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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院探讨课外体育活动与 1~3 年级儿童视力指标及眼部生物特征参数之

间的相关性遥 方法院对 1~3 年级渊6~9 岁冤252 名学生进行裸眼远视力尧动态视力尧眼轴

长度尧角膜曲率尧前房深度以及体育活动等级量表测量遥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尧独立

样本 T 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年龄尧视力尧眼部生物特征参数和课外体育活动之

间的关系遥 结果院1~3 年级儿童总体近视率为 43.6%袁各年级儿童裸眼远视力尧角膜屈

光力随年级增长而降低袁眼轴尧前房深度及课外体育活动量随年级增长而增加遥儿童

裸眼远视力与动态视力呈正相关 渊r=0.356袁P＜ 0.01冤袁 与眼轴尧 前房深度呈负相关

渊r=-0.380袁r=-0.249袁P＜ 0.01冤遥眼轴与角膜屈光力呈负相关渊r=-0.622袁P＜0.01冤袁与前

房深度尧课外体育活动量呈正相关渊r=0.550袁r=0.233袁P＜ 0.01冤遥 各年级儿童裸眼远

视力尧眼轴尧前房深度尧课外体育活动量均有显著差异渊P＜ 0.05冤遥 各年级儿童按不同

课外体育活动量进行划分袁视力指标和眼部生物特征参数均无显著差异遥结论院课外

体育活动量与小学 1~3 年级儿童眼轴呈正相关遥 随年级增长袁课外体育活动量与眼

轴长度均出现上升趋势遥 1~3 年级儿童的裸眼远视力尧眼轴尧课外体育活动量具有显

著性差异遥 课外体育活动不会过早消耗儿童远视储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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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activity and visual

acuity indexes and ocular biometric parameters of children in grades 1~3. Methods: Static visual acuity,

kinetic visual acuity, eye axis length, corneal curvature, anterior chamber depth, and physical activity rat-

ing scales were measured among 252 students in grades 1~3 (6~9 years ol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and one-way ANOVA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visual acuity, ocular biometric parameters, and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activity. Results: The overall my-

opia rate among children in grades 1~3 was 43.6%. Static visual acuity and corneal refractive power de-

creased with grade level, while eye axis, anterior chamber depth, and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activity in-

creased with grade level. Children's static visual acu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kinetic visual acu-

ity (r=0.356, P<0.01)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ye axis and anterior chamber depth (r=-0.380,

r=-0.249, P<0.01). Eye axi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rneal refractive power (r=-0.622, P<0.0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terior chamber depth and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activity (r=0.550,

r=0.233, P<0.0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atic visual acuity, eye axis, anterior chamber

depth, and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children at each grade (F>3.813, P<0.05). Ther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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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isual acuity and ocular biometric parameters among children of all grad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mounts of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activity. Conclusion: The amount of extracur-

ricular physical activ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ocular axis of children in elementary school

grades 1~3. There was an upward trend in the amount of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activity and the length

of the eye axis as the grade level increas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atic visual acuity, eye

axis, and amount of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children in grades 1~3. Extracurricular phys-

ical activity does not prematurely deplete children's hyperopic reserve.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activity; children; visual acuity; ocular biometric parameters

