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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暴露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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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儿童接触电子屏幕产品的机会日益增多。屏幕暴露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时

成为儿童健康领域研究热点之一，屏幕暴露被认为是具有生物学合理性的独立风险因素。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发

生之后，由于居家隔离及户外活动减少等原因，儿童屏幕暴露问题更加明显。因此，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儿童屏幕暴露现状

及其对儿童身心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旨在了解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为临床合理指导屏幕使用提供依据、为儿童全面发

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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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s access to electronic screen products is increas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creen exposur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ublic health issue of global concern and one of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child 
health. Screen exposure is considered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with biological rationality. Dur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2019

（COVID-19） pandemic, the problem of children’s screen exposure became more serious due to home isolation and reduced 

outdoor activities. Therefore, we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ldren’s screen exposure and the research on its impact on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this field, provide basis for clinical 
rational guidance of screen use, and escor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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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发展 , 儿童接触到电子屏幕产品的

机会日益增多。屏幕暴露是指使用带有屏幕的电子产品（如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或台式电脑、游戏机、电视机等）

的行为活动。生命早期的电子产品过度暴露会对儿童语言、

睡眠、视力、注意力、社会交往能力及其他心理行为等产

生不良影响，被认为是具有生物学合理性的独立风险因素
[1-3]。屏幕暴露问题已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及

儿童健康领域研究热点之一。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性感染

疫情发生之后，由于居家隔离及户外活动减少等原因，儿

童屏幕暴露问题更加明显。因此，本文主要对儿童屏幕暴

露的现况及其对儿童身心发育的影响、改进措施综述如下。

1 儿童屏幕暴露现况
2016 年，来自六大洲 35 个国家的数据显示 60%~93%

的儿童青少年每天屏幕时间超过 2h[4]。来自欧洲和北美 40

个国家（地区）的数据表明超过 60% 的儿童每天看电视时

间超过 2h。2014 年美国的全国性调查显示，2~5 岁儿童平

均每天接触电子屏幕的时间达 3.13h[5]；加拿大的一项研究

显示学龄前儿童每天屏幕暴露时间为 1.9h[6]；来自澳大利亚

的调查结果显示，3~6 岁儿童每日平均视屏时间约 2.3h[7]；

印度的一项横断面研究，报告 6 岁以下学龄前儿童视频时

间 2.7h[8]。

关于我国儿童屏幕暴露目前缺乏的大型流行病学调

查，但不同地区调查显示的结果亦不容乐观。江苏省扬州

市学龄前儿童在以上时间段视屏时间＞ 2h/d 的比例分别为

19.3%、39.3%、28.2%[9]，3~6 岁儿童平均每日视屏时间为

1.68h，每日视屏时间在 2h 以上的占 31.8%[10]。安徽省蚌埠

市学龄前儿童使用智能电子产品时间＞ 2h/d 仅占 3.5%[11]。

徐州市的一项调查发现，学龄前儿童平均每日视屏时间为

1.32h，周末每日视屏时间达到了 2h[12]；乌鲁木齐市学龄

前儿童每天视屏时间为 1.69h，每日视屏时间在 2h 以上的

有 28.3%[13]；北京市关于 0-3 岁儿童屏幕暴露现状的研究

显示 0~ ＜ 18 月龄、18~36 月龄儿童每日屏幕时间分别为

（0.76±1.06）h 和（1.57±1.36）h，2~6 岁学龄前儿童每

天平均视屏时间 120.5min，周末视屏时间达 192.4min，并

且每日视屏时间超过 1h 的比例达到了 75.8%[14-15]；上海市

和芜湖市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分别达到了 2.8h 和 2.07h[16-

17]；香港地区的学龄前儿童符合视屏时间推荐标准的比例

仅 26.1%[18]。

2019 年底以来，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改变了成人的生活

方式，同时因防疫政策如居家隔离、线上教学等的原因使

儿童身体活动的减少以及久坐行为的增加。德国 4~5 岁儿

童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每日视屏时间超过 2h 的比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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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 20%[19]。我国汪小燕等调查了在疫情期间合肥市 8844

