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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例弱视儿童散光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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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视光科／广西视光中心，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１）

　　［摘　要］　目的　调查弱视儿童中散光的主要类型、分布规律。方法　选取４～１１岁弱视儿童２０２３例（３６５７
眼），对其散光的分布情况进行调查。结果　３６５７只眼中，散光眼（≥０．５０Ｄ）占９１．９％，散光眼构成比随年龄增长
而下降。散光分布类型中，复合远视所占比例最高（３８．８％），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其所占比例呈增长趋势。轴向分
布中以顺规散光的构成比最高，占９０．１％；不同年龄散光轴向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不同弱视程度
儿童的散光度、散光类型和散光轴向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４～１１岁弱视儿童中散光眼比例
高，所占比例随年龄增长而降低；年龄和弱视程度可能是弱视儿童散光分布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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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ｓｍ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ｔｙｐｅａｎｄａｘｉ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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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Ａ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ｓｍ；Ｃｈｉｌｄ

　　散光是由于眼球屈光介质中各径线上的屈光力
不等，不能形成单一的焦点，从而在视网膜上不能形

成清晰的物象。如果儿童散光未能及时矫正会影响

视功能和（或）视力的发育，甚至形成弱视［１２］。分

析弱视儿童的散光度及散光轴向的分布情况，探索

并把握其基本规律，对有效提高和改善弱视儿童视

力和视功能、提高弱视儿童疗效有着重要的临床意

义［３］。本研究对在广西视光中心治疗的 ２０２３例
４～１１岁弱视儿童散光的分布情况进行调查，旨在
探讨弱视儿童中散光的主要类型、分布规律及其影

响因素，为散光及弱视的防治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纳入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在我院就诊的弱视

儿童２０２３例（３６５７眼），其中男１１６７例（２１０６眼），女
８５６例（１５５１眼）；年龄４～１１岁，平均年龄（６．２６±
１．７５）岁。弱视儿童纳入标准：１）按中华眼科学会全
国儿童弱视斜视防治学组１９９６年４月２日工作会议
通过的标准［４］确诊的弱视儿童；２）排除弱视伴眼球
震颤、斜视、视网膜脱落、先天性白内障等眼病患者。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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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验光方法
全部弱视儿童行常规眼部检查，排除眼部器质

性病变，给予１％阿托品眼膏散瞳，采用视网膜检影
法并结合主观插片试戴确定散光状态。

１．３　诊断标准
患儿同一眼最大屈光力子午线和最小屈光力子

午线屈光差值≥０．５Ｄ为散光。最大屈光力子午线
轴位在（９０±２０）°位置为顺规散光，在（１８０±２０）°
位置为逆规散光，其余轴向为斜轴散光［５］。散光度

分为：０．５～１．００Ｄ；１．２５～２．００Ｄ；２．２５～３．００Ｄ；
≥３．２５Ｄ等４个等级。弱视程度分为轻、中、重三
级，视力标准为：轻度弱视０．６～０．８，中度弱视
０．２～０．５，重度弱视≤０．１［４］。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２建立弱视数据库，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进行统计学分析，定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
（ｘ±ｓ）表示，定性资料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不同弱
视程度的散光状态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各年龄段弱视儿童散光状态分布
在４～１１岁弱视儿童３６５７眼中，散光≥０．５Ｄ者

３３６０眼，占９１．９％。各年龄组的散光构成比见表１，随
年龄增长散光眼所占比例呈整体下降的趋势，且各年

龄组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５．２３１，Ｐ＜０．０１）。

表１　不同年龄弱视儿童散光构成比　［眼（％）］

年龄（岁） 受检眼 散光

４～ ５６３ ５１７（９１．８）
５～ １１１６ １０３９（９３．１）
６～ ８９８ ８３６（９３．１）
７～ ４６４ ４２８（９２．２）
８～ ２４１ ２１８（９０．５）
９～ １７７ １５６（８８．１）
１０～ １１８ ９９（８３．９）
１１ ８０ ６７（８３．８）
合计 ３６５７ ３３６０（９１．９）

２．２　各年龄段散光度分布
在３３６０只散光眼中，散光度０．５～１．００Ｄ者占

３３．１％，１．２５～２．００Ｄ者占３５．９％，２．２５～３．００Ｄ
者占１９．６％，＞３．００Ｄ者占１１．４％。各年龄组散
光度分布见表２，不同年龄的散光度分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５０．５０，Ｐ＜０．０１）。

