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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用眼行为干预的

倡议及实施方法共识"!"!##
!!!用眼行为干预人群大处方

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分会!北京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学专委会
通信作者$王宁利%"#$%&$'(%()&%*+%,-./0-1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北京市眼科学
与视觉科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33403

!!&摘要'!近视发生的低龄化趋势及高度近视患病率升高已成为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

卫生问题%给我国的社会公共卫生工作造成沉重的负担和经济损失%降低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发生及进展是我

国提出的战略目标( 儿童青少年近视是一种多因素眼病%涉及教育过程)学习环境)学习用具和学生用眼行为

等(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用眼行为干预更符合眼和身心健康的自然规律( 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

生眼科分会!北京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学专委会针对目前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经

广泛调查研究并总结相关的实践经验%讨论形成*关于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用眼行为干预的倡议及实施

方法共识"5350#+%提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用眼行为干预大处方%具体措施包括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预警

系统的建立和使用)儿童青少年学习过程中的用眼方法)户外活动行为监督)家校对近视预防机制的联动)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用眼行为干预大处方的科普宣教等%从卫生经济学和卫生保健的角度提出最经济)更合理)

安全有效)易普及)可推广的近视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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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已成为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
共卫生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5353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I5]4^%其中
/ 岁儿童)小学生)初中生及高中生近视率逐渐升高%
分别为 .X]0^)0I]/^)4.].^及 73]I^( 近视影响儿
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高度近视还会引起严重的眼底
并发症

- ._5. (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现发病低龄化)

患病率高)近视程度深的特点%大大增加了视觉损害的
风险%不仅给社会公共卫生工作造成沉重的负担 - 0_X. %

也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安全防卫工作带来严重挑战%
采取有效措施预防近视的发生)减缓近视的进展具有
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增加儿童青少年的户外活动)减
少持续的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等是近视防控的主要措

施
- I_7. %但如何对儿童青少年的户外活动质量进行评

估或监督以提高防控效率仍然存在技术性问题( 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短信)微信等新媒体沟通方
式督促儿童青少年每天多坚持户外活动或进行近视防

控知识的宣传教育%结果表明对儿童青少年进行近视
防控相关的行为干预效果良好

- :_.3. %这也是世界卫生
组织近期积极推进的近视干预方式

- ... ( 针对目前我
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过程中存在的缺少统一)标准
化)更符合经济效益比)简单易行的综合行为学干预方
法这一瓶颈问题%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分
会!北京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学专委会广泛调查
相关问题%认真研究近视发生和发展的病理机制和影
响因素%分析儿童青少年的心理)生理特性以及用眼习
惯%结合快速进展的相关交叉学科技术%提出适宜在广
大人群中推广的用眼行为干预大处方及具体实施方

法%该初稿经各位专家背对背进行反复修改和完善%通
过多轮讨论和完善形成*关于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用眼行为干预的倡议及实施方法共识 " 5350 #+
"简称*共识+#( 该*共识+中的用眼行为干预方法是
一种经济)有效的措施%可行性强%在儿童青少年中用
眼行为的干预可形成公共卫生层面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人群大处方%将促进家庭)学校)儿童青少年等落实各
项近视防控措施(

D<明确行为干预的重要性和成本效益分析

近年来%行为干预作为一项经济)有效的慢病防治
方法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在高血压)糖尿
病等疾病的控制中已在全球范围得到公认和推广( 在
近视防控方面%我国安阳地区曾开展为期 . 年的儿童
青少年行为干预研究发现%每天短信提醒家长督促孩
子参加户外活动后第 5 年和第 0 年近视患病率较对照
组分 别 降 低 .5]7^和 .7]7^% 第 X 年 仍 可 降 低
..]0^- :. ( 在广州地区的研究发现%每周通过微信平
台向家长提供近视防控的健康教育%第 5 年儿童青少
年的近视发病率较对照组下降 X]:^- .3. ( 因此%用眼
行为干预是极其重要且简单易行的近视防控措施%同
时也有助于儿童青少年强身健体%增进身心健康(

目前常用的近视防治措施包括框架眼镜配戴)低
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点眼)角膜塑形镜和软性角膜接触
镜配戴等

