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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应用眼保健综合干预对视力水平的影响

陈少兰 麦金和 吴平雅
南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州 番禺区 511400

摘� 要：目的：分析学龄前儿童应用眼保健综合干预对视力水平的影响。方法：在 2023 年的1月-12月期间，挑
选了 100 位1-4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的方法将儿童平均分配到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 50 人。对照
组采取常规干预，观察组应用眼保健综合干预，对比两组实例视力 = 水平。结果：经过比较后发现，观察组患者的
GQIL-74 评分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观察组不良事件概率低于对照组，P < 0.0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结论：对于学龄前儿童应用眼保健综合干预，能够有效提升儿童的视力水平，值得进行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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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儿童视力衰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我国学生近视的比率大约在

70%至80%之间，近视产生的原因与遗传背景及婴幼儿
长时间不良用眼习惯，青少年时期近距离用眼过度密切

相关。通常情况下，眼球的发育会在18岁之前停止，而
12-18岁之间，近视往往快速发展。在这个年龄段的青少
年由于学业压力，经常性地过度使用眼睛。此外，我国

中小学生面临的学业压力沉重，作业量非常大，并且他

们的日常生活和娱乐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户外活动时

间极少，这些都是近视发病率大幅上升的重要因素。若

学龄前儿童未能培养出正确的用眼及保护视力的习惯，

那么近视的发病率将显著提高。在这个年龄段，儿童的

眼部正在经历关键的发育、功能恢复和成熟阶段，同样

也是形成护眼好习惯的黄金时期。因此，增强儿童的视

觉健康，实施全面的眼部保健干预措施显得至关重要。

家长与孩子本身需要了解更多关于眼部保健的知识，这

样才能有效提高孩子的视觉质量。本项研究旨在深入全

面分析眼保健干预措施对学龄前*

儿童视觉健康状况的作用，以下是具体的报道内容。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在 2023 年的1月-12月期间，挑选100 位1-4岁儿童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的方法将这些儿童平

均分配到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 50 人。在对照组里，
有 25 名男孩和 25 名女孩，他们的年龄分布在 1 到 4岁
之间，平均年龄为（2.52±0.23）岁；其家长的教育程度
为：拥有本科或更高学历的有 26 人，大专学历的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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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中以下学历的有 7 人。而在实验组中，男孩 24 
名，女孩 26 名，年龄介于1 至 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55±0.26）岁；家长的教育背景为：本科及以上学历
者 23 名，大专学历者 15 名，高中以下学历者 12 名。两
组儿童的基本资料相比，并无显著差异（P   >   0.05）。
所有儿童的家长均自愿加入本项研究，并已经签订了知

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标准儿童保健措施。儿保团队医生主要

给孩子身高、体重、头围、生长发育作评估等体查。并

没有眼保健相关的措施.。
观察组则采用全面的眼保健促进策略。

（1）组织眼部健康知识普及讲座。鼓励儿童、家长
积极参加眼保健知识讲座及参与式活动，目的是增强儿

童及家长对视力保护的认识度和关注度。向学龄前儿童

和家长们分发宣传资料，为吸引孩子的兴趣，宣传资料

应采用生动卡通动画形式制作，以增强教育内容的吸引

力，激发孩子学习护眼知识的热情。同时，向家长们传

授必要的实用信息，确保他们能够在讲座中学到知识，

并且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提升教育的实际效果。

（2）构建少儿视力健康管理档案。依据儿童们视力
状况，打造一份详尽的少儿眼科档案，以便于更有效地

执行和推动眼保健工作的落实。家长们需详实记录儿童

的视力及眼部使用情况，对于那些用眼不当的儿童，要

及时进行视力矫正，并提供专业的眼部保健指导。具体

的保健指导措施包括：1.控制孩子用眼时间。长时间盯着
电子设备或书本容易导致眼部疲劳和近视的发生。建议

孩子每隔一段时间进行眼部放松操，远眺或闭目休息，

有效减轻眼部压力。2.保持良好的用眼姿势。坐姿端正，
保持适当的阅读距离，避免低头看手机或书本，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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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眼部疲劳和视力下降的风险[1]。3户外活动也是保护
孩子视力的重要途径。阳光下的户外活动有助于调节眼

睛对远距离的适应能力，减少近视的发生。鼓励孩子多

参与户外运动，享受自然光线的照射。预防阳光直射伤

害。确保孩童不要在烈日下长时间玩耍，尤其是正午阳

光最为炽烈的时候。外出活动时，必须佩戴适当的遮阳

帽子。定期进行眼部检查也是关键。及早发现并纠正孩

子的视力问题，有助于预防近视的进一步发生。4.保持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均衡也是孩子视力发育的重要因

