视、远视和散光。目前来

看，近视已成为最影响青少年及儿童视觉健康的疾病。这三年来，虽

然疫情让孩子的视力退化得快了一些，但如果干预措施得当，也能

让他们的近视预期推迟许多。

橘子妈妈就是这样一位成功保护了孩子视力的家长。她和橘子

爸爸都有近视，一个500度，一个450度，所以她一直注重孩子的视觉

健康。从橘子3岁开始，她每半年都会带橘子到医院作常规检测。

“大概是2020年那个疫情爆发的春节，橘子快4岁的时候，我们

发现她经常揉眼睛，并且频繁地眨眼，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结膜

炎。”橘子妈妈说道，医生告诉她当时造成橘子结膜炎可能来自三方

面原因：一是疫情期间看动画片频次过多，二是看绘本的时间过长，

三是不能外出致使橘子的眼睛得不到好的放松。

橘子的结膜炎好转后不久，橘子妈妈又带她做了一次专业的视

力检查，包括眼轴、曲率等详细数据，做完才发现橘子的视力情况已

经不容乐观。医生表示，由于橘子先天角膜曲率就比较高、眼轴长，

这就使得她比其他孩子更容易近视。自此，橘子妈妈就按医生说的

方法为橘子做好了防控近视的方方面面，到现在为止，橘子还没有

产生近视问题。“如果最终近视不可避免，我也希望能尽量延缓她近

视的年龄，控制其度数的增长。”

橘子妈妈说，孩子的护眼保卫战真的很重要，希望每位家长都

能重视起来。她还总结了一份比较完善的护眼攻略。记者发现，她的

护眼攻略和高帆医生梳理的青少年及儿童患者存在的一些护眼误

区异曲同工。

“近距离用眼多、遗传因素等都会造成青少年及儿童近视。如果

还没近视，大家要注重防；如果已经近视，又要学会控。”高帆说，除

了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及做到定期检查外，还有一些护眼误区希望

大家留意。

误区一：室内打乒乓球、羽毛球，让眼睛得到锻炼，无所谓去户
外活动

高帆说，关于运动这个话题，大家疑惑最多。例如孩子在室内打

球2个小时和在户外活动，控制近视的效果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关

于近视防控，我们强调光照强度，光照刺激多巴胺分泌，从而延缓眼

轴增长，控制近视进展，而室内运动没有阳光的参与，效果当然会打

折扣。”高帆建议，即便是在户外散步或晒太阳都是有用的，所以一

定要让孩子在户外接触全光谱的阳光，这样的运动才会对近视产生

有效的控制。

误区二：学校体检，之前视力4.7，现在4.9，是假性近视
“上上学期，孩子学校体检视力4.7，上个学期视力为4.9，明明

在好转，为啥要戴眼镜？”高帆说，很多人认为，视力从低到高，有回

升说明问题不大，肯定是假性近视，可以拖一拖。首先，近视防控不

单看视力，还要看散瞳后的屈光状态以及眼轴、曲率等参数，视力正

常不等于屈光正常，而且有时视力检测也会存在误差。所以我们还

是要以散瞳后的屈光状态为标准，定期监测眼轴增长，千万别等孩

子真近视了，再匆忙就医。另外即便是假性近视也要高度关注，定期

做屈光检查及眼轴测量，根据医生建议及时干预，避免假性近视快

速变成真性近视。

误区三：过早戴眼镜，会导致眼球凸出，等看不清了再戴
“戴眼镜太难看，戴眼镜会让眼球凸出……”高帆说，很多患儿

和家长排斥戴眼镜，一说戴眼镜就顾虑很多，又怕压鼻梁，又怕眼球

会凸出，觉得现在还看得清就不戴眼镜了，但心里又很纠结。“其实

这样的焦虑和纠结大可不必，一旦发现近视我们建议早干预。干预

不仅是为了控制度数，更多的是为了控制眼轴过快增长及眼底并发

症。毕竟眼底的整体健康需要从小打基础。”

“小眼镜”越来越多不容忽视

这些护眼误区你可千万别“踩”

近视产生的“次生危害”更要小心

舟山医院眼科人满为患

高帆医生（右）正在为儿童检查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