表２　不同年龄弱视儿童散光度分布　［眼（％）］

年龄

（岁）

散光度（Ｄ）

０．５～１．００ １．２５～２．００ ２．２５～３．００ ＞３．００
合计

　４～ １８６（３６．０） １７８（３４．４） １１３（２１．９） ４０（７．７） ５１７

　５～ ３５１（３３．８） ４０２（３８．７） １８８（１８．１） ９８（９．４） １０３９

　６～ ２６３（３１．５） ３０５（３６．５） １６４（１９．６）１０４（１２．４） ８３６

　７～ １１７（２７．３） １５０（３５．０） ９７（２２．７） ６４（１５．０） ４２８

　８～ ７０（３２．１） ６８（３１．２） ４２（１９．３） ３８（１７．４） ２１８

　９～ ６２（３９．７） ４９（３１．４） ２７（１７．３） １８（１１．５） １５６

　１０～ ４４（４４．４） ３０（３０．３） １１（１１．１） １４（１４．１） ９９

　１１ ２０（２９．９） ２３（３４．３） １６（２３．９） ８（１１．９） ６７

　合计 １１１３（３３．１） １２０５（３５．９） ６５８（１９．６）３８４（１１．４）３３６０

２．３　各年龄段散光类型分布
３３６０只散光眼中，单纯性近视散光占２．７％，复

合性近视散光占９．７％，单纯性远视占２７．２％，复合
性远视占３８．８％，混合性散光占２１．５％。不同年龄
组间散光类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５１．３１，
Ｐ＜０．０１）。其中，随着年龄的增加，复合性远视散
光所占比例呈增长趋势，单纯性远视散光呈减少趋

势，其他３种散光类型特征不明显。见表３。
２．４　各年龄段散光眼的轴向分布

３３６０只散光眼中，顺规散光占９０．１％，逆规散
光占２．９％，斜轴散光占６．９％。各年龄组散光眼的
轴向分布见表４，不同年龄组间散光轴向分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２．３３，Ｐ＜０．０１），各年龄组中
顺规散光占绝对优势。

表３　不同年龄弱视儿童散光类型分布　［眼（％）］

年龄（岁） 单纯近视 复合近视 单纯远视 复合远视 混和散光 合计

４～ １１（２．１） ３５（６．８） １９１（３６．９） １８４（３５．６） ９６（１８．６） ５１７
５～ ２５（２．４） ６８（６．５） ３５４（３４．１） ３６８（３５．４） ２２４（２１．６） １０３９
６～ １７（２．０） ７１（８．５） ２４７（２９．５） ３０１（３６．０） ２００（２３．９） ８３６
７～ １３（３．０） ６４（１５．０） ８０（１８．７） １７１（４０．０） １００（２３．４） ４２８
８～ １０（４．６） ３６（１６．５） １８（８．３） ９８（４５．０） ５６（２５．７） ２１８
９～ １０（６．４） ３１（１９．９） １５（９．６） ７８（５０．０） ２２（１４．１） １５６
１０～ ５（５．１） １４（１４．１） ５（５．１） ６０（６０．６） １５（１５．２） ９９
１１ １（１．５） ８（１１．９） ５（７．５） ４５（６７．２） ８（１１．９） ６７
合计 ９２（２．７） ３２７（９．７） ９１５（２７．２） １３０５（３８．８） ７２１（２１．５） ３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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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年龄弱视儿童散光轴向分布　［眼（％）］

年龄（岁） 顺规散光 逆规散光 斜轴散光 合计

４～ ４７６（９２．１） １７（３．３） ２４（４．６） ５１７
５～ ９５２（９１．６） ２７（２．６） ６０（５．８） １０３９
６～ ７４７（８９．４） ３０（３．６） ５９（７．１） ８３６
７～ ３８３（８９．５） ８（１．９） ５９（７．１） ４２８
８～ １９５（８９．４） ３（１．４） ２０（９．２） ２１８
９～ １３３（８５．３） １０（６．４） １３（８．３） １５６
１０～ ８９（８９．９） ２（２．０） ８（８．１） ９９
１１ ５４（８０．６） ２（３．０） １１（１６．４） ６７
合计 ３０２９（９０．１） ９９（２．９） ２３２（６．９） ３３６０

２．５　不同性别的散光眼分布
不同性别散光度、散光类型和散光轴向在不同

性别患儿的弱视眼中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５。
２．６　不同弱视程度的散光眼分布

不同弱视程度散光眼分布见表６，散光度、散光
类型和散光轴向在不同程度的弱视眼中分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重度弱势儿童散
光度在０．５０～１．００Ｄ的构成比最高，以复合远视和
顺规散光构成比最高。轻、中度弱视儿童散光度在

