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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近视”寒假扎堆看眼科
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只靠医院远远不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
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 6 亿，青少年近视
率居世界第一。去年 8 月，国家教育部、
卫健委等八部门制定的《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公布，儿童青少年的
视力问题成了“国家大事”。

寒假是眼科就诊高峰，孩子们扎堆看
眼睛、配眼镜，眼科门诊堪比春运现场。这
是记者连日来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
科医院看到的场景。不断攀升的青少年近

视率，有没有办法降下
来？孩子的视力问题，怎
样才能有效控制？在医院
里，医生和家长都有话要
说。

近视低龄化高度数化
早上 6时多，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副院长、上海眼视光学研究中心主任周行涛教授

已经早早地赶到宝庆路分部，为周三上午的特需
门诊做准备。此时，挂号窗口已经排起长队，保安

拿着大喇叭维持秩序，门口的白板上写着“温馨
提示”，周行涛的特需门诊已满，但为方便那些专

程赶来看病的外地患者仍会适当加号。寒假里，

宝庆路上的屈光门诊每天要接待超 2000人次的
患者，其中近视小病人占了八九成。

周行涛穿梭在人群中，前往 2楼诊室。每天
大量的工作让他养成了做事高效的习惯，说话

快、走路也快。其间，他不断被眼尖的患儿家长拦
住，停下来解答。“近视的孩子太多了，家长急，我

们也理解！”
8岁的晟晟做好检查，两个眼睛都有 150度

的近视。妈妈告诉记者，放假前孩子说看黑板有
些模糊，想不到一查就是近视。她十分焦虑，也有

些无奈地说，现在电子产品普及，学业压力也很
重。“我们能不能戴 OK镜？”周行涛回答，通常 9

岁以上孩子可戴 OK镜，现在可以先配眼镜矫
正。

4岁的婷婷从无锡赶来，她的屈光检查报告
显示：左眼 750度，右眼 550度，属于高度近视。

“当前我国青少年近视呈现低龄化特点，学龄前
就已经度数这么高的孩子还不少，如果不干预，

度数增长非常快。”周行涛说，“近视成因分为先
天因素和环境因素，由先天因素为主导致的高度

近视，其患病率较为恒定。而后天环境因素中，生
活方式特别是户外活动不足、学业负担过重等引

起的近视越来越明显。”
“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可以高达 30%~

50%，在高中阶段，近视率达 60%以上，发达的大

城市比例会更高。”周行涛说，他和团队最近还到
一些高中做调研，发现近视的比例超过了 75%。

每次遇到度数特别高或者情况特殊的孩子，他总
要把信息拍照保存，或者用笔记录下来塞在口袋

里，门诊结束后再整理，便于跟踪随访。周行涛从
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各色纸片，上面写着一些非常

特殊的高度近视孩子及相关的患者信息，“病人
太多，这些还没来得及整理。”

牢记近视防控三驾马车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不断升高的问题，并非近

年才出现，除了遗传因素外，课内外负担过重、电

子产品使用过度、缺乏户外活动等被认为是近视
发生的重要原因。“表面上看，大多数家长认同孩

子的视力很重要，得知孩子近视，家长会很焦虑，

但回到家中，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去做些改

变。”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视光科主任黄建南说，
经常在门诊看到这样的画面：母亲大声指责孩子

看电视、玩手机，或者读写习惯不好，孩子低着头
不敢说话。可回家后，孩子的生活习惯没有变化，

近视度数依旧在增长。
“对早期近视的错误应对可能会导致严重的

视力后果。我遇到的一位小患者，4岁时就发现

近视 500度，因为家长担心孩子戴了眼镜就一辈
子拿不下来了，又担心眼球会变形，就没有给孩

子戴镜，结果现在 8岁了，近视已经 1300度、散
光 300度，最佳矫正视力只有 0.4，还存在弱视及

外隐斜视。”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儿童视光
专科主任李军介绍，在假期就诊的儿童和青少年

中，不乏这样被家长“耽误”的近视患者。
采访中，记者发现，大部分家长都是在发现

孩子视力出现异样时才来医院就诊，而此时近视

早已形成。家长们都表示担心孩子会变成高度近
视，但大部分家长并不知高度近视（600度以上）

可能增加罹患青光眼、视网膜脱离等眼部疾病的
风险，甚至有可能导致失明。在上海市眼病防治

中心的数据库中，目前记录和随访的 12岁以下
高度近视患儿就有 1000多个。

近视成因还未明确，但户外活动能够降低近

视发生率，这在学术领域已形成共识。黄建南说，
每周 10-14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能够有效预防

近视发生。户外运动需要在光线较好的时候进
行，充足的阳光能够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抑

制近视的增长。同时，临床证据表明，低浓度的阿
托品眼药水能够有效抑制近视的增长。

已经得了近视的孩子，临床上一般推荐戴框
架眼镜来防止度数上升过快，针对眼镜矫正效果

不佳的情况，也可以戴角膜塑形镜。角膜塑形镜

俗称 OK镜，夜间睡眠佩戴、晨起摘掉，属于第三
类医疗器械。“很多家长来问能不能戴，答案是并

非所有孩子都能戴。”周行涛告诉记者，一般要孩
子 9岁以后，且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在有经验的验配医师的指导下方可验配。此外，
角膜塑形镜佩戴者需定期复查，每天认真护理，