自 2018 年叶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实施方案曳[1]颁

布以来袁 儿童近视仍呈进行性加重袁 近视率不降反

升遥 2020 年 8 月袁国家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袁公布

9 省份 14 532 人次调研结果袁与 2019 年相比袁中小

学生近视率增加了 11.7%袁其中小学生近视增长速度

最快袁上升了 15.2%[2]遥 疫情防控期间袁电子产品使用

的增加袁体育活动时间的减少袁长时间的近距离读写袁
会引起睫状肌持续收缩痉挛袁睫状肌得不到适当锻炼袁
导致调节功能下降袁增加近视发生和发展的风险遥

儿童正处于视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要要要正视化发

育期袁 此时眼部屈光状态对于儿童视力发展至关重

要袁眼部屈光状态发展取决于眼轴尧角膜屈光力尧前
房深度等眼屈光系统中的生物特征参数对其的影

响袁当这些参数的平衡被打破袁会导致屈光不正尧视
功能异常尧视力下降袁危害眼健康[3-4]遥 视力在出生后

发展迅速袁在 8 岁左右达到全面发展遥因此从出生到

8 岁是一个关键时期袁 视力过早下降会影响其视功

能的发展遥近视的发病年龄越小袁可发展的时间跨度

就越大袁视力受损的几率就更高 [5]袁进而会对个人健

康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遥 眼健康促进和预防可

有效避免视功能的损害袁 是解决儿童近视问题的治

本之策袁但却未被充分重视和利用遥 促进尧干预儿童

眼健康迫在眉睫遥 为此教育部明确指出要严抓近视

防控袁精准掌握中小学生视觉健康动态袁小学 1~3 年

级儿童是近视防控的重中之重遥
有研究表明袁 较多的体育活动与更多的远视屈

光和较低的近视患病率有关 [6-8]遥 在现有环境中增加

体育活动可以保护儿童视功能袁延缓近视发生袁促进

眼健康遥对 1~3 年级低学段儿童而言袁日常体育活动

主要依托于学校体育大课间和体育与健康课程遥 由

于体育课程设置与内容相对均等化袁 体育活动对儿

童视敏度产生的影响趋同性较大袁缺乏个体差异袁具
有个体特征的儿童课外体育活动量更加值得关注遥

本研究以 6~9 岁儿童作为调查对象袁 通过量表

和仪器测量体育活动尧 儿童视功能指标及眼部生物

特征参数袁 探讨课外体育活动与视功能指标及眼部

生物特征参数之间的关系遥

2021 年 3 月袁 随机整班选取苏州市高新区科技

城实验小学 1~3 年级学生 252 例为调查对象袁 排除

信息缺失等无效数据 40 例后袁有效数据共计 211例遥
其中院男生 102 例袁女生 109 例曰6 岁 40 例袁7 岁 75例袁
8 岁 73 例袁9 岁 23 例遥

纳入标准院年龄 6~9 岁曰无学习尧认知和运动功

能障碍袁能够完成量表及视力检测曰无病理性眼部疾

病尧器质性病变和其他眼部手术史遥
排除标准院 双眼裸眼或矫正双眼视力臆4.0曰无

法测得动态视力曰量表未填写完整渊一个问题及以上

未作答即为无效冤曰量表中大多数题目答案相同或呈

现出明显的选择规律遥
本 研 究 取 得 苏 州 大 学 伦 理 委 员 会 批 准

渊No.SU-DA20201010H01冤遥

裸眼远视力渊Static Visual Acuity袁SVA冤检测由

专职校医完成袁 由经过系统培训的检测人员完成动

态视力渊Kinetic Visual Acuity袁KVA冤尧眼轴长度渊Axi-

al Length袁AL冤尧角膜曲率尧前房深度指标测量及体育

活动等级量表 PARS-3遥

本研究将视力定义为 SVA 和 KVA遥 SVA 采用

GB-11533 标准对数视力表进行检测袁标准对数视力

表检测操作流程遵循眼科检查标准遥 取右裸眼远视

力作为其最终 SVA遥KVA 检测使用动态视力检测仪

渊XP.14-TD-J905袁上海冤遥 KVA 范围值在 0.1~1.6 之

间袁数值越高则代表动态视力水平越好遥测试开始前

检测人员对操作方法进行讲解袁 每位学生连续进行

3 次测试后袁取均值作为该学生的最终动态视力值遥

采用蔡司人工晶体生物测量仪渊Zeiss IOL Mas-

ter500袁德国冤测试 AL尧角膜曲率及前房深度遥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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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级儿童 SVA尧AL尧前房深度尧课外体育活动

