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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高中学生近视起因，找到改进方法，为合理保护学

生视力工作提供依据，2012—2021年，我们在中国麻城市辖

区内对高考体检学生进行了视力检测。

2012—2021年全体参加高考体检的学生，共 69802人，

其中男性 40550人，女性 29252人；重点高中 11399人，普

通高中 58403人。

采用对数视力表，左右眼分别进行检查，用 5分记录法

记录检查结果。视力低于 4.8的矫正到 4.8。对比以 P＜ 0.05

表示结果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数据采用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其中计数资料

采取率（%）表示，组间率对比采取 x2检验。

总 近 视 率 72.3%（50466/69802）， 其 中 4.3~4.7 占

33.19%(23167/69802)，4.3以下占 39.11%（27299/69802）。

对比重点高中与普通高中的视力低下率，重点高中的视力低

下率更高。差异显著，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男生近视率 70.3%，其中 4.3~4.7占 32.51%，4.3以下占

37.79%，女生近视率 75.07%，其中 4.3~4.7占 34.13%，4.3以

下占 40.94%，近视率男女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193.33，P＜

0.05），见表 1。

重点高中近视率 86.85%，普通高中近视率 69.46%，近

视率重点高中、普通高中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14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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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5），见表 2。

总体来看，麻城市高三学生近视率一直在 70%左右。同

一年份女生较男生近视率高，近视率男女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x2=193.33，P＜ 0.05），重点高中较普通高中近视率高。

近视率重点高中、普通高中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1440.29，

P＜ 0.05）。

超过 70%以上的学生都表现为近视，主要原因有以下几

个方面。

①每天用眼时间过长。高三学生每天用眼时间有 11小

时以上，学习任务都比较重，用眼过度导致眼睛经常处于疲

劳的状态 [1]。

②电子产品对眼睛的损害。学生沉迷于手机、电脑等电

子产品，聊天、玩游戏不注意节制，用眼过度导致近视。

③教室照明度低，电压稳定性差，灯间离和悬挂高度不

合理等 [2]。

④体育活动量少。学习任务重，体育课被其他主要课程

占用，学生课外活动时间过少。

教育主管部门应重视学生身体健康，不能只将升学率作

为主要指标。作为学校应合理安排作息时间，留给学生充足

的睡眠时间，减少作业数量，劳逸结合。从学生家长方面应

减少学生压力，协助学生注重自我节制，业余时间多做体育

运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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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人数
男 女

4.8以上 4.3以下 4.8以上 4.3以下

2012 9189 1566 28.64% 1753 32.07% 2148 39.29% 802 21.55% 1221 32.80% 1699 45.65%

2013 7879 1417 29.81% 1626 34.20% 1711 35.99% 735 23.52% 1118 35.78% 1272 40.70%

2014 7447 1439 32.94% 1505 34.46% 1424 32.60% 830 26.96% 1132 36.77% 1117 36.28%

2015 6834 1352 33.67% 1257 31.30% 1407 35.03% 827 29.35% 980 34.78% 1011 35.88%

2016 6183 1271 34.76% 1456 39.82% 929 25.41% 847 33.52% 1081 42.78% 599 23.70%

2017 6012 1008 27.95% 1270 35.22% 1328 36.83% 602 25.02% 855 35.54% 949 39.44%

2018 5997 998 28.55% 1151 32.92% 1347 38.53% 615 24.59% 944 37.74% 942 37.66%

2019 6373 956 26.36% 1064 29.34% 1607 44.31% 589 21.45% 869 31.65% 1288 46.90%

2020 6798 980 26.11% 1005 26.77% 1769 47.12% 655 21.52% 837 27.50% 1552 50.99%

2021 7090 1057 27.77% 1096 28.80% 1653 43.43% 790 24.06% 947 28.84% 1547 47.11%

总计 69802 12044 29.70% 13183 32.51% 15323 37.79% 7292 24.93% 9984 34.13% 11976 40.94%

年份
人数 重点高中 普通高中

重点高中 普通高中 4.8以上 4.3-4.7 4.3以下 4.8以上 4.3-4.7 4.3以下

2012 1024 8165 86 8.40% 274 26.76% 664 64.84% 2282 27.95% 2700 33.07% 3183 38.98%

2013 1194 6685 129 10.80% 420 35.18% 645 54.02% 2023 30.26% 2324 34.76% 2338 34.97%

2014 1214 6233 226 18.62% 496 40.86% 492 40.53% 2043 32.78% 2141 34.35% 2049 32.87%

2015 1172 5662 138 11.77% 327 27.90% 707 60.32% 2041 36.05% 1910 33.73% 1711 30.22%

2016 1242 4941 238 19.16% 578 46.54% 426 34.30% 1880 38.05% 1959 39.65% 1102 22.30%

2017 1191 4821 138 11.59% 440 36.94% 613 51.47% 1472 30.53% 1685 34.95% 1664 34.52%

2018 1170 4827 151 12.91% 384 32.82% 635 54.27% 1462 30.29% 1711 35.45% 1654 34.27%

2019 1098 5275 137 12.48% 310 28.23% 651 59.29% 1408 26.69% 1623 30.77% 2244 42.54%

2020 1043 5755 121 11.60% 303 29.05% 619 59.35% 1514 26.31% 1539 26.74% 2702 46.95%

2021 1051 6039 135 12.84% 294 27.97% 622 59.18% 1712 28.35% 1749 28.96% 2578 42.69%

总计 11399 58403 1499 13.15% 3826 33.56% 6074 53.29% 17837 30.54% 19341 33.12% 21225 3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