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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笔 姿势 对学 龄儿 童近 视病 情影 响 的初 步研 究

周子梅戴 锦晖褚 仁远陈 冲达

[摘要 】目的 研究不同 的握笔姿势 对学龄儿 童近视的发 病及近视 严重程度 的影响方 法在上 海市2所定点中学 中进行视 力普查收 集300名 正视学生 的资料记 录其握笔 姿势同 时收集3田 名于2(X) 37l

双幻38巧 至我院门诊 就诊的学 龄近视患 儿的资料 根据屈光 度(<3 ooD3oo D一6oo D>6 ooD)分为3组每 组100人 分别记录握 笔姿势 对所得资 料进行统计 分析结 果握笔 姿势分为 三种拇指 于食指不相碰(姿 势1)拇指 与食指相 碰(姿势2 )拇指与食 指交叉(姿 势3)正 视组儿童 握尾姿势为 姿势1者 68人

屈光不正组 儿童握笔 姿势为姿势 1者37 人才11 的才(0 01)尸0 01差异有 显著意义 分别比较 3组不同屈光度的 儿童的握 笔姿势其 差别的才 192 扩001尸 001结 论近视 的发病与采 用不同的 握笔姿

势有关屈 光度的加 深与采用不 同的握笔 姿势也有 关从本 次调查结 果来看姿 势1即拇 指与食指 不相碰有利于学龄 儿童防治 近视保护 视力【关键 词】近视 眼;握笔 姿势学 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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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是一个近 视眼多发 的国家 随着学 习任务的 日至 我院门 诊就诊的 学龄近视 患儿的 资料男 170人增加中小 学近视 眼的发生 率大致随 学龄而逐 渐增加 (3如 眼)女 130人(2 60眼) 年龄8 22岁(平 均年龄

许多实验 有力说明 长期看 近是导致 近视眼 的原因之 12 25岁) 裸眼视力 010 8(平均 04)矫 正视力一而学龄 儿童近 视发病的 情况也符 合这一 理论〔2〕 08 12(平 均10) 球面镜度 数一0 50D一 14ooD

为了保护 眼睛减 少学龄儿 童近视的 发病传 统观点认 (平 均一320 D)散光 度数一 050D一 225D( 平均为正确的 握笔姿 势的要点 在于眼睛 距离书本 1市尺 11 0D)就 诊时要求 患儿以 其最习惯 的握笔 姿势书

胸口距离 桌沿1拳 宽握笔 处距离笔 尖2m 但这种 写 自已的名 字在旁记 录其握 笔姿势 提供给 患儿的标准姿势 的宣教对 遏止近视 发病的 不断增长 效果并不 是学 龄儿童 最常用的 铅笔笔 杆呈圆桶 状以防 给患儿明显为 此我们 对学龄儿 童的握笔 姿势特 别是握笔 造成 任何提 示

姿势与近 视的关系 做了一个 初步调 查以期 发现一种 统计时 我们将散 光度数的 1/2加 人球面镜 度数对防治近 视最为有 效的握笔 姿势 以此 作为该 眼的屈光 度同时 舍去双眼 屈光参 差度数

资料与 方法 相差 过大的 患儿资料 以及握笔 处距离 笔尖< lm的患儿 资料以 防握笔距 离的远 近干扰对 握笔姿 势的研

收集 300名于 2003年 7月1日 2003 年8月30 六 、二。 二。二 、、品 二。、由 八、状禾 因们 因牛 月目 因 牛月 究 然后根 据双眼屈 光度的不 同将患 儿分为 3组3—
—

组分 别为双 眼屈光 度<3 ooD组 ;一3oo D复旦大学附 属眼耳鼻喉 科医院眼科 上海溯 31 6.oo D组;> 一6.ooD 组对该 资料进行 统计分 析

通讯作者褚 仁远(E一 l:churenyuan @hthal.( m) 同时对 上海市2 所初高中 完备的中 学进行 视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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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

收集 300 名正视学龄儿童的资料作为对照
)

男 1犯

人 ( 264 眼 )
,

女 168 人 ( 336 眼 )
。

年龄 13 一 18 岁 (平均

年龄 14
.

4 岁 ) 裸眼视力 1
.

0 一 2
.

0( 平均 1
.

33) 在视

力检查时
,

同样要求学生以其最习惯的握笔姿势书写

自己的名字
,

并在旁记录其握笔姿势
。

提供给学生的

笔与提供给近视患儿的笔是同样的
,

以防记录结果的

偏差
。

在统计时
,

同样舍去握笔处距离笔尖 < 1 Cm 的

患儿资料
,

以防握笔距离的远近干扰对握笔姿势的研

究
。

统计分析采用 SPS S软件
。

结 果

1
.