量均有显著性差异渊P＜ 0.05冤渊表 3冤遥 不同年级儿童

体育活动量与 AL 变化趋势如图 1遥

下颌置于颌托上袁额头紧贴额托袁调整好受试者头部

位置袁 保持待检眼注视指定目标袁AL 与前房深度连

续测量 5 次袁 角膜曲率连续测量 3 次袁 结果取平均

值遥角膜曲率测量水平尧垂直角膜屈光力渊K1袁K2冤计
算平均角膜屈光力 K=渊K1+K2冤/2遥

根据研究内容需要袁 采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渊PARS-3冤测定儿童体育活动强度尧持续时间和参与

频率遥 PARS-3 由日本学者桥本公雄编制袁梁德清[9]修

订袁具有较高的信效度袁PARS-3 的重测信度 r=0.82遥
该量表从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尧 时间与强度 3 个方

面来考察运动量遥 频率尧时间尧强度均为 1~5 等级袁
时间记 0~4 分袁其余分别记 1~5 分遥 其中体育活动

量计算方法为频率尧时间尧强度得分三者相乘遥 体育

活动量得分臆19 分为小运动量袁20~42 分为中等运

动量袁逸43 分为大运动量遥

采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分析遥 SVA尧KVA尧AL尧

角膜屈光力及前房深度均采用均数依标准差描述袁
计数资料用频数表示遥 对 SVA尧KVA尧AL尧角膜屈光

力及前房深度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袁P＜ 0.05 为

具有显著性差异袁P＜ 0.01 为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袁
相关系数 |r| 在 0~0.3 为低相关袁0.31~0.49 为中度相

关袁0.5~0.69 为高度相关 袁0.7~0.89 为非常高度相

关袁0.9~1 为近似线性相关遥 采用单因素方差和独立

样本 T 检验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袁 显著性水平

琢=0.05遥

1~3 年级儿童总体近视率为 43.6%袁1 年级近视

率为 40.3%袁2 年级近视率为 41.0%袁3 年级近视率

为 49.3%遥各年级儿童 SVA尧角膜屈光力随年龄增长

而降低袁2 年级 KVA 最低袁3 年级最高袁 未呈现明显

变化趋势遥 AL尧前房深度及课外体育活动量随年级

增长而增加渊表 1冤遥
表 1 1~3 年级儿童视力尧眼部生物特征参数和课外体育活动量基本情况渊X依SD冤

年级 年龄 n 近视人数 近视率 SVA KVA AL 角膜屈光力 前房深度 课外体育活动量

1 年级 6~7 岁 62 25 40.3% 4.961依0.188 0.315依0.283 22.827依0.774 43.492依1.509 3.377依0.266 8.016依8.159
2 年级 7~8 岁 78 32 41.0% 4.909依0.253 0.307依0.228 23.265依0.776 43.126依0.243 3.400依0.208 15.692依13.170
3 年级 8~9 岁 71 35 49.3% 4.844依0.318 0.340依0.276 23.597依0.838 43.024依1.293 3.480依0.215 33.549依29.169
总体 6~9 岁 211 92 43.6% 4.902依0.264 0.320依0.261 23.248依0.850 43.200依1.481 3.420依0.232 19.445依21.854

儿童 SVA 与 KVA 呈中度正相关袁 与眼轴呈中

度负相关袁与前房深度呈低度负相关袁眼轴与角膜屈

光力呈高度负相关袁与前房深度呈高度正相关袁与课

外体育活动量呈低度正相关渊P＜ 0.01冤渊表 2冤
表 2 儿童视功能指标尧眼部生物特征参数及课外体育活动量相关性

X SD SVA KVA AL 角膜屈光力 前房深度

SVA 14.902 10.264 -

KVA 10.320 10.261 10.356** -

AL 23.248 10.850 -0.380** -0.196** -

角膜屈光力 43.200 11.481 -0.120** -0.007** -0.622** -

前房深度 13.420 10.232 -0.249** -0.112** 10.550** -0.047 -

课外体育活动量 19.445 21.854 10.020** 10.087** 10.233** -0.117 0.118

注院** 表示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袁P＜ 0.0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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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视功能指标尧眼部生物特征参数及课外体育活动量差异性渊X依SD冤

