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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高
,

该现状与患儿 自身的疾病
、

生活环境和服

药情况有很大关系
,

也和相关医院的治疗水平
、

医

疗文化以及卫生环境紧密联系 s[]
。

医院感染腹泻出现在患儿入院治疗的过程中
,

其临床症状与普通腹泻基本没有差异
,

但是其病症

表现与普通腹泻还是存在较大差距
。

对于感染腹泻

患儿
,

应仔细研究患儿体内是否伴有腹泻的慢性感

染以及其它病菌
,

除此之外
,

还要及时对患儿体内

的大便菌进行取样研究
,

同时还需对样本进行其它

有效的病理检查
,

以便确定患儿的症状
。

从相关报

道中可知
,

70 %的医院感染腹泻患儿都是由菌群不平

衡导致的
。

由本文相关数据可知
,

1组患儿在入院后

服用过相关抗菌药物
,

而 2 组患儿未服用
,

两组患

儿相比
,

前者的腹泻较严重且腹泻延续的时间更长
,

且 1组患儿接受大便菌类检查后
,

霉菌量也较 2 组

更高
。

由此可知
,

患儿在服用抗菌药物后
,

明显影

响了医院感染腹泻症状
,

尤其是在服用广谱抗菌药

物后
,

该药物会对肠道 内的微生物平衡产生负面影

响
,

致使患儿免疫力下降
,

进一步加重腹泻症状
。

综上
,

医院感染腹泻的形成由多方面因素影响
,

例如抗菌药物不正确服用
、

患儿年龄较小
、

抵抗力

较弱等
。

而对于医院感染腹泻的监测
,

能够有效并

及时地了解患儿的临床症状
,

才能针对其临床表现

选用适当
、

合理的治疗方法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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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儿童近视的影响因素及防治
试

王 雁 薛金山 银 丽 高云仙

【摘要 】近视眼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
,

青少年儿童患近视如不及时干预会加速进展
,

因此
,

做好本病的防治工作非常

重要
。

目前
,

国内认为近视的发生主要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

本文试以分析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以达到预防近视和防

止近视加速发展为目的作一综述
。

【关键词 】青少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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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光不正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提出
“
视觉 2 0 2 0 ” 计划的重点预防和治疗的眼病

,

尤其

是近视 l[]
。

美国成年人近视的患病率近 33 %
,

而亚

洲各国约 85 %一 90 %不等 ; 7 岁儿童患病率在美国

不到 5%
,

而亚洲儿童已达 29 001/
2 }

,

在儿童中近视的

患病率急剧升高大大增加了高度近视的发生
,

从而

引起青光眼
、

白内障
、

视网膜脱离等并发症的发生
。

对于近视的治疗
,

目前国内外均没有统一认可的治

疗方法
。

因此
,

如何控制近视进一步发展则成为眼

科医生的研究方 向
。

本文拟从近年对近视发生的影

响因素及防治作一综述
。

1 近视影响因素分析

在 目前对近视的研究中
,

比较公认的是近视为

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而引起的
。

1
.

1 遗传因素 9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

单纯

性近视眼是多基因遗传病
,

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
,

而病理性近视眼则是多因子和 /或单基

因遗传病
,

其遗传方式有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常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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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隐性遗传和 X 连锁隐性遗传等
。

目前己在多个不

同民族和地区利用全基因组扫描和候选基因筛查
、

连锁分析等技术进行近视眼易感基因定位和候选基

因的克隆筛查工作
,

已确定 16 个近视眼易感染色体

位点 ( M 、甲 1
一

M 、甲 16 ) 记录于 OM IM 数据库
,

其中

单纯性近视眼位点 6个 s[]
,

高度近视眼位点 10 个 l[]
,

包括 M 、甲 1
一

M 、甲 5
、

M 、甲 11
一

M 、甲 13
、

M 、甲 1 5 和

M YP 16
。

易感位点 M 、甲 1 715 }及 M 、甲 1 815 }迄今还未

被 OM IM 收录
。

刘翌等研究显示
,

学生近视组一级

亲属近视患病率为 29
.

69 %
,

正视或远视组一级亲属

近视患病率为 21
.

73 %
,

说明父母近视的学生更容易

患近视 [6 ]
。

1
.

2 环境因素 1
.

00 是近视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

的指标
,

随地域和种族的不同显示环境因素在近视

的成因上也有一定作用
,

假如在英国 So
r bs y 得到的

结果为 0
.

45
,

K i
mu ar 得到的结果为 0

.

81 v[]
。

1
.

2
.

