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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近视人口比例快速增加，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公

共卫生问题，而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也越发严重。我院2018

年 11 月对我市 1 所小学708 名学生和3 所中学的8861 名学生进行

视力筛查，结果显示小学 6～14 岁的视力不良率为 42.4%、中学

9～18岁的视力不良率为81.8%，并且在这些视力不良率学生中女

生比男生高10%。当下我们中国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已达到非

常严重的程度，有文章报道[1] [2]我国青少年近视的发病率占 38.

37%，已经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学生近

视问题作出重要指示。为切实加强新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2018 年 8 月 30 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联

合颁布实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将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上升为国家战略。近视是一种慢性病，并且异常“顽固”，

防控近视不可蛮干，要找准突破口，本人认为近视防控科普体系

的建立就是防控近视的突破口，也是防控近视的捷径，非常重要。

1　儿童青少年近视成因及预防和治疗的科普分析

大量文献研究[3][4][5][6]表明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成因与生长发育、

遗传因素、生活学习环境、眼睛负担太重的不良行为习惯、营养

健康等多种因素存在密切联系，甚至与地域及家庭收入、教育程

度等有关联。本人认为造成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情况严重的核心

原因，还在于家庭、学校及儿童青少年自身，乃至我们整个社会

对近视现象的重视程度不够，对近视真正成因缺乏科学的认识，

也就是关于用眼健康的科普知识匮乏。正因为我们整个社会体系

对近视防控的科普做的不够好，才被社会上防控近视的一些“土

方法、野路子”所左右，进入一些误区[7]，如下：

1.1近视了千万别给孩子戴眼镜，眼镜戴上就取不掉了，并且

会越戴越坏！这一点肯定是错误的，一般超过 150 度近视都要戴

眼镜，否则时间久了眼睛就会疲劳，疲劳加重就会加深度数的发

展，其实眼镜本身就像腿的拐杖一样，有助于视力的恢复。

1.2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太小散瞳验光对眼睛有害，可以不用散

瞳验光就能验出正确的度数，其实儿童的调节力特别强，散瞳目

的是为了麻痹睫状肌，除外假性近视，所以很多孩子因为不散瞳

误戴上了眼镜，导致了度数越来越深，这一点完全是由家长的认

知错误造成的。

1.3 很多人甚至相信“近视包治愈，不好不要钱”，寄希望于

号称能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各种视觉训练机构。医学上论证，近

视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则无法治愈，治疗近视没有任何“神器”

可言。一旦形成近视，在没有特殊方法干预情况下，近视度数不

但不会降低，反而还会持续增加。

1.4 盲目相信网购、代购治疗近视的“神药”—— 0.01% 的阿

托品眼药水，每天给孩子滴。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机构经研究认

为，低浓度的阿托品（0.01%～0.1%）可以抑制近视引起的眼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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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从而延缓近视的过快进展。但是家长们注意了，这还只是在

研究阶段，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研究报道显示其真正的疗效。

1.5 不管孩子调节和眼位情况如何，一味选择价格高的眼镜，

如渐进多焦点眼镜、双光镜、防近镜、抗疲劳镜等。其实渐进多

焦点眼镜是为老年人设计的，国外强调青少年近视眼慎配，而在

我国泛滥成灾。

1.6 有人认为“近视了？没关系，将来一个手术就做好”。其

实从科学角度讲近视是无法治愈的，近视眼激光手术，仅仅是通

过对角膜的切削，改变角膜的厚度，减少角膜的屈光能力，从而

使光线能够重新聚焦在视网膜上。这样可以达到不想戴眼镜的目

的，但是对已经近视的眼睛，近视结构的改变是无法逆转的。如

果术后不爱护自己的眼睛，度数仍可继续增加，这样可能需要再

次戴镜，而高度近视的并发症是不可能避免的。

1.7 有人认为“玩 1 小时手机会伤害眼睛，看书写字 10 小时

眼睛不会有事。”其实手机、iPad等电子产品与书本作业等载体虽

无实质差别，但从本质上看，都是近距离使用，易发生近视。现

在很多小孩子的近视，不是先天遗传，而是后天引起的。因此，再

次提醒家长，在孩子近视还没发生的幼儿阶段就要开始重视，如

每天保证2小时以上在自然光下进行户外活动因为适宜的阳光接

触能促进眼睛分泌神经递质多巴胺，从而有助于抑制眼轴的增长，

预防近视发生。同时，在户外活动中，人眼处于轻松舒适的状态，

瞳孔相对较小，也有助于视物相对清晰，更有助于控制近视发生

发展。

2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体系建立的意义

2002 年 6 月 29 日，《科普法》颁布并实施。《科普法》的颁

布是我国科普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

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它将普及科学技术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上升

为全体人民的意志，体现和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具有普遍

的约束力和强制力，标志着我国科普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

《科普法》实施十多年来，在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适应国

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现实意义十

分突出。

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形势如此严峻，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防控近视需借助科技的力量，这里说的科技力量除了指预防

和治疗近视各种高超技术手段意外，还应指科普的力量。回顾以

前，人们对于未成年人近视问题的治理也曾经制定过不少措施，

效果却不尽人意，尽管原因很多，但与近视防控的方法不当密切

相关。近视防控应以理智的心态接受孩子的近视，寻求科学的方

法预防和矫正近视，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这才是正道。

建立了有效的近视防控科普体系，并且让千千万万人民群众

真正参与进来，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有关保护眼睛视力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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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提高了近视防控科学素质，这样在进行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的攻坚战时，才会少走弯路，取得好的效果。近视防控科普