- .5_./. %经估算人均年度花费成本分别为$框
架眼镜 .II 0̀30 元%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约 0 333 元%
角膜塑形镜约 5 万元%而行为干预的人均年度成本为
5]7: 0̀]30 元( 因此%从卫生经济学和卫生保健的角
度%行为干预是最经济)更合理)安全有效)易普及)可
推广的近视防控措施(

!<推进用眼行为干预方法的普及

行为干预要根据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和认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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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结合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特点%采取儿童
青少年兴趣所至的活动和措施进行引导%使他们形成
良好的眼健康行为习惯%从而能够在更大人群范围和
地区内推广( ".#行为干预的覆盖范围!在覆盖全国
0. 省的儿童青少年屈光及眼健康信息化系统网络平
台基础上%研发近视发生及发展的风险预警系统%向全
国 5]0I 亿在校学生).]7 亿学龄前儿童及其家长以及
密切关联的人发出眼健康预警通知%扩大行为干预覆
盖范围( "5#行为干预的年龄范围!在完善 3 /̀ 岁幼
儿视力监测的基础上%从幼儿园开始进行近视行为干
预%实现近视防控关口前移及有效的用眼行为干预,还
可将风险预警及行为干预逐渐向全人群拓展%控制或
减缓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发生率%同时降低高度近视的
进展或致残致盲风险( "0#行为干预的安全性!近视
的行为干预主要涉及改善日常生活习惯和用眼习惯%
但也应注意监测安全性%如在大范围人群中监测应用
增加户外活动)沐浴阳光等过程中的光损伤)活动所致
外伤等安全问题%不断完善干预手段(

#<家校互动形成合力

儿童青少年近视产生的主要原因涉及教育过程)
学习环境)学习用具和学生用眼行为等多个因素( 学
校和家庭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儿童青少年学习过程
和近距离活动时合理选择采光照明)调节课桌椅高矮
以符合身高的功效)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教学)加强身体
锻炼)增加户外活动)缩短视近用眼的持续时间
等

- .4_.7. ( 为了提升全社会的近视防控能力%为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提供行之有效的措施%本倡议和共识提
出用好用眼行为干预这一公共卫生层面的/人群大处
方0$".#/目0浴阳光!每天保证累计户外活动时间大
于 5 <%让儿童青少年在阳光充足)视野开阔的室外进
行有益于眼生理调节和身心健康的运动( "5#养成良
好的用眼习惯!避免儿童青少年持续长时间近距离用
眼%提倡他们在进行 03 X̀3 #%( 读写后进行户外活动%
或远眺约 .3 #%( 以缓解眼疲劳( " 0#读写姿势要正
确!矫正儿童青少年的不良用眼习惯和读写姿势%培
养良好的用眼习惯%阅读和书写时做到 /一尺)一拳)
一寸0%即阅读和书写时用眼与书本应距离 . 尺
"00 1##)胸前与桌子的距离应约 . 拳"/ 4̀ 1##)握
笔的手指与笔尖应距离 . 寸"0]0 1##( "X#保证充足
的睡眠!保障儿童青少年的有效睡眠时间%确保小学
生)初中生)高中生每天睡眠时间分别达到 .3): 和
7 <%不建议睡觉时开灯( "I#确保良好的照明环境!
书写)阅读时应保证光照强度在 033 &U%在室内光线不

足时要及时开灯%晚间学习时除使用台灯照明外%还应
保证周围环境光照充足( "/#增强身体素质!应增强
儿童青少年的体能素质%做到营养均衡)饮食规律%避
免肥胖%强身健体%以预防近视的形成或快速进展(

E<完善目前的近视预警系统

眼轴长度是眼球发育过程中不可逆性的重要指

标%有研究发现%眼轴长度指标联合裸眼远视力可预测
小学 . 年级学生的近视发生或进展程度%其灵敏度和
特异度优于自然瞳孔下电脑验光测定的屈光度联合裸

眼远视力指标
- .:. %也是目前 5 种预测指标联合应用的

最优结果( 因此%将眼轴长度纳入儿童青少年近视筛
查和预警系统势在必行( 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预警还应
关注眼球屈光系统的整体性%如角膜曲率的平坦或陡
峭)晶状体屈光力的变化均应引起重视( 研究表明%裸
眼远视力联合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指标对近视发生