素。多食用富含维生素A、C、E等的食物，注意营养均
衡，有助于维持眼部健康。5坚持每日眼部保健运动，
确保儿童每日执行眼部保健操，重点在于按压睛明、攒

竹、鱼腰、丝竹空、太阳、承泣、四白等穴位，旨在舒

缓眼部肌肉紧张，增强肌肉的调节功能。

（3）确保儿童学习场所光照适宜。必须让儿童的学
习、阅读和娱乐空间拥有足够的光线，避免在暗淡的环

境中对眼睛造成负担。

（4）推动资讯交流与传播。创建微信群等网络交流
平台，让南村社区儿保医生和眼科专家能在群里发布有

关学龄前儿童护眼保健的文章、视频等学习资料，借此

提升家长对眼部知识的认识和掌握。家长们可以在交流

群内相互交流用眼心得。儿保医生、眼科专家以及父母

之间应保持紧密的沟通，确保对儿童近期用眼状况的及

时掌握。专家可以依据家长提供的信息，给出带有针对

性眼视力调整建议，以增强儿童眼部保健行为的科学性

与适宜性。

（5）玩耍时，注意照顾孩童，避免接触尖锐物品以
防伤害眼睛。为了鼓励学龄前儿童形成良好的用眼习

惯，可以引入互动小程序，让儿童通过打卡的方式增加

活动的趣味性。对于坚持打卡的儿童，可以给予小奖品

作为鼓励，以提高儿童们遵守良好用眼习惯的积极性[2]。

1.3  观察指标
（1）视觉功能障碍比例。该比例涵盖了近视、视力

衰弱、超视、光散射、斜视等多种视觉问题，计算公式

为：视觉功能障碍案例数除以总案例数再乘以100%。
（2）日常生存品质。采用日常生活品质评估量表（LQI-
74）进行衡量，满分为100分，分数越高代表生活品质越
优越。（3）满足度评价。总评分为100分，90至100分视
为高度满意，70至89分视为基本满意，低于70分则视为
不满意。满足度计算方式为：高度满意案例数与基本满

意案例数之和除以总案例数，再乘以100%。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组数据代入SPSS21.0软件处理分析，计量资料

用（ ±s）表示，实施t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用χ2检

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2 结果

2.1  比较2组患者的GQIL-74 评分
比较2组患者的GQIL-74 评分，观察组要优于对照

组，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比较2组儿童的GQIL-74 评分（ ±s）

组别 例数
GQIL-74 评分

实施前 实施后

观察组 50 71.13±2.31 93.41±0.43

对照组 50 71.23±2.42 85.32±1.35

t 0.2114 40.3754

P 0.8330 0.0000

2.2  对比儿童在接受相关措施之后的满意度
对比儿童在接受相关措施之后的满意度，观察组满意

度比对照组理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如表2。
表2 对比患者在接受相关护理之后的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39 11 0 50（100.00%）

对照组 50 34 7 9 41（82.00%）

χ2 7.1111
P 0.0076

2.3  两组视力不良发生率对比
比较两组视力不良发生率，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如表3。
表3 两组视力不良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0 14 1

对照组 50 13 7

χ2 0.0507 4.8913
P 0.0817 0.0269

3 讨论

在视力成长的关键阶段，学龄前儿童需要特别关注

眼部健康。通过实施眼部保健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增强儿童视力，并帮助他们改正不正确的用眼方式。由

于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认知有限，他们往往不能有效地掌

握保护视力的方法，缺乏主动参与视力保护的意识。此

外，由于自控力不足，他们常常忽视用眼卫生，导致视

力问题频发。幼儿园作为儿童们重要的日常活动环境，

应当加大对儿童眼部健康的关注力度。通过为学龄前儿

童提供全面的眼保健服务，并鼓励儿童、家长共同参

与，可以有效地监督和指导儿童的用眼姿势，确保他们

的作息时间既科学又合理，进而使儿童们的眼保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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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标准化，预防视力下滑。根据本研究的成果，经过

干预，实验组的眼保健行为发生率高于对照组，不良用

眼行为和视力不良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05）。在
全面的眼健康促进计划中，家庭监护人、我社区儿保科

工作人员以及眼科专家共同构成了儿童用眼习惯的监管

体系，确保儿童们在眼视力保健过程正有正确认知。同

时，该项目还定期对儿童们的视力状况进行监测，一旦

发现异常便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矫正。在本项研究中，实

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和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值小
于0.05）。在眼健康促进计划实施过程中，家长们积极
参与至关重要，他们注重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健康知识的

教育和管理，采用与儿童生活紧密相连的宣传手段，有

效提升了学龄前儿童对眼健康保护理念的认知水平，从

而有效地减少了视力问题的发生。家长在儿童的成长过

程中扮演着纠错、引领与监护的角色，助力儿童们培养

出正确的眼部保护习惯，有效减少视力问题的出现，从

而提高儿童们的生活品质。通过对学龄前儿童开展全面

的眼部健康保护措施，儿童可以逐步意识到护眼的重要

性，并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采取护眼行动，保持眼部的

健康状况。

综上所述，对学龄前儿童进行系统性的眼部健康保

护措施，有利于塑造规范的眼部保健行为模式，减少视

力问题的发病率，增强视力品质、生活水准及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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