保持卫生，以预防接触镜相关眼部并发症的发

生。

大力构建筛查和预防体系
如何让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不再是空洞的

口号？专家表示，近视防控需要家庭、学校、医疗

卫生机构、学生以及有关部门多方联动。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周行

涛教授则建议，要尽早为儿童和青少年建立更加
完善、数据真实的屈光发育档案，对于有高度近

视家族史或高危因素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就

可建档，并做到每 4-6个月复查，有针对性地进
行干预。“屈光发育档案绝不仅是记录裸眼视力

和度数，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记录眼球长度的检
测，做到眼球长度、屈光度、视力的三合一。”

近视的前段筛查不可忽视。“教医结合教为
先，孩子在学校老师的监管下，在家长的支持下，

可做到先防先治。建议孩子首次查视力不要晚于
1岁，对视力的检查越早越好。出生几个月的宝

宝都可以验光，对于有高危因素或已表现近视的
孩子而言，应尽早检查。”周行涛说，如今上海已

经基本做到了幼儿园、中小学每年都定期为孩子
检查视力，做好近视初筛，接下来应当为学校添

置一些必要的检查设备，加强对学校卫生老师的
专业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能力，同时为卫生老

师打开职业上升和发展的通道，增加他们的待
遇，激发他们的工作动力。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邹海东教授表示，本次出台的方案征求意见稿十

分具体，厘清了相关部门、学校、卫生机构的职
责，以教育部门为主导，卫生部门为技术指导，同

时其他部门协助配合，体现国家层面对青少年近
视率着手进行防控的决心。针对这些“刚性”数据

指标，他表示，“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不应
操之过急，如果设立考核指标，而又很难做到，有

可能会导致数据造假。”邹海东认为，现在所有部

门、机构都在参与近视防控，这是好事，但要避免
走过场，也要谨防一些机构打着公益的幌子，带

有目的性地参与进来。作为医疗、教育机构，要引
导家长进一步了解科学的近视防控知识，远离那

些所谓的“视力矫正中心”“视力康复中心”的陷
阱。 本报记者 左妍

    上海市政府近年来持续加大儿童近视防控

力度，各项近视防控措施走在全国前列。
2016年，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发起“目”浴

阳光预防近视青少年眼健康促进公益行动，在
全市 8个区 16所学校开始试点每天增加学生

40至 80分钟的户外活动时间，同时通过寓教
于乐的方式，让父母和孩子获取预防近视的科

学理念，特别是大力倡导走到户外，亲近大自

然，帮助预防近视的发生。

上海市眼防中心党委书记邹海东介绍，2
年来已举办亲子健康跑、嘉年华、草木大搜索、

动物大搜索和眼底世界大搜索等多次户外活动

以及创意作画大赛。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还在

全国率先发布《爱眼歌》，启动爱眼护眼宣教科
普电台———大眼仔电台，让孩子们从视觉学习

娱乐转向听觉学习娱乐。
不久前，闵行区教育局、卫计委、体育局和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签订《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体系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复旦大学附

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周行涛介绍，保护青少
年视力是家长、老师和医务人员乃至全社会共同

的责任，闵行将成为一个“社会参与、部门协作、
预防为主”的近视防控先行先试创新基地。

未来，闵行儿童将拥有一份眼科档案，不仅

连续记录个人的眼健康状况，而且通过大数据

的分析，能主动识别近视易发人群。区教育局将
积极推进校园体育教学，推动学校视觉环境改

善，组织动员学校、家庭落实近视防控措施，把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纳入各学校考核指标。区体