在研究中
,

发现学龄儿童握笔姿势
,

根据拇指

与食指相互的位置关系
,

可 以分为三种
:
姿势 1

,

拇指

与食指不相碰 (见图① )
,

所调查的 60 名儿童中
,

有 105

名儿童习惯于这种握笔姿势 ;姿势 2
,

拇指与食指相碰

(见图② )
,

所调查的 6朋 名儿童中
,

有 19 1名儿童习惯

于这种握笔姿势 ;姿势 3
,

拇指与食指交叉 (见图③ )
,

有 249 名儿童习惯于这种握笔姿势
。

2
.

正视儿童与近视儿童相比较
,

习惯于姿势 1 的

人较多
,

而习惯于姿势 2 和 3 的人较少
,

差异有显著统

计学意义
,

才
= H

.

09
,

尸 < 0
.

01 (见表 l)
。

表 1 正视儿童与近视儿童握笔姿势比较

姿势 l 姿势 2 姿势 3

z卜视儿童

近视儿童 ;)
l】7

12 9

115

】3 4

3
.

不同屈光度组近视儿童之间相比较
,

随着屈光

度的加深
,

习惯于姿势 1的人减少
,

而习惯于姿势 2 和

3 的人增多
,

差 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

才
二

19
.

2
,

尸 <

0
.

0 1
二

表 2 不同屈光度组近视儿童握笔姿势比较

姿势 l 姿势 2 姿势 3

< 一 3
.

X() D 22 4 9 29

一 3
.

X() ] ) 一 一 6
.

X() D 8 4 2 50

> 一 6
.

X() D 7 3 8 5 5

与食指相互的位置关系
,

可以分为三种
:
拇指与食指不

相碰
,

拇指与食指相碰
,

拇指与食指交叉 正视组 儿童

习惯于姿势 l 的人较近视组儿童多
,

而近视组儿童中

习惯于姿势 2 和 3 的人较多
,

其差异有显著意义 不

同屈光度组近视儿童之间相比较
,

随着屈光度的加深
,

习惯于姿势 l 的人减少
,

而习惯于姿势 2 和 3 的人增

多
,

差异有显著意义
。

说明近视的发病可能与采用不

同的握笔姿势有关
,

屈光度的加深也可能与采用不同

的握笔姿势有关
。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
,

姿势 1
,

即拇

指与食指不相碰
,

有利于学龄儿童防治近视
,

保护视

力
。

为什么姿势 l 有利于视力保护呢 ? 早期莱亨雏鸡

实验: ’ 飞证明经过 4 一 7 wk
,

限制视线只看近的小鸡产生

了高度近视
,

这一实验有力说明
,

长期看近是导致近视

眼的原因之一
。

而学龄儿童近视发病的情况也符合这

一理论川

在研究中发现
,

当儿童保持标准坐姿时
,

(即眼睛

距离书本 l 市尺
,

胸口距离桌沿 l 拳宽
,

握笔处距离笔

尖 2 Cm )
,

如其握笔的拇指与食指相碰或交叉
,

手指将

遮挡视线
,

使得儿童无法看清笔尖
。

迫使儿童低头或

头部左倾
,

从而拉近眼睛与书本的距离
,

增加近视的发

病
,

加快近视的发展 (见图④ )
。

相反
,

如果儿童习惯于

姿势 1
,

坐姿端正时
,

他的视线不会被遮挡
,

儿童无须

低头或头部左倾
,

从而保证眼睛与书本的适当距离 (见

图⑤ )
。

因此
,

我们认为
,

比较恰当的握笔姿势应该为
:

握笔的拇指和食指不相碰
。

本课题仅对学龄儿童的握

笔姿势及近视情况做了一个横断面的调查
。

对于学龄

儿童握笔姿势是否随着年龄增长
、

学习时间的延长等

因素而动态的变化
,

需进一步进行长时间的随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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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1
.

答案
: B 眶上裂通过第 川

、

介
、

U 颅神经和第 V颅

神经的第一支
,

此处该支己分为额神经和泪腺神经
,

眼 上静脉

和交感神经也从眶上裂通过
。

支配上斜肌的第 W颅神经位于

iz nn 环之外
,

这种位置关系说明
,

在球后注射麻醉有时眼球有

内旋位存在

试题 2
.

答案
:
B 属外丛状层 是光感受器与水平或双极

细胞突触的连接部位
,

在离开中心凹该层会变厚并呈倾斜状
、

在中心凹该层走行接近平行于视网膜表面
,

这说明在病理状态

下引起血管性损害时
,

在细胞间隙的渗出形成放射状或星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