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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近视呈现高发病
率、低龄化的特点，已成为一个备受社会关
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国家疾控局监测数据
显示，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为51.9%，较2020年（52.7%）下降了0.8个百
分点。在近视学生群体中，轻、中、高度近视
分别占53.3%、37.0%、9.7%。在不同学段中，
小学、初中、高中总体近视率分别为36.7%、
71.4%、81.2%。

显然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距离《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制定的2030年近视防
控目标（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
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
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仍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未成年人近视问题不容乐观。

暑期将至，又将迎来学生与家长集中的
“视力大作战”时期。保护未成年人视力健
康，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近视难以治愈。一旦发生近视，如果仍持续用
眼不当，或是采取错误的治疗方式，只会不断加重近
视。但近年来，无良机构和商家采用“逆转”“摘掉眼
镜”“度数大幅降低”等字眼儿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
的案例数不胜数。很多家长学生抱着“试一试”的侥
幸心理消费，最终掉入了陷阱。中国青年报社社会
调查中心此前就近视防控虚假宣传进行的专项调查
显示，60.9%的受访家长担心错过孩子近视的最佳预
防治疗时机，77.4%的受访家长担心类似虚假宣传会
给未成年人和家长造成错误认知。

暑期将至，正是一些不良机构和商家“大展拳
脚”的时期。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虚假违法近视防控
广告的监管和打击力度，持续曝光典型案例，及时肃
清社交平台中有关近视治疗虚假、夸大宣传的内
容。同时，家长学生都要树立理性、科学意识，不能
将近视预防、减缓的希望寄托在市面上这些没有实
质效果的近视防控手段上。

很多家长在视力健康上存在另一个误区，即觉得
孩子“没近视”就是好的。实则，正常情况下，只有到
青春期依然处于“生理性远视”的状态，即具备一定的
远视储备，才能保证未来视力的健康和可控发展。

面对我国未成年人近视不断低龄化的趋势，近
视防控的关口要前移。

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王宁利教授指出，要重
视孩子从出生到青春期结束整个阶段的远视储备问
题。《近视防治指南（2024年版）》较2018版指南做出
的重要更新之一，就是添加了近视分期内容。其中，
在近视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近视前驱期（近视前驱状
态），强调了儿童远视储备的重要性。这对家校日常
防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今，一眼望去都是“小近视眼”已成为我国中
小学校园的普遍状况。但云南省湾塘小学却在这个
问题上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学校学生近视率连
续多年保持零记录。每日3小时以上户外运动、控
制电子产品使用、充足睡眠、营养均衡、绿植环绕、正
确读写姿势……这座山区小学将保护孩子视力视为
使命，创造了“奇迹”，是其他学校在学生视力防护上
借鉴、学习的典范。

守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就是守护他们光明
的未来，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大计。当由社会、学校、
家庭多方形成合力，共同呵护孩子们明亮的双眸。

(据新华网)

近视防控关口前移

家长需及早关注孩子远视储备问题

青少年近视的形成与先
天的遗传因素和后天的环境
因素都息息相关。相比不可
控的遗传因素，对后天环境
因素的干预于儿童青少年视
力健康发展更具现实意义，
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开展近视
防控工作的重要抓手。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
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
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
2022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
为 1.93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
普及率高达 97.2%，其中，小
学生互联网普及率为95.1%，
其他各学龄段互联网普及率
均超过了99%。

互联网时代，作为“数字
原住民 ”的未成年人，不管
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中都以
电 子 设 备 为 伴 。《报 告》指
出，未成年网民中拥有属于
自己上网设备的比例达到

87.0%。未成年人用网时长、
深度、广度都有所增加。有
研究显示，长时间盯着电子
屏幕，会加重视觉疲劳、造
成眼轴增长，是导致近视发
生的主要因素。另外，除了
电子设备本身对视力产生
的危害，不良使用习惯所带
来的挤压运动时间、睡眠时
间等问题都会间接加剧对视
力的损害。

未成年人正处于视力发
育关键期，在享受数字生活
便捷、快乐的同时，更要看清
不良电子设备使用习惯直接
导致的患近视风险的增加。

户外活动在预防、减缓
近视中担当着重要角色。中
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
林浩添教授在相关研究中
发现，城市儿童每天增加 40
分钟户外活动，3 年近视发
病率降低 9.1%。近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近视防
治指南（2024 年版）》中也明

确指出，户外活动时间与近
视的发病率和进展量呈负
相关。近些年来，户外活动
一直被作为防控近视的一
项重要措施，但现实中，我
国儿 童青少年户外活动普
遍不足。

2023 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联合发布的《中国青少年
健康行为研究报告》显示，我
国青少年平均每周参加超过
1 小时体育锻炼的天数仅为
2.5天，平均每月进行较剧烈
运动的天数仅为2.8天，更有
10%左右的受访青少年从不
锻炼身体。这与《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核心知识十条》
中的要求（儿童青少年应坚
持每天日间户外活动不少于
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达到14
小时）仍有着不小的差距。
实现每天日间户外活动 2 小
时的目标，家庭、学校、学生
任重道远。

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良好
的昼夜节律有益于儿童青少
年的视觉发育。教育部“睡眠
令”明确要求，小学、初中、高
中学生睡眠时长应分别达到
10、9、8小时。但中国睡眠研
究会等机构推出的《2022中国
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
我国小学、初中、高中学生的
睡眠平均时长分别为 7.65、
7.48、6.5小时，各学段学生睡
眠时长均未达标，且距离理想
睡眠时长存在着至少1.5小时
的差距。

是什么偷走了儿童青少

年的睡眠？“双减”多年，学生
课业负担有所减轻，但长期
以来形成的教育评价机制很
难从根本上改变，这不仅加
剧着家长的教育焦虑，也造
成了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
的局面难以根本扭转。加上
不良电子设备使用习惯等问
题，都使儿童青少年睡得好、
睡得饱难上加难。为中小学
生睡眠做加法，需持续推进教
育改革，不断为家长“降火”，
促进儿童青少年养成良好的
睡眠习惯。

除了睡眠，摄取丰富的营

养也是保证视力健康发育的
重要一环，良好的饮食习惯有
助于孩子远离近视，但这常常
是被很多家长在近视防护上
忽视的方面，不仅没能认识到
应该在饮食上下功夫，甚至还
在加重负担。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许
多家庭中，都存在着重油、高
糖或是过于精细等饮食习惯，
这些都不利于孩子视觉功能
的正常发育。预防孩子近视，
家长需在饮食健康方面构建
科学合理的认知体系并付诸
实践。

近视防控，对后天环境因素进行干预更具现实意义

“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养成良好睡眠与饮食习惯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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