年级 n SVA KVA AL 角膜屈光力 前房深度 课外体育活动量

1 年级 62 4.961依0.188 0.315依0.283 22.827依0.774 43.492依1.509 3.377依0.266 8.016依8.159
2 年级 78 4.909依0.253 0.307依0.228 23.265依0.776 43.126依0.243 3.400依0.208 15.692依13.170
3 年级 71 4.844依0.318 0.340依0.276 23.597依0.838 43.024依1.293 3.480依0.215 33.549依29.169

F 3.397 0.321 15.479 1.818 3.813 31.509

P 0.035 0.726 0.000 0.165 0.024 0.000

表 4 1~3 年级不同课外体育活动量与视力指标尧眼部生物特征参数差异渊X依SD冤

年级 课外体育活动量 n SVA KVA AL 角膜屈光力 前房深度

1 年级 低活动量 55 4.967依0.190 0.319依0.286 22.783依0.801 43.602依1.558 3.379依0.277
中活动量 7 4.914依0.177 0.281依0.280 23.169依0.411 42.634依0.589 3.364依0.173

F 0.701 0.330 -1.246 1.620 0.134

P 0.486 0.742 0.218 0.111 0.894

2 年级 低活动量 54 4.904依0.267 0.298依0.231 23.273依0.745 42.962依1.405 3.391依0.216
中活动量 20 4.905依0.246 0.310依0.225 23.275依0.925 43.504依2.078 3.411依0.203
高活动量 4 5.000依0.816 0.417依0.232 23.103依0.429 43.454依1.316 3.468依0.132

F 0.267 0.498 0.900 0.927 0.285

P 0.766 0.610 0.914 0.400 0.753

3 年级 低活动量 31 4.781依0.357 0.330依0.267 23.426依0.873 43.419依1.198 3.454依0.185
中活动量 18 4.856依0.352 0.352依0.298 23.937依0.653 43.529依1.172 3.583依0.260
高活动量 22 4.923依0.207 0.345依0.284 23.558依0.874 42.873依1.396 3.432依0.193

F 1.310 0.039 2.228 3.087 3.013

P 0.277 0.961 0.116 0.052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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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年级儿童体育活动量与 AL 变化趋势

各年级儿童按不同课外体育活动量进行分类袁

经差异性检验袁 视力指标和眼部生物特征参数均无

显著差异渊P＞ 0.05冤遥各年级不同活动量儿童人数差

异较大渊表 4冤遥

全球眼健康委员会认为袁 眼健康应该成为实现

全民健康覆盖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 [5]遥 人的健康

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从孕前开始贯穿整个生命周

期袁 这个生命周期与关键发育时期的健康轨迹都值

得关注[10]遥 在生命的每个阶段袁生物尧社会经济和环

境因素相互作用袁决定眼健康的发展[11]遥多种危险因

素的累积会影响视功能的发展轨迹袁 特别是儿童时

期的视力状况发育应受到更多的关注遥 大多数学龄

儿童的视力受损和视功能障碍是由未矫正的屈光不

正引起的 [12]袁而近视已成为学龄儿童中最为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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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屈光不正遥
本研究发现 1~3 年级儿童总体近视率为 43.6%袁

随年龄增长袁1~3 年级儿童近视率上涨袁SVA 降低袁
AL 增加遥 1~3 年级儿童整体 SVA 均值低于 5.0袁处
于较低水平袁但 AL 均值处于正常范围袁考虑该年龄