１．２５～２．００Ｄ的构成比最高，散光类型以远视和混
合散光构成比较高，散光轴向也以顺规散光构成比

最高。

表５　不同性别的散光眼分布　［眼（％）］

性别
散光度（Ｄ）

０．５０～１．００ １．２５～２．００２．２５～３．００ ＞３．００

散光类型

单纯近视 复合近视 单纯远视 复合远视 混合散光

散光轴向

顺规 逆规 斜轴
合计

男 ６５７（３４．１） ６９５（３６．１） ３５７（１８．５）２１６（１１．２） ５２（２．７） １９３（１０．０）５２９（２７．５）７４５（３８．７）４０６（２１．１）１７３０（８９．９）５９（３．１） １３６（７．１） １９２５
女 ４５６（３１．８） ５１０（３５．５） ３０１（２１．０）１６８（１１．７） ４０（２．８） １３４（９．３）３８６（２６．９）５６０（３９．０）３１５（２２．０）１２９９（９０．５）４０（２．８） ９６（６．７） １４３５
合计 １１１３（３３．１） １２０５（３５．９）６５８（１９．６）３８４（１１．４） ９２（２．７） ３２７（９．７）９１５（２７．２）１３０５（３８．８）７２１（２１．５）３０２９（９０．１）９９（２．９） ２３２（６．９） ３３６０
χ２值 ４．０９６ ０．８３０ ０．４２１
Ｐ值 ０．２５１ ０．９３４ ０．８１０

表６　弱视儿童散光与弱视程度的关系　［眼（％）］

弱视

程度

散光度（Ｄ）

０．５０～１．００ １．２５～２．００２．２５～３．００ ＞３．００

散光类型

单纯近视 复合近视 单纯远视 复合远视 混合散光

散光轴向

顺规 逆规 斜轴
合计

轻度 ５４３（３５．１） ５８４（３７．８） ２８１（１８．２） １３８（８．９） ６４（４．１） １２５（８．１）５２１（３３．７）４８２（３１．２）３５４（２２．９）１４３９（９３．１）３９（２．５） ６８（４．４） １５４６
中度 ４８７（２９．６） ５６９（３４．５） ３５７（２１．７）２３４（１４．２） ２８（１．７） １６７（１０．１）３８３（２３．３）７０９（４３．０）３６０（２１．９）１４５５（８８．３）５４（３．３） １３８（８．４） １６４７
重度 ８３（４９．７） ５２（３１．１） ２０（１２．０） １２（７．２） ０（０） ３５（２１．０） １１（６．６） １１４（６８．３） ７（４．２） １３５（８０．８） ６（３．６） ２６（１５．６） １６７
合计 １１１３（３３．１） １２０５（３５．９）６５８（１９．６）３８４（１１．４） ９２（２．７） ３２７（９．７）９１５（２７．２）１３０５（３８．８）７２１（２１．５）３０２９（９０．１）９９（２．９） ２３２（６．９） ３３６０
Ｈｃ值 ４９．７９３ １４．３３４ ３６．６０７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散光是威胁发育期儿童视锐度、视功能正常发

育的重要危险因素。生长期儿童散光若得不到及时

矫正，轻则引起视力下降，造成空间频率的对比敏感

度下降或立体视的消失，重则导致屈光参差、斜视，

甚至弱视［１２］。国内研究者对儿童散光状况进行了

调查，如孙春玲等［６］开展了４～７岁视力低常儿童散
光的患病情况调查，陈丽萍等［７］则对天津３～１５岁
儿童进行散光的检出情况调查，梁莉莉等［８］对３～
１１岁视力低常儿童的散光状况进行调查，并探讨散
光与弱视的关系。本研究在医院环境下以确诊的弱

视儿童为调查对象，发现弱视儿童中０．５０Ｄ以上的
散光所占比例高达９１．９％，远高于陈丽萍等［７］报道

的结果（４６．９６％），说明散光在弱视儿童中高发。
本研究显示随年龄增长散光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

这点与普通儿童中的规律相一致［９１０］。在各年龄组

中，均以轻、中度散光为主，散光轴向以顺规散光为

主，逆规和斜轴散光不到１０％，与文献报道的调查
结果基本一致［３］。本研究还发现，各年龄弱视儿童

中散光类型以复性远视最多，单纯性近视最少，与国

内其他报道一致［６］，也再次印证了近视很少形成弱

视的观点。对不同性别弱视儿童的散光进行比较，

散光度、散光性质和轴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性别并不是弱视儿童散光分布的影响因素。本研究

还发现，不同弱视程度的散光眼的散光度、散光类型

和散光轴向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重度弱

视散光类型以复合远视占绝大部分，而轻、中度弱视

则以远视和混合散光构成比较高，这可能是由于不

同类型散光引起不同程度的弱视，即不同类型散光

对弱视程度具有偏嗜性，结果表现为不同弱视程度

的弱视儿童眼散光分布不同［１１］。

本研究显示，弱视儿童中散光眼所占比例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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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眼在弱视儿童中的所占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降