名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发现在疫情前每日视屏时间小于

1h 的儿童中，有 21% 的儿童在疫情期间增加了每日视屏时

间 [20]。宁静等对广州市内 7 家幼儿园 1453 受居家限制的学

龄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疫情期间学龄前儿童每日屏

幕静坐时间较疫情前增加了 0.56h，超过 1h 的比例增加了

23.2%[21]。上海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2400

多名儿童和青少年视屏时间，结果显示：调查对象的视屏

时间比疫情前增加了了 1.6 倍 [22]。

2 屏幕暴露对儿童身心发育的影响
2.1 屏幕暴露对儿童体格发育的影响

屏幕暴露被视作一种缺乏体力活动的久坐状态对健康

产生不良影响，其与肥胖的关系已经被广泛研究。虽然儿

童肥胖原因复杂，但学者们基本认可屏幕暴露是一个重要

风险因素。2020 年发表的一项纳入 40 项研究的系统评价中，

有 34 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屏幕时间与 5 ～ 19 岁儿童和青少

年的超重或肥胖呈正相关 [23]。有研究显示，每日视屏时间

超过 2h 是学龄前儿童超重或肥胖的危险因素，每日视屏时

间超过 2h 患肥胖的风险增加 69%，超过 3h 的儿童中患超

重或肥胖的风险是视屏时间少于 2h 儿童的 3.4 倍 [24-25]，我

们应注意屏幕时间与肥胖程度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 [26]。同

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屏幕暴露与肥胖相关疾病的关系。有研

究发现，屏幕时间与 10 ～ 17 岁儿童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

正相关 [27]；另一项针对 8 ～ 10 岁儿童的前瞻性研究发现，

每日屏幕时间延长 1 小时会造成两年后患 2 型糖尿病的概

率上升 5%[28]。

2.2 屏幕暴露对儿童眼健康的影响

当前，全球近视呈现发病低龄化、发展速度加快、

严 重 程 度 增 高 的 趋 势， 预 计 到 2050 年， 近 视 率 将 达 到

50%[29]。2021 年 Foreman 等 学 者 [29] 发 表 在《 柳 叶 刀 — 数

字医疗》（The Lancet Digital Health）上的一项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显示，使用新型智能设备的时长与儿童近视风险

呈现显著正相关。一项基于我国 6 ～ 14 岁儿童的研究也发

现，近视风险和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长呈显著正相关，与看

电视的时长无关 [30]。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居家期间，使用手

机和平板电脑上网课的小学生的近视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使

用电视和投影仪的学生 [31]。

2.3 屏幕暴露对儿童睡眠行为的影响

睡眠与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息息相关，目前的研究业

已证明屏幕暴露是影响学龄前儿童的睡眠质量的因素之一。

视屏时间过长，会延迟入睡时间，缩短睡眠时间，降低睡

眠质量，如入睡慢、早醒、睡眠节律紊乱等 [17，32]。一篇

《学龄前儿童睡眠障碍及影响因素分析》的文章指出 [33]，

学龄前儿童每日电子产品使用时间超过 2h，出现睡眠问题

的风险是未超过 2h 的 1.5 倍。安徽省一项横断面调查也发

现，农村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越长，睡眠质量越差 [34]。一

项 meta 分析探讨了每日视屏时间与睡眠问题的关系，高质

量的证据表明学龄前儿童每日视屏时间长与睡眠时间短、

夜醒次数多、就寝时间晚和睡眠质量低有关 [35]。

2.4 屏幕暴露对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影响

儿童身心发展不成熟，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

发生率较高的情绪与行为问题，目前关于屏幕暴露对儿童

情绪与行为问题影响的研究较为广泛，结论也较为统一。

2010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18 个月大的儿童接触电视屏幕与

30 个月大时候的多动、注意力受损和亲社会行为问题有关
[36]。来自马鞍山出生队列研究的数据指出，6 个月和 2 岁半

儿童的高屏幕暴露水平是 4 岁时情绪和行为问题的重要预

测因子，并且持续高屏幕暴露更易导致行为问题的发生 [37]。

陈秋等 [38] 对扬州市学龄前儿童的调查发现，每天视屏时间

超过 1h 的儿童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可能性是小于 1h 儿

童的 1.5 倍左右。

有研究报道过度屏幕暴露的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症状的检出率高，视屏时间过长与 ADHD 症状

过多有关 [39-40]。研究显示接触电子屏幕的年龄越早、每日

视屏时间越长的学龄前儿童出现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SD）行为的风险更高 [41]。儿童屏幕暴