和发展的预测效率是 0 个指标中最优( 目前%已有基
于非近视儿童的远视储备)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的专
家共识发表%可作为预警系统的本底来参考 - 53. (

此外%预警系统还应采集儿童青少年的用眼行为
数据%如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每天户外活动时间)睡
眠情况等%开发出眼健康检查指标与用眼行为相结合
的近视发生风险评估工具

- 5._50. ( 基于这些更为丰富
的数据和信息量%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预测模型则更加
精准%并通过智能手机及时将预警结果反馈给家长和
孩子%以激励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用眼行为%从而发挥预
警系统在群体评估和个体促进中的功能和效力(

F<推进行为干预科普宣教提示语的标准化

对近视防控的相关用眼行为干预措施进行科学普

及%让儿童青少年都能真正牢记并采取行为干预的相
关措施%是近视防控中的重要举措%而推进近视防控用
眼行为干预的科普宣教提示语的标准化十分必要( 使
用标准化的用眼行为干预科普宣教提示语可以避免同

一行为干预措施出现不同形式)不同概念的表达%影响
儿童青少年对行为干预措施的理解和实践(

应使用统一的)既标准化又通俗易懂的语言并匹
配易于理解的漫画%图文并茂%同时应针对不同年龄段
的儿童青少年编制相应的标准化提示语%向儿童青少
年科学普及行为干预的相关措施( 强化/每个人是自身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0的意识%最大程度地动员全体儿童
青少年共同参与防控近视( 比如/近视防控千万条%行
为干预第一条,持续用眼须减少%户外阳光运动好,家校
联动齐发力%改变行为要趁早,模式推广规范化%祖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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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呵护好0( 再比如/用好眼%防近视0 "V%RC212(=B2&%
V@$&=< L(=@B+@(=%2( O2BRC2,%$G2(=B2&#等(

G<从点到面推进行为干预及评估开展前后的效果

在建立覆盖全国儿童青少年屈光及眼健康信息化

系统网络平台基础上%选取局部地区先行推广 /加强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用眼行为干预的行动0%通过图
文推送的形式%科学普及一系列关于近视防控的行为
干预措施%观察行为干预对于改善儿童青少年爱眼护
眼意识及相关生活习惯的作用和可行性%并对于近视
防控的效果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对开展行为干预前后
的近视发病率)患病率等指标进行比较%评估其效果(
同时关注近视防控用眼行为干预对每个个体的有效

性%监测干预期间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及发展的动态
过程%形成个性化的近视行为干预处方( 建议在局部
地区形成标准的近视防控用眼行为干预模式后%在全
国大规模推广应用%为健康中国的眼科篇章贡献力量(
声明!本文仅为专家推荐意见%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形成共识意见的专家组成员$
执笔专家$
李仕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

专家组成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分会

王宁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公共卫生眼科分会主任

委员#

毕宏生!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

眼科研究所!山东中医药大学眼科与视光医学院

"公共卫生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胡爱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公共卫生眼科分会副主

任委员#

卢次勇!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教研室"公共卫

生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陶芳标!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

学系"公共卫生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徐国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公共卫生眼科分

会副主任委员#

张建新! 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眼科分会副主任

委员#

"以下公共卫生眼科分会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曾!平!!卫生部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北京医院#流行病室

次旦央吉!西藏自治区眼科中心

郭!欣!!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

韩!颖!!山西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卫生管理学教研室

贺拥军! 西藏民族学院医学院生命科学重点实验室

何鲜桂!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胡媛媛!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胡竹林!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云南省眼科医院!云南省

眼科研究所!云南省眼科重点实验室

黄国富!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南昌市眼科医院

黄锦海!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李伟力! 深圳爱视视觉科学研究所!深圳爱视眼科医院

李仕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

廖洪斐!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刘!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

鹿!茸!!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学校卫生科

吕!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潘臣炜! 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潘志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

彭晓霞! 北京儿童医院临床流行病与循证医学中心

史伟云!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

医院

宋宗明! 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孙立滨! 黑龙江省眼科医院!黑龙江省眼病防治所