低，提示弱视儿童早期的散光是形成弱视的重要病

因，因此，及时矫正弱视儿童早期的散光可能是防治

弱视的有效途径。在临床上，小儿眼科医师和儿童

保健医师应该尽早、及时、有效地对儿童散光予以矫

正，以防儿童弱视的发生。

［参　考　文　献］

［１］　ＨａｒｖｅｙＥＭ，ＤｏｂｓｏｎＶ，ＭｉｌｌｅｒＪＭ，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ＣＥ．Ａｍ
ｂｌｙｏｐｉａｉｎａ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ｄｅｆｉｃｉｔｓ［Ｊ］．Ｖｉｓｉｏｎ
Ｒｅｓ，２００７，４７（３）：３１５３２６．

［２］　ＨａｒｖｅｙＥ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ｓｍ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ｍ
ｂｌｙｏｐｉａ［Ｊ］．ＯｐｔｏｍＶｉｓＳｃｉ，２００９，８６（６）：６３４６３９．

［３］　ＤｏｂｓｏｎＶ，ＭｉｌｌｅｒＪＭ，ＨａｒｖｅｙＥＭ，ＭｏｈａｎＫＭ．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ｉｎａｓ
ｔｉｇｍ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ＶｉｓＲｅｓ，２００３，４３（９）：１０８１
１０９０．

［４］　中华眼科学会全国儿童弱视斜视防治学组．弱视的定义、分类及
疗效评价标准［Ｊ］．中国斜视和小儿眼科杂志，１９９６，４（３）：９７．

［５］　李凤鸣．中华眼科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３９．

［６］　孙春玲，王娟，查丽，张佩华．视力低常儿童散光眼特征研究
［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０７，２２（４）：４６９４７０．

［７］　陈丽萍，赵堪兴，郑曰忠，李丽华，王海英．３～１５岁儿童散
光分布特征［Ｊ］．中国实用眼科杂志，２００６，２４（９）：９００９０２．

［８］　梁莉莉，黎冬梅．３～１１岁视力低常儿童散光与弱视分析［Ｊ］．
临床眼科杂志，２００７，１５（３）：２３６２３８．

［９］　ＦａｎＤＳ，ＲａｏＳＫ，ＣｈｅｕｎｇＥＹ，ＩｓｌａｍＭ，ＣｈｅｗＳ，ＬａｍＤＳ．
Ａ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ＢｒＪ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０４，
８８（７）：９３８９４１．

［１０］ＦｏｚａｉｌｏｆｆＡ，ＴａｒｃｚｙＨｏｒｎｏｃｈＫ，ＣｏｔｔｅｒＳ，ＷｅｎＧ，ＬｉｎＪ，Ｂｏｒｃｈｅｒｔ
Ｍ，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ｓｍｉｎ６ｔｏ７２ｍｏｎｔｈｏｌｄ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ｎｄ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Ｅｙ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Ｊ］．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１１８（２）：２８４２９３．

［１１］张宁，陶晗，张春丽，陈奇妙，庞瑛，唐业卫．３～７岁散光性
弱视与自然群体儿童散光轴向分布的差异［Ｊ］．中国乡村医
药，２００９，１６（１３）：４５．

（本文编辑：王庆红）

·消息·

２０１１年《中国当代儿科杂志》征订、征稿启事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南大学主办的国家级儿科专业学术期刊。本刊为国家

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收录期刊，北京大学图书馆
中文核心期刊和国际权威检索机构美国ＭＥＤＬＩＮＥ、美国《化学文摘》（ＣＡ）和荷兰《医学文摘》（ＥＭ）收录期刊。同时被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评定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

据库》来源期刊，并被《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

本刊内容以儿科临床与基础研究并重，反映我国当代儿科领域的最新进展与最新动态。辟有英文论著、中文论著

（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儿童保健、疑难病研究）、临床经验、病例讨论、病例报告、专家讲座、综述等栏目。本刊也发表国

外专家来稿，附有详细的中文摘要。读者对象主要为从事儿科及相关学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者。

本刊为月刊，每月１５日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中国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ｌ００８８８３０，ＣＮ４３１３０１／Ｒ。欢迎全国各高
等医学院校，各省、市、自治区、县医院和基层医疗单位，各级图书馆（室）、科技情报研究所及广大医务人员和医学科技

人员订阅。每期定价１２元，全年１４４元。邮发代号：国内 ４２１８８；国外 ３８５６（ＢＭ）。可通过全国各地邮局订阅或直接
来函与本刊编辑部联系订阅。

向本刊投稿一律通过网上稿件远程处理系统，免收审稿费。审稿周期４～６周。欲浏览本刊或投稿，请登录本刊
网站。网站提供免费全文下载。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湘雅路８７号《中国当代儿科杂志》编辑部　　邮编：４１０００８
电话：０７３１８４３２７４０２　 传真：０７３１８４３２７９２２　Ｅｍａｉｌ：ｄｄｅｋ７４０２＠１６３．ｃｏｍ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ｊｃｐ．ｏｒｇ

·５６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