露对心理健康或精神卫生的影响亦受到公共卫生、儿童保

健、心理学领域的关注。

进入 21 世纪以来，抑郁等心理障碍呈现低龄化发展趋

势，WHO 全球卫生观察站的数据显示，全球每 7 个 10 ～

19 岁儿童和青少年中就有 1 个存在心理障碍。《中国国民

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 10 ～ 19

岁儿童和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约为 24.6%[38-42-43-44-45]。有研

究认为屏幕时间与青少年焦虑和抑郁有关联 [46-47]。在安徽

省农村地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与

焦虑症状呈正相关 [48]，目前儿童视屏暴露时间与儿童焦虑、

抑郁相关的研究有待深入。

2.5 屏幕暴露对儿童语言发育的影响

屏幕暴露对于儿童语言发育的影响越来越被临床医生

和儿童专家所关注。贾雅雅 [49] 在研究中指出屏幕暴露问

题在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群体较发育正常儿童更为严峻。赵

瑾、章依文等 [50] 的研究表明，1 岁以内开始看电视且每天

时间大于 2h 的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风险是其他儿童的 6

倍。谭永春等 [51] 的一项研究发现电子类产品发出的声音属

于机械发声，不能进行人机互动，儿童只能被动地听，不

能与其进行主动交流，对儿童语言沟通能力的发展不利。

肖丹夏等 [49] 对在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儿童保健门诊随访

的 827 例 1-3 岁幼儿进行随访后发现长时间的屏幕暴露会

影响家庭语言环境和儿童睡眠，不利于儿童的语言发育。

屏幕时间过长对于儿童沟通不良的影响在于与带养人对话

的频率减少，阻碍带养人与儿童之间的互动。婴幼儿时期

来自环境因素的刺激如讲话者的唇部运动、肢体动作和听

觉通道的信息可激发儿童的主动认知语言处理能力，将前

额叶皮层和大脑各个区域之间构建起功能性连接，从而形

成产生认知语言控制所需的自上而下的网络体系。屏幕暴

露通常以具有被动处理为特征的听觉和视觉刺激形式出现，

因此很可能导致与认知语言控制相关的大脑网络发育不健

全。

3 儿童屏幕暴露的干预措施及困境
鉴于儿童屏幕时间不断增加及对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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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及众多发达国家纷纷将减少儿童屏

幕暴露视为促进儿童健康战略的组成部分，列为儿童健康

管理的重要目标。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均发布指

南对儿童屏幕时间提出明确限制。美国儿科学会儿童屏幕

指南中建议：18 月龄以下的婴幼儿不鼓励使用电子设备；

18~24 月龄的婴幼儿如父母希望儿童接触电子屏幕，避免

单独使用；2~5 岁儿童每日屏幕暴露时间不超过 1h，建议

家长陪同观看。我国政府也开始重视儿童屏幕暴露问题。

2021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

2030 年）》，将普及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儿童养成健康行

为习惯、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列为儿童健康管理工作的重点。

2021 年 4 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十五部门印发《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 年）》指出，要

加强管理儿童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使用情况，严格控

制屏幕时间，杜绝“电子保姆”。然而，如何减少儿童屏

幕暴露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也许是因为屏幕

暴露对儿童的危害并非“立竿见影”，试图让其主动减少

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消遣活动”绝非易事。在过

去的 20 年里，我们不断探索了能够有效减少儿童屏幕暴露

的干预措施，如向儿童或其父母提供屏幕时间过长之健康

风险的信息，帮助儿童设立屏幕使用目标和执行计划；对

儿童的父母进行宣传教育，鼓励其给孩子树立行为榜样、

改善养育方式；将电视搬出儿童卧室、在电视或电脑上安

装时间管理设备；增设体育课、增加健身器材、提供低价

或免费的课后体育活动场所和培训课程等。

儿童屏幕暴露这一研究现象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随

着新型智能设备的普及和后疫情时代线上学习的常态化，

儿童屏幕暴露的时长和模式均可能发生变化，明确屏幕暴

露与儿童身心健康的因果关系可以作为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目前国外相关研究较多，国内研究大多为横断面设计的地

区性研究，纵向、队列的关于屏幕暴露与儿童身心健康因

果关系的研究较少，基于中国的社会文化下儿童屏幕暴露

面临的多维环境风险因素及相应的健康后果展探索还远远

不够。因此，亟须更多本土设计良好的纵向研究提升因果

推断的准确性，为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精准干预方案与完

善儿童健康管理政策提供科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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