育局将指导学校完善体育场地设施，为广大儿
童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提供指导。

据悉，周行涛团队还将与社会办医疗机构

包括新虹桥医学院区美视美景眼科中心等一同
参与到体系建设中，为青少年近视防控提供专

业化指导。

本报记者 左妍

    寒假，本市各大医院眼科及眼科专科医院

迎来了就诊高峰。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学生和家
长对近视的防治存在认识误区。

误区一 戴眼镜，度数会越
来越深

很多家长都有这种观念，孩子近视了，但是
不能过早地戴眼镜，否则度数会越来越高。上海

市眼病防治中心视光科主任黄建南说，持有这
种错误观点的家长非常多，以至于错过了孩子

的最佳治疗时间。
要澄清这个误区，先解释近视度数为什么

会越来越深。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有生理性远视，

随着生长发育，远视逐渐减少到正视状态，如果
生长发育过快，则长成为“近视”。黄建南说，孩

子 6-8岁应为正视阶段，在更小的时候最好能
有 100度以上的远视储备，否则之后的近视可

能性将变大。
近视度数的加深与戴眼镜是没有关系的，

反倒是戴镜后视觉质量提高，用眼疲劳改善，一
定程度延缓了近视的进展。

误区二 眼药水、保健品可
改善视力

很多家长为孩子的近视着急，听信广告购
买高价药物和理疗仪器，结果徒劳无功。上海市

眼病防治中心党委书记邹海东指出，目前世界
上尚无能治好近视的药物，理疗仪器只能暂时

缓解眼睛疲劳，并没有治近视的功效。
眼药水分为不同类型，除了治疗的，市面上

买的大多相当于人工泪液。在室内比较干燥、空

调温度较高的环境下，人工泪液可以起到一定
的润滑作用，但最好使用没有防腐剂的产品；而

另一种市面上所销售的眼药水，含有薄荷、冰片
等成分，滴在眼球上舒服，但对预防近视没有作

用。

误区三 看不清了才配镜，

一副眼镜戴几年

家长带孩子去看眼睛的时候常说：孩子看
不清黑板，或者考试成绩下降了，估计视力有问

题。这个时候验光一查，度数基本上都有二三百
度。家长很惊讶，之前好好的，为啥度数一下子

长这么多？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
长周行涛表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看不清黑

板的时候已经很迟了。

有些家长盲目带孩子去配镜，结果配的
眼镜虽然让孩子看清了黑板，殊不知这可能

是不符合视觉健康的眼镜。周行涛解释，青少
年眼调节力特别强，必须放松紧张的调节，在

此基础上，才可能精确地测出屈光度。确定配
镜处方时，还需参考视功能检测结果而定，给

出最合适的配镜选择，使之既获得较好的远
视力，又减轻看近物的视疲劳，还能减缓近视

不断加深。
“配镜后，必须定期复查。”周行涛说，青少

年的屈光状态不稳定，眼球的发育还没有最后
定型，如果戴镜一段时间后，矫正视力不达标，

或是瞳距发生变化，都可能影响视力，要更换适
合的眼镜；也不能一副眼镜一戴就是几年，一般

来说改变 50度以上就要换眼镜了。

误区四 扩瞳验光没有必
要，还会伤孩子眼睛

12岁以内的孩子需要使用散瞳剂，以去除
孩子眼球调节的影响来验光。周行涛说，散瞳剂

有两种，托吡卡胺滴眼液和阿托品眼膏，少数人
用了阿托品眼膏后会有副作用，跟个人体质和

用药量有关系。使用阿托品眼膏时，不需要用很
多。但说散瞳对孩子眼睛不好是没有任何依据

的。低浓度阿托品临床用于儿童，有良好安全

性，近期他和团队发表的低浓度阿托品联合
OK镜防控近视的科学论文，反响较好。

一些家长认为散瞳以后看东西会模糊，影
响学习，实际上，用快速的散瞳剂，只需要 6-8

小时瞳孔就会缩回来，对学习、工作都没有影
响。

误区五 小时候近视没关
系，长大做手术可以治疗

手术只是让眼睛不借助眼镜的情况下能看
清楚。但眼睛由于近视已经发生的改变如眼轴

拉长、视网膜变薄、脉络膜萎缩等并没有被“治
愈”。黄建南说，手术严格来讲仅仅是改善了近

视患者的裸眼视力，而不是从根本上治疗了近
视。近年来热门的 ICL植入手术也是相当于把

框架眼镜或者隐形眼镜移到眼内去，仍然只是

改变了不戴镜的裸眼视力，原有的高度近视眼
底病变不会得到任何改善。同时，这些手术也不

是人人可以做的，有一定的禁忌症。
本报记者 左妍

延伸 阅读 上海：各项措施防控少儿近视

防治近视，先“治”认知误区

“国家方案”列出
护眼“硬措施”

去年，国家教育部、卫健委等八部门制定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要求
到 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

视率在 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 0.5 个百
分点以上， 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 1个百分

点以上。近视防控上升为“国家战略”，方案还
列出“护眼”的硬性措施：

———孩子在家时每天接触户外自然光
60分钟以上

———非学习目的电子产品使用每天累计
不宜超 1小时

———确保小学生每天睡眠 10个小时、初
中生 9个小时、高中阶段学生 8个小时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作业， 三至六
年级书面家庭作业完成时间不得超过 60分

钟，初中不得超过 90分钟
———每学期一二年级考试不得超 1次，

其他年级不得超 2次
———按学生视力变化每月调整座位，每

学期调整座椅高度
———中小学生在校时每天保证 1小时以

上体育活动
———严禁学生将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

产品带入课堂
———学校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

品， 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

过教学总时长的 30%

———教材、试卷等字体纸张要保护视力，

2019年年底前出台相关强制性标准
———调控网游总量， 控制新增网络游戏

上网运营数量
———严格监管验光配镜行业， 规范眼镜

片市场，杜绝不合格眼镜片流入市场
———加强广告监管， 依法查处虚假违法

近视防控产品广告
———近视防控、 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

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
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

规予以问责 左妍 整理

图

视
觉
中
国

图 视觉中国

茛 寒假里， 五官科医院每天人满

为患 左妍 摄

荩 医生为小患者扩瞳验光 左妍 摄

荨 上海市五官科医院副院长周行

涛正在为小患者检查 医院供图

图 视觉中国

专家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