1 视近过久 M c B ri ne 和 A dma
s 对使用显微镜

的医务人员 (年龄为 21 一 63 岁 )进行两年追踪显示
,

起始时为正视眼中有 39 %的人屈光 向近视眼变化
,

平均变化为
一

0
.

58 D ; 起始时即为近视眼中有 48 %的

人屈光 向近视进展
,

平均进展为
一

0
.

77 D[ 刀
。

此项研

究表明
,

受到视近工作环境因素的影响
,

即使是成

年人在眼球的生长和发育完成后
,

仍易引起近视或

加重近视
。

税丹等对 7一 14 岁患者经过连续 4年监

测显示近视度数 (等值球镜值 ) 以平均半年增长

(
一

0
.

55 士 0
.

2 7 ) D
,

年龄越小增长速度越快 s[]
。

与普

通班相比
,

重点小学近视检出率较高
,

并且女生检

出率高于男生 0[]
。

成人经过长时间视近均会发生近

视
,

学龄期儿童久视后近视发展更快
,

加之现在城

市的学生大都参加课外学习辅导班等近距离学习
,

长时间视近加速了近视的发生
。

从年龄段上来看
,

高中生近视的发病率要高于初中生和小学生
,

考虑

这与年龄的增长课业负担重及升学压力大有关
。

1
.

2
.

2 光照异常 A s hb y 等 0l[] 通过动物实验证实
,

光

照强度作为单一因素可影响近视的发生
,

用强光照

射 ( 15 0 0 0L ux ) 与普通光照射 ( 5 0 0L u x ) 相比
,

近

视程度明显减轻
,

而弱照射 ( 50 L ux ) 不能诱导出更

明显的近视眼
,

说明合适的光学刺激可延缓实验性

近视的发展
。

李春会等 l[ ` }对广州市 10 所中学和 10

所小学进行调查
,

32
.

5% 的教室采光系数 > 1
.

5%
,

97
.

6%的教室人工照明平均照度 > 巧O LX
,

48
.

4% 的

教室黑板平均照度 > 2 00 LX
,

但只有 4
.

0%的教室和

35
.

7%的黑板照度均匀度 > 0
.

7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我

国教室的照明虽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

但与发达国家

和国际标准 ( > 3 00 L X ) 还存在一定距离
,

特别是照

明均匀度和黑板的平均照度 zl[]
。

郭仰峰等 sl[] 调查发

现
,

40
.

06 %的小学生不能保持正确读写姿势
,

46
.

42 %

的中学生不能保持正确读写姿势 ; 郭坚 明 ll[] 调查发

现
,

27
.

4%的中小学生经常躺着看书
,

12
.

1%的中小

学生经常坐车看书
,

n
.

1% 的中小学生经常走路看

书
,

23
.

8%的中小学生经常在太阳直射地方看书
。

不

良的读书姿势使睫状肌不停地调整
,

容易产生疲劳
,

若长期如此
,

易使睫状肌痉挛
,

调节力下降
,

从而

形成近视
。

1
.

2
.

3 室外活动偏少 中
、

小学生课业较重
、

学习时

间长
,

户外活动相对减少
,

过度疲劳的睫状肌不能

得到远眺或视远的相对调节
,

久而久之使眼睛过度

疲劳
,

睫状肌痉挛
,

引起远视力减退
,

易发生近视
。

1
.

2 4 微量元素摄入 孟佩俊等 l[ 5]采用随机抽样

的方法对 32 9名小学生采集发样后进行铜
、

铁
、

锌

的含量测定
,

结果显示
,

近视组小学生发中 C u 含

量高于视力正常组
,

而 F e 和 Z n 的含量低于视力正

常组
。

Cu 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
,

对色素的形

成具有重要作用
,

但过多摄入 C u 也会引起眼肌损

伤
。

Fe 主要存在于血红蛋白
、

肌红蛋 白及细胞色素

氧化酶
、

过氧化氢酶等中
,

参与一系列眼的功能代

谢 ; Z n 是多种酶的活性中心
,

由于眼内的代谢异常

活跃
,

很多代谢酶都是 Z n 有关的金属酶
。

因此
,

青少年应多摄入含有 Fe 和 Z n 的食物
,

避免过量摄

入含 C u 的食物
。

1
.

2
.