孙兴怀!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

孙旭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王春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眼科

王智勇! 辽宁省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儿少6学校卫生科

王萌萌! 河北省眼科医院

温跃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

吴峥峥!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眼科

伍晓艳!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

学系

许韶君!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

学系

许!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眼科

阎启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眼科

医院

杨晓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

俞筱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

张!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

张丰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

张!玲!!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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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张铭连! 河北省眼科医院

张文芳!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赵!军!!深圳市眼科医院

周!丽!!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科

詹思延!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朱!丹!!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眼科

邹海东!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北京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学专委会

王宁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公共卫生眼科分会主任

委员#

胡爱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公共卫生眼科分会副主

任委员#

詹思延!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眼科分会副主任

委员#

"以下公共卫生眼科分会委员按照姓氏拼音排序#
陈!巍! 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陈有信! 北京协和医院

高艳青! 北京市大兴疾控中心

郭!欣!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韩!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金子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李!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李仕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梁庆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市眼科研

究所

卢!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马!军!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彭晓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乔利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陶立元!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王怀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王!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6北京协和医学院

基础学院

王胜锋!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王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王志军! 中日友好医院

相义会!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杨!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杨晓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市眼科研

究所

越海成!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张大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张丰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张!玲!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赵明威!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曾!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

参与讨论的其他成员

魏士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安文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白玮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梁新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田佳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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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来稿中作者署名的著录要求

!!作者向本刊投稿时署名应符合以下条件$".#参与课题的选题和实验设计%参与实验资料的收集)分析和论证( "5#参与论文

的起草或能够对论文中的方法学或关键部分进行修改( "0#能对审稿专家和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能够答辩并承担责任(

"X#对论文的诚信负责( 仅参与筹得资金或收集资料者以及仅对科研小组进行一般管理者均不宜署名为作者( 文中如有外籍作

者%应附外籍作者亲笔签名的在本刊发表的同意函( 集体署名的文章应于题名下列出署名单位%于文末列出论文整理者的姓名%并

须明确该文的主要责任者(

作者署名的名次应按对论文贡献大小顺序排列于文题下方%每篇论文须列出通信作者 . 名( 如无特殊约定%则视第一作者为

通信作者( 作者"包括通信作者#的署名及其排序应在投稿前由所有研究者共同讨论确定%在编排过程中不宜变更或增减%尤其是

通信作者和前三名作者%若确需变动者须提供所有署名作者的签名同意函并出示单位证明( 有英文文题的论著和综述应有全部作

者姓名的汉语拼音%列于英文文题之下(

本刊对来稿中计量单位的使用要求

!!计量单位!计量单位的使用执行 aT0.3360.3.60.35;.::0*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6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6"所有部

分#量和单位+的有关规定%具体执行可参照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第 0 版"人民军医出版社
533. 年出版#( 作者在撰写论文时应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用( 组合单位符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为 5 条时本刊采用
()6"e)!#%(# 的形式%而不用 ()6e)6#%( 的形式( 应尽可能使用单位符号%也可以与非物理单位"如$人)次)台等#的汉字构成组合

形式的单位%如$次6#%(( 在叙述中请先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括号内写旧制单位数值,如果同一计量单位反复出现%可在首次出

现时注明法定计量单位与旧制单位的换算系数%然后只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 参量及其公差均需附单位%当参量与其公差的单

位相同时%单位可只写 . 次%即加圆括号将数值组合%置共同单位符号于全部数值之后( 例如$/4I]X ()6gk.7]5 ()6g0可以表示为
/"4I]Xk.7]5#()6g0( 量的符号一律用斜体字%如吸光度"旧称光密度#的符号为 ;(

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卫生部联合发出的质技监局量函-.::7..5/ 号文件*关于血压计量单位使用规定的补充通知+%凡

是涉及人体及动物体内的压力测定%可以使用毫米汞柱"##V)#或厘米水柱"1#V5K#为计量单位%但首次使用时应注明 ##V)或
1#V5K与 eD$的换算系数". ##V)l3].00 eD$%. 1#V5Kl3]3:7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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