体系的作用，应该贯穿于近视预防和治疗的每一个环节，实践充

分证明好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有文章报道[8]将科学的系统论

思想用于近视的病因学研究及LASIK手术进展研究中，发现了近

视的生物表现形式是基因+环境，并找到了针对每一位患者的个

体化的手术方案，矫正近视的同时改善了视觉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在2019年

两会的“委员直播”的采访中指出，“近视眼防控没有神器，也没

有神医”；“现在没有单一一项技术就能把近视发病控制住，而是

需要多项技术综合使用，多个部门一起发力，近视眼才能得到控

制”；“眼保健操做对了，做准穴位了，做认真了，对缓解视疲劳，

减少调节障碍绝对有用。但不是说单靠眼保健操一个项目就能防

控近视，而需要综合防控。现在社会上产生了各样的近视眼防控

的设备、仪器，要将质量把控放在第一位，坚决避免这种仪器设

备给孩子们带来的视觉上的二次损伤”。所以说，要防控近视，必

须建立有效的近视防控科普体系，并大力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健

康用眼的科普宣传，这才是防控近视的突破口，也是防控近视的

捷径。

3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体系建立的几个关键环节分析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其科普体系的建立

则是该系统工程的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甚至它建立的好坏可能

直接影响近视防控的最终效果。现在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问题

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了，要求全民动员起来，必须采用科学方

法，不可蛮干，所以近视防控科普体系的几个关键环节一定要把

握好：

3.1近视防控科普体系建立一定要行政部门牵头，医疗机构主

导，并动员学校、家庭以及儿童青少年等个体共同参与进来。

3.2近视防控科普体系一定包含有按公共卫生群体健康档案管

理标准，建立、管理、运用的儿童青少年学生视力健康档案，形

成动态电子信息库，并且持续更新，以便于根据不同特点进行有

针对性地设计近视科普方案。

3.3科普知识的选材一定既要有深度，又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

求。以前我们见的最多的关于近视的科普知识，多数覆盖面较窄，

深度不够，或者说知识编排的只是一些文字资料，过于简单，很

难调动被普及者的兴趣，不能满足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的需

求。既然当下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是全民抗战，用于科普的选材

应该是分级的，适合满足不同程度近视患者需求，但一定要在统

一标准要求下制作完成。

3.4 近视防控科普宣传的手段要丰富、多层次、多角度。传统

的科普教育一般是采用专家讲座、科普报刊专栏、科普宣传手册，

或者设立图书专架等形式来进行宣传的。这种宣传形式存在着一

些问题，比如：表达不够清楚，形式比较呆板，内容不够生动以

及传播的效率和宣传的力度低下等。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要利用

电视、电影、网络等多种新媒体，再利用动画技术和表现形式，真

正实现“三位一体”的结合方式，推动近视防控科普快速发展。科

普动画将抽象、复杂的科学知识通过动漫的形式阐释和表达出来，

会更直观、生动，更有利于促进科学知识的传播，促进大众科普

能力的提高。

3.5近视防控科普宣传的力度要加强，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

防控宣传的场合除了在学校开展，还要在社区宣传起来。当然还

可以进行“面对面”的眼健康科普知识讲座，在知识讲座中，结

合防控近视科普动漫作品展示，深入浅出地把比较深奥的近视防

控的科学原理介绍给大家，这样更容易理解，更能保持积极、主

动的态度去接受讲座中获取的知识和信息。在讲座过程中，通过

互动，在提供给受众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接受程度、内容需要等提出需求。为更好地将科普知识有效

和广泛的传播，在讲座中还可以适当调整适合特殊人群的讲座方

式和内容等。

3.6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工作不能流于形式，要分阶段

地持续进行，并且对于科普效果要有明确的可操控的评估标准，

而对于实际科普效果要及时进行评估考核，避免以往“普而不考”

应付式科普，在科普工作中发现问题，持续改进，不断总结经验，

并推广良好的经验。

3.7 我们国家已经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落实到法律法规层

面，故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工作的开展要明确家庭、学校、

医疗机构、行政部门等全社会各责任，落实责任不得推诿，并将

近视防控科普工作提质细化，保证科普效果，切实从根源上提高

广大人民群众的用眼健康科学素质，全面防控近视发生。

科普的目的在于公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一过程不是几

年甚至几十年能够见效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有长远谋划

和定位。当下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形势迫切而严重，故近视防

控科普工作非常重要，任重而道远。2019 年 3 月 16 日，由 51 名

专家共同组成的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眼科科普专委会宣布

正式成立，眼科科普有了正规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医

师李海丽当选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眼科科普专委会第一届

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会长郭树彬表示，医学科

普迎来了春天，健康科学知识普及将是未来医生工作中重要的一

部分。李海丽教授介绍，专委会下一步工作将以全国爱眼日为契

机，开展全国性的近视防控科普进校园活动，同时建立专委会专

门的科普平台，作为眼科科普的正规军，保证发布内容的权威和

正规。我们有理由相信，近视防控科普在全民防控近视的攻坚战

中一定能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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