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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大学生眼健康现状调查及用眼建议 
庞云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宜春  336000） 

摘要 目的 调查宜春职业学院在校大学生眼健康现状并提出用眼建议。方法 于 2021 年 3 月随机抽取宜春职业学院护理系的在校学生 280

名作为调查对象，采取匿名调查的方式调查父母近视情况、电子产品使用情况、眼健康检查情况、眼镜配戴情况、戴镜方式、每天戴镜时

长、配镜途径、配镜选择倾向等，提出针对性的用眼建议。结果 大学生父母均不近视占比最高（68.21%），其次为父母一方近视（16.43%）；

在校大学生每日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集中在 3~8h（67.86%），仅有 11.07%的大学生使用时长不超过 3h，同时使用时长超过 8h 的大学生高达

21.07%；仅有 15.00%的大学生定期接受眼健康检查，46.07%的大学生在需要时才进行眼健康检查，而从未检查过的大学生高达 38.93%；

尚未配镜的大学生占比 38.57%，而首次配镜为远视或远视散光的大学生仅有 0.36%；首次配镜度数＜100 度的大学生仅有 13.93%，而首次

配镜度数＞500 度的大学生有 2.14%；有 45.71%的大学生未戴镜，而配镜的大学生多数选择框架眼镜（51.79%）；有 20.36%的大学生选择了

每天戴镜，而 33.21%的大学生在看不清时戴，43.21%的大学生未戴镜；有 41.07%的大学生未配镜，配镜者多选择眼镜店配镜（49.64%），

网购的大学生较少（1.43%）；配镜选择倾向由高到低依次为专业水平（66.07%）、价格实惠（58.21%）、服务好（46.79%）、款式时尚（45.00%）、

距离近方便（30.36%）。结论 宜春职业学院在校大学生眼健康现状堪忧，需要加强眼健康知识的学习，增强自身的眼健康意识，提高保护

眼健康的能力，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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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是临床常见的眼科疾病，遗传与环境因素是引发青

少年近视的重要危险因素，近几年青少年视力问题日益凸

显，已经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

繁重的课业和不良用眼习惯的影响下，各学段的学生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视力问题，其中大学生近视问题尤为普遍[2]。有

专家指出，近视不仅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也会

给其学习、求职带来不便，增加了社会和家庭负担[3]。因此，

了解大学生的用眼卫生和近视情况，研究改善大学生视力下

降问题的有效策略具有重要临床价值[4]。本研究即采用问卷

调查的形式对我校护理系在校大学生眼健康状况进行了调

查，目的在于了解我校在校大学生眼健康现状，从而为制定

大学生用眼建议提供依据，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于 2021 年 3 月随机抽取宜春职业学院护理系的在校学

生 280 名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无其他眼科疾病；②

无认知交流或读写障碍；③对本次调查内容和目的完全了解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有遗传病史者；②合并其

他影响本次调查结果的急慢性疾病者；③不能真实填写内容

者。入选者男女比例为 64：216，年龄为 18~22 岁，平均（22.13

±3.02）岁，其中大一 54 名、大二 79 名、大三 67 名。 

1.2 调查方法 

查阅相关文献后自制调查问卷，内容涉及 8 个方面：①

父母近视情况。包括：父母均不近视、父母一方近视、父母

均近视、父母一方高度近视、父母均高度近视、不清楚。②

电子产品使用情况。包括：每日电子产品使用时长＜1h、1~

＜3h、3~5h、6~8h、＞8h。③眼健康检查情况。包括：眼健

康检查频率为 3 个月一次、6 个月一次、1 年一次、不定期

检查、从未检查过。④眼镜配戴情况。包括：首次配镜度数

为＜100 度、100~200 度、＞200~300 度、＞300~400 度、＞

400~500 度、＞500 度、远视或远视散光、未配镜。⑤戴镜

方式。包括：框架眼镜、隐形眼镜、美瞳隐形眼镜、硬性接

触镜、近视手术、未戴镜。⑥每天戴镜时长。包括：每天戴

镜、看不清时戴、隐形眼镜每天≤10h、隐形眼镜每天＞10h、

未戴镜。⑦配镜途径。包括：眼镜店、医院/眼科门诊、网

购、未配镜。⑧配镜选择倾向（可多选）。包括：款式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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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惠、距离近方便、专业水平高、服务好。 