阶段儿童正处于从远视向正视化发育过程袁 可能具

有一定的远视储备遥 远视储备是正视化发育过程中

特有的远视状态袁也被称为远视缓冲或生理性远视遥
远视储备量可以预测儿童屈光状态的发展趋势袁对
儿童的近视做到早发现尧早预警袁为进一步的干预提

供科学依据遥 儿童青少年远视状态和近视发展的主

要区别在于 AL[12]遥 AL 是与近视有关的主要形态变

量[13]袁也是判断儿童视功能的重要指标遥具有远视储

备的儿童同样可能存在 SVA 降低的情况袁本研究显

示 1~3 年级儿童 AL 小于标准值袁未发生过度增长遥
低年龄段儿童还极易罹患由调节功能下降而引

起的调节性近视袁也称为野假性近视冶遥长期的调节性

近视易造成调节功能异常袁导致累计的视网膜离焦袁
诱发 AL 增长袁将最终致使真性近视的发生遥 要使眼

睛保持正视性袁眼部各屈光要素必须相互精确匹配袁
其中 AL尧角膜屈光力是 2 个最主要因素 [14]遥 这些因

素与近视度数的变化均存在一定的关系 [15]遥 婴儿出

生时袁AL 大概只有 17 mm[16]遥双眼处于远视状态遥随
着年龄的增加袁 眼球逐渐发育完善袁AL 不断增长遥
不同年龄阶段儿童 AL 均有差异袁正常情况下袁0~3岁
眼轴发育最快袁3 岁时眼轴能快速长到 22 mm 左右袁
3~12 岁期间袁AL 增速逐渐变缓袁12 岁时基本达到成

人水平袁AL 会增长到 23~24 mm 左右[17]遥 AL 的增长

与近视的增加有较为明显的相关性袁 生理性的 AL

增长不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增加袁 但当 AL 增长速度

过快袁超过正常范围时袁AL 每增长 1 mm袁近视度数

会增加 300 度左右遥近视度数越高袁视网膜相关并发

症风险就越高袁 而 AL 是评估视力障碍风险的重要

指标袁在近视防控中起重要作用[18]遥 目前袁6~10 岁儿

童眼轴正常参考值正逐渐升高袁 表明儿童眼结构发

育速度有所增加袁 急需采取有效的健康促进措施来

推动儿童眼健康的实现遥观察视功能指标尧眼部生物

特征参数随生长发育而产生的变化袁 有助于捕捉儿

童视功能发展规律袁预测尧预防近视的发生遥
SVA 是感知静止物体并获得清晰视觉的能力袁

KVA 是捕捉动态事物并获取细节的能力[19]遥 本研究

结果显示袁1~3 年级儿童 SVA 与 KVA 呈正相关袁与
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20]遥 KVA尧SVA 均与睫状肌调节