5 饮食习惯 毛宏辉等 0l[] 对 6一 18 岁近视和非

近视青少年问卷调查后显示
,

喝含糖饮料
、

主食摄

入精细
、

膳食不平衡
、

挑食
、

少吃水果蔬菜
、

动物

肝脏及水产品与近视显著相关
,

其中女生近视率明

显高于男生
,

分析为女生学习时间较长
、

膳食不均

衡
、

爱吃零食
,

并且较少参加户外活动有关
。

建议

青少年要合理饮食结合
,

保证营养均衡
。

1
.

2
.

6 睡眠时间 石晓燕等四采用调查 问卷形式

对北京市东城区 18 54 名中
、

小学生进行调查后显

示
,

58
.

3%的小学生睡眠不足
,

有接近 70
.

0%的初中

学生睡眠不足
,

其中女生的睡眠时间 ( 29 石% ) 但

远低于男生 ( 40
.

9% )
。

随着年级的增长
,

学生每天

要完成的作业量随之增加
,

其睡眠时间也相应减少
。

睡眠可使包括眼睛在内的身体各器官缓解疲劳
、

得

到体息
,

若睡眠不足
,

使无法彻底缓解眼部疲劳
,

极易导致视力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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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治措施

目前青少年近视的治疗没有统一的标准
,

在国

内有中
、

西医两种治疗方法
,

西医有配凸透镜或凸

透三棱镜等近用镜
、

双焦镜或多焦镜
、

配戴角膜塑

型镜
、

激光手术治疗等
,

但各有优
、

劣势
,

需要根

据具体情况给予个体化治疗 ; 中医有针灸
、

穴位按

摩
、

耳穴压豆及内服中药等方法
,

但缺乏大量样本

随机
、

对照
、

双盲的试验设计和长期疗效的观察
。

绝大部分新生儿为远视
,

伴随着眼球的发育屈

光力增加逐渐向正视化发展
,

2一 5岁儿童视力逐渐

发育成熟
,

6一 7岁儿童视力达到成人水平
,

一般儿

童的视觉敏感期持续至 9一 12 岁
,

眼球发育须到

13 一 18 岁完成
,

此过程易受视觉环境因素等影响
,

导致发生屈光性疾病
。

因此
,

在青少年期间应做好

预防工作
,

以期做到早发现
、

早治疗 ; 相反
,

如果

错过了这个年龄阶段
,

一旦形成高度近视
,

就有可

能发生诸如视网膜脱离
、

青光眼
、

白内障等不良并

发症
,

为避免或延迟其快迅发展
,

近视的预防就显

得尤为重要
。

2
.

1 培养近视的依从性 近视是不可逆的
,

尤其是

青少年儿童
,

18 岁以下进展较快
,

因此 18 岁以下

患者的依从性就显得比较重要
。

从治疗行为上分析
,

决定依从心理的三个因素是为行为主体患儿
、

主要

干预者家长以及治疗方法 sl[]
。

从三个方面同时进行

来提高患儿选依从性
,

首先向青少年解释近视会发

展
,

并有可能致盲
; 其次向家长强调平时在家应督

促孩子注意科学用眼
,

家长的依从性是患儿依从性

的基础 ; 最后由医生制定一套相对适合患儿的综合

性治疗方案并定期随访
。

2 2 预防或减慢近视的发展 每次近距离用眼后

应远眺或体息 10 mi
n ,

甚至 自行按摩眼周 ;
避免昏

暗的灯光下用眼 ; 尽可能控制看电视
、

玩电脑和手

机等电子产品的时间
,

最好每天不超过 0
.

5 h ; 看书

写字的姿势要做到
“
三个一

” :

眼睛与书本要保持一

尺距离
,

胸部与写字台保持一拳距离
,

笔尖与食指

要有一寸距离
; 每天保持超过 Z h 的室外运动

,

包括

户外运动
、

野餐
、

散步和玩耍
; 营养均衡

,

增加富

含 矶 tA
、

Vit C 的食物
,

少吃甜食
,

多食新鲜水果
、

蔬菜 ; 保证充足的睡眠
,

小学生每天不少于 10 h,

中学生每天不少于 gh
,

大学生每天不少于 s h
。

3 Jj 、乡吉

综上所述
,

青少年近视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
,

遗传因素是 目前科学水平无法解决的
,

而环境因素

可以通过 自身的努力尽量避免
。

在此过程中
,

治疗

方法众多
,

如何选择适合患者 自身的治疗方法
,

除

了依靠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

还需要家长和患儿较好

的依从性
。

为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的加速发展
,

还

需要学校方面以不降低学生视功能的前提下进行教

育行为
,

并以各种形式组织开展保护视力的各项活

动
,

达到全民爱眼
、

护眼的社会效应
,

为预防及减

速近视发展的趋势奠定一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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