采取匿名填写、现场回收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填写过

程中由调查者详细讲解问卷内容，避免被调查者出现对问卷

内容理解偏差或无法理解的情况。监督问卷的填写过程，保

证问卷被完全填写且填写内容符合被调查者的真实意愿。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80 份，回收问卷 280 份，有效回

收率为 100%。 

1.3 数据处理 

使用EXCEL软件录入数据并进行计算。 

2 结果 

2.1 父母近视情况调查 

大学生父母均不近视占比最高（68.21%），其次为父母

一方近视（16.43%）。见表 1。 

表 1 父母近视情况调查 

近视情况 例数 百分率 

父母均不近视 191 68.21% 

父母一方近视 46 16.43% 

父母均近视 14 5.00% 

父母一方高度近视 6 2.14% 

父母均高度近视 0 0.00% 

不清楚 23 8.21% 

2.2 电子产品使用调查 

在 校 大 学 生 每 日 电 子 产 品 使 用 时 长 集 中 在 3~8h

（67.86%），其中 36.79%的大学生使用时长为 6~8h，36.79%

的大学生使用时长为 3~5h。仅有 11.07%的大学生使用时长

不超过 3h，同时使用时长超过 8h的大学生高达 21.07%。见

表 2。 

表 2 电子产品使用调查 

每日电子产品使用

时长 
例数 百分率 

＜1h 7 2.50% 

1~＜3h 24 8.57% 

3~5h 103 36.79% 

6~8h 87 31.07% 

＞8h 59 21.07% 

2.3 眼健康检查情况调查 

仅有 15.00%的大学生定期接受眼健康检查，其中 7.50%

的大学生 1 年一次，3.93%的大学生 6 个月一次，3.57%的

大学生 3 个月一次。46.07%的大学生在需要时才进行眼健康

检查，而从未检查过的大学生高达 38.93%。见表 3。 

表 3 眼健康检查情况调查 

眼健康检查频率 例数 百分率 

3 个月一次 10 3.57% 

6 个月一次 11 3.93% 

1 年一次 21 7.50% 

不定期检查 129 46.07% 

从未检查过 109 38.93% 

2.4 眼镜配戴情况调查 

尚未配镜的大学生占比 38.57%，而首次配镜为远视或

远视散光的大学生仅有 0.36%。首次配镜度数＜100 度的大

学生仅有 13.93%，而首次配镜度数＞500 度的大学生有

2.14%。见表 4。 

表 4 眼镜配戴情况调查 

首次配镜度数 例数 百分率 

＜100 度 39 13.93% 

100~200 度 68 24.29% 

＞200~300 度 37 13.21% 

＞300~400 度 16 5.71% 

＞400~500 度 5 1.79% 

＞500 度 6 2.14% 

远视或远视散光 1 0.36% 

未配镜 108 38.57% 

2.5 戴镜方式调查 

有 45.71%的大学生未戴镜，而配镜的大学生多数选择

框架眼镜（51.79%），仅有 2.50%的大学生选择隐形眼镜或

美瞳隐形眼镜。见表 5。 

表 5 戴镜方式调查 

戴镜方式 例数 百分率 

框架眼镜 145 51.79% 

隐形眼镜 5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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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瞳隐形眼镜 2 0.71% 

