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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防护、高科技服务
一个都不能少

儿童青少年近视成因复杂， 这也意味着防控近视
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长、孩子、医疗机构形成合
力，才能营造健康的用眼环境。

“学校应该从保证学生每天至少一小时户外活动、每天
两次眼保健操，监督学生的用眼行为、提供合理饮食做起。 ”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学工处主任汪义芳说。

“青少年自身也要从用眼距离、用眼时长、用眼时
环境光照的强度、 户外活动时长、 用眼角度这五个维
度，进行自我管理。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教授杨智
宽提醒，如果孩子出现了“歪头眯眼”“视物不清”的现
象，家长不可掉以轻心，应前往专业眼科医院检查，由
医生给出孩子近视防控方案。

为“护驾”明眸，我国科研人员也加入擦亮“心灵窗
户”的行列中。 如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国际眼科学和视
觉科学转化与创新论坛”上，一款视觉科学的孵化器诞
生，它鼓励业内人士把“守护眼睛”的“奇思妙想”拿出
来“孵化”，以推进眼科学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最终惠
及“小眼镜”群体。

“只有多方携手，让孩子能有充足的白天户外活动
时间、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控制使用电子产品时间、
保证充足睡眠、合理营养，我们才能共护好孩子的光明
未来。 ”杨智宽说。 （据新华网）

“小眼镜”人数超 1亿

如何守护好“未来之光”？
每逢开学，“近视”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孩子们会发现，身边

有的同学新戴上了“小眼镜”，有的同学“小眼镜”又变厚了。 近日，全
国 29 个省份超 1000 所中小学掀起“爱眼护眼”热潮，人们深刻地感
受到：如何守护好“未来之光”，是全社会都需要补上的一课。

近视高发、低龄化
我国“小眼镜”人数惊人

教育部 2018 年 7 月发布了我国首份
《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 其中，学
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 报告显示，我国四
年级、八年级的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
为 36.5%和 65.3%， 其中八年级学生视力
重度不良比例超过 30%。

此前，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与监测
结果也显示 ：我国小学生 、初中生 、高中
生 、 大学生的视力不良率高达 45.71%、
74.36%、83.28%、86.36%。 全国近视眼中，
中小学生预估超过 1 亿人。

《国民视觉健康报告》 白皮书估算 ，
2012年， 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
本约 6800亿元。 如果近视人口持续增加，
在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军事等领域，符合
视力要求的劳动力会面临巨大缺口， 将直
接威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

给孩子一双明亮的眼睛，这样的期盼
正在得到回音———

2018年 8月底，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
印发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
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成为国家行动。
政府主导、部门配合、专家指导、学校教育、
家庭关注的科学防控体系正在构建。

近日 ， 全国 29 个省份超 1000 所中
小学校园掀起“爱眼护眼”热潮。 各地卫
生 、教育 、疾控 、妇联 、关工委 、慈善总会
等多部门， 联合专门的眼科医院， 为学
生、老师、家长带来超过 500 场的眼健康
科普讲座。

为了摘掉“小眼镜”，全社会都已行动
起来。

归咎课业、电子产品？
眼负荷过重是诱因

专家指出， 造成近视的主要因素是眼睛的近距离
负荷。 学习、阅读、玩电子产品等所有近距离眼负荷都
是诱因。

“近年来，学校教育或多或少都存在重智育、轻体育
的现象，孩子近距离学习时间过长、学习强度和频率过
大，加之日常用眼习惯不良，导致了近视的早发、高发。”
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家伟说。

记者在北京采访了解到，虽然一些小学下午三点半
放学，但课后作业及兴趣班仍然占据了孩子大部分时间，
没时间运动、没地方运动似乎已成为普遍现象。

作为主要视力干预手段的体育活动，多年来在一些
地方仍然不充足。 除了场地小、教学压力大外，担心学生
的安全问题似乎是学校无法摆脱的“紧箍咒”。

此外，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成了近视的“帮凶”。
但也有一些案例表明，同样使用电子产品，有的国家近
视率较我国并没有那么突出。

记者调查了解到，国外学校比较重视学生的户外活
动，除了组织体育活动外，还会“强迫”孩子离开电脑和
书本。 比如：澳大利亚小孩每天的户外时间为 3 小时至
4 小时；英国设有定期的视力检查机制，并且在医院、诊
所、药店都会免费提供视力检查和视光服务；德国重视
孩子自然视力管理和近视预防，学校除定期组织学生登
高望远外，还会让孩子戴上“巫婆”眼镜，让他们体验双
眼模糊的不便，了解近视的成因。

“体育锻炼是目前最经济有效的近视防控途径。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李莉说，在
白天户外活动，紫外线可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而多巴胺
的分泌可抑制眼轴增长，有效控制近视的发展。

临床研究还证实， 每天户外活动两小时或每周户
外活动十小时，都可有效降低近视发生、发展的概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