硬性接触镜 0 0.00% 

近视手术 0 0.00% 

未戴镜 128 45.71% 

2.6 每天戴镜时长调查 

有 20.36%的大学生选择了每天戴镜，而 33.21%的大学

生在看不清时戴，43.21%的大学生未戴镜。见表 6。 

表 6 每天戴镜时长调查 

每天戴镜时长 例数 百分率 

每天戴镜 57 20.36% 

看不清时戴 93 33.21% 

隐形眼镜每天≤10h 8 2.86% 

隐形眼镜每天＞10h 1 0.36% 

未戴镜 121 43.21% 

2.7 配镜途径调查 

有 41.07%的大学生未配镜，配镜者多选择眼镜店配镜

（49.64%），网购的大学生较少（1.43%）。见表 7。 

表 7 配镜途径调查 

配镜途径 例数 百分率 

眼镜店 139 49.64% 

医院/眼科门诊 22 7.86% 

网购 4 1.43% 

未配镜 115 41.07% 

2.8 配镜选择倾向调查 

配镜选择倾向由高到低依次为专业水平（66.07%）、价

格实惠（58.21%）、服务好（46.79%）、款式时尚（45.00%）、

距离近方便（30.36%）。见表 8。 

表 8 配镜选择倾向调查 

配镜选择倾向 例数 百分率 

款式时尚 126 45.00% 

价格实惠 163 58.21% 

距离近方便 85 30.36% 

专业水平高 185 66.07% 

服务好 131 46.79% 

3 讨论 

3.1 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被调查者的父母近视尤其是高度近

视所占比例均较低，可以认为在校大学生近视受父母遗传的

影响不大，多因后天环境因素及用眼不当引起[5]。在电子产

品使用方面，有 67.86%的大学生每日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为

3~8h，使用时长超过 8h的大学生高达 21.07%，可见大学生

普遍存在电子产品使用时长过长、用眼过度的问题，需要引

起高度重视[6]。在眼健康检查方面，仅有 15.00%的大学生定

期接受眼健康检查，而从未检查过的大学生高达 38.93%，

表明大学生对于眼健康检查认知度不足或健康意识比较薄

弱，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科普和引导[7]。在眼镜配戴情况方面，

尚未配镜的大学生占比 38.57%，这其中可能有视力尚正常

者，也有视力异常未矫正者；而首次配镜度数＜100 度的大

学生仅有 13.93%，而首次配镜度数＞500 度的大学生有

2.14%，由此可知多数大学生在近视初发时期并未及时予以

矫正，导致近视度数明显增加[8]。在戴镜方式和时长方面，

大学生多数选择框架眼镜（51.79%），有 20.36%的大学生选

择了每天戴镜，而 33.21%的大学生在看不清时戴，0.36%的

大学生隐形眼镜每天佩戴超过 10h，这就提示我们要注意引

导大学生正确使用眼镜，尤其是隐形眼镜[9]。而在配镜途径

和配镜选择倾向方面，配镜者多选择眼镜店配镜（49.64%），

配镜选择倾向最高为专业水平（66.07%），其次为价格实惠

（58.21%）和服务好（46.79%），可见大学生在配镜方面观

念比较正确，对于专业性、性价比和服务比较重视[10]。 

3.2 用眼建议 

基于问卷调查出的上述问题，结合当前大学生用眼实

际，我们给出了如下的用眼建议：①提高对眼健康的重视程

度。近视与不当用眼方式直接相关，因此从学生时期就应该

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如有眼干

涩、眼模糊、眼胀痛等症状及时就医，不可拖延或盲目用药

[11]。②增加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时间。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

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白天户外活动

时间宜控制在每天＞2h或每周 14~16h[12]。③保持良好的作息

规律。避免熬夜玩游戏、看视频等不良行为习惯，同时应该

避免在关灯、行走情况下使用电子产品[13]。规律饮食，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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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绿色橙色紫色等深颜色蔬果，适当摄入优质蛋白及坚果等

食物，限制摄入含糖量较高的食物及饮料，比如糖果，巧克

力，蛋糕，奶茶等。④采取正确的近视矫正方式。近视度＞

100 度或眼睛有外斜、视疲劳等情况时应该全天配戴眼镜，

而使用隐形眼镜要注意正确护理且每天配戴时间不宜＞8h，

并且避免长时间使用美瞳隐形眼镜，防范眼干及角膜缺氧变

性等问题[14]。⑤养成定期进行眼健康检查的习惯。每年至少

进行一次常规的眼健康检查，特殊人群（如干眼、视疲劳、

高度近视人群等）应该在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眼健康检查

[15]。 

结束语 

在校大学生需要加强眼健康知识的学习，增强自身的眼

健康意识，提高保护眼健康的能力，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成为眼健康知识的传播者和践行者，为全民眼健康的促进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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