功能有关袁 在作用机制上具有一致性遥 此外袁 儿童

AL 与 KVA尧SVA 和角膜屈光力分别呈负相关遥前房

深度随年级增加而加深袁与眼轴呈正相关袁与 SVA

呈负相关遥 从 1~3 年级儿童视功能指标和眼部生物

特征参数的总体相关性来看袁 各项指标符合儿童青

少年早期眼球的生长发育规律遥 眼轴越长袁KVA尧
SVA 越差遥 AL 变短的同时角膜会出现代偿性变陡遥
近视儿童的前房深度往往大于正视眼和远视眼 [21]遥

从活动表现与行为角度来看袁 该年龄阶段大部

分儿童眼结构虽未发生器质性改变袁 但视敏度的降

低提示功能性视力可能出现下降遥 功能性视力是人

与视觉环境互动时的表现 [22]袁用来描述人在视觉相

关活动中的功能[23]袁如在学习和阅读中看的能力袁在
体育活动参与中视远尧视近尧视距的切换与调节能力

等遥功能性视力的下降和失衡袁在儿童青少年中较为

普遍袁易导致视力下降袁造成视功能异常 [24]遥 视功能

是功能性视力的基础袁 而功能性视力则可以对视功

能进行预测和反馈遥
生命历程理论支持在生命早期开展促进生长发

育尧 预防疾病和确保尽可能发挥最大功能能力的活

动[25]遥 儿童视力功能及眼健康与体育活动关系十分

紧密 [26]遥有研究表明袁体育活动能够增强儿童眼调节

能力袁提高 KVA尧SVA袁从而预防近视的发生和延缓

近视进展 [20]遥 体育活动会引起一系列眼部生物特征

参数的变化袁如紧张性调节尧瞳孔大小尧前房角度和

视网膜活动等 [27]遥 增加体育活动还能有效控制学龄

期儿童 AL 增长袁延缓近视度数的进一步加深[28]遥 目

前体育活动对屈光不正发展的影响机制仍有待确

定袁明晰体育活动与儿童视力指标尧眼部生物特征参

数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AL 与体育活动量呈低度正相

关遥 这与以往研究中体育活动增加使儿童青少年近

视发生率更低袁轴向伸长更小的研究结果相悖 [29]遥原

因可能是 1~3 年级儿童均处于正视化发育过程中袁
此年龄阶段儿童处于 AL 生长发育阶段袁AL 不断增

长袁趋向成人袁各项指标和参数的变化符合生长发育

规律遥 与此同时袁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袁随着年龄

的增加袁 运动能力逐渐上升袁 体育活动量也随之增

加遥 因此袁可合理推测 1~3 年级儿童 AL 和课外体育

活动量随年龄的同步增长是导致儿童 AL 与课外体

育活动量间存在正相关的主要原因遥 1~3 年级儿童

AL 与课外体育活动量呈同向增长袁 除年龄因素外袁
当前我国 1~3 年级儿童体育活动量对视力的改善作

用可能难以补偿视近时间过长等因素导致的儿童

AL 加快增长袁需要更深入地探究体育活动项目的最

佳选择和活动时间尧强度尧频率的最佳阈值袁最大化

发挥体育活动改善儿童视力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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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 1~3 年级儿童眼部生物特征参数与课

外体育活动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性检验袁 发现不

同年级之间的 SVA尧AL尧 前房深度和课外体育活动

量具有显著差异袁除 SVA 和角膜屈光力外袁其余各

项指标与参数均随年龄增长逐渐升高遥 为进一步验

证假设袁 本研究对各年级儿童按不同课外体育活动

量划分后进行差异性检验袁结果显示袁各年级不同课

外体育活动量儿童的眼部生物特征参数并未随活动

量的变化而变化袁各指标间均未呈现显著性差异遥该
结果再次说明在此年龄段进行体育活动干预袁 不会

提早加快 AL 的轴向伸长和正视化进程中远视储备

的过早消耗袁破坏和干扰正视化进程遥 另外袁各年级

不同课外体育活动量人数差异较大袁 多集中于中低

活动量袁高活动量人数较少遥表明目前 1~3 年级儿童

课外体育活动的时间尧强度尧频率等可能难以达到促

进身体健康和改善视力的效果遥
学龄期儿童的视觉系统较为敏感袁 此阶段易罹

患近视且迅速发展袁 但该年龄段儿童的视觉系统可

塑性较高 [30]遥 体育活动已被证实能够有效降低近视

发病的可能性 [31]遥通过在体育活动中加入视觉任务袁
有利于提升睫状肌反应和调节灵敏度遥 调节功能在

眼屈光状态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袁影响着 SVA 和

KVA 等主要视功能指标遥 短暂的体育活动还会使眼

的生物特征参数发生积极变化袁 保障儿童眼部结构

的良性发展[32]遥因此袁在儿童青少年发育早期进行体

育活动袁使调节功能得到锻炼袁对于预防和促进儿童

青少年眼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体育活动水平增加的同时也可减少视近和久坐

行为袁增加功能性视力的运用袁一定程度上削弱儿童

养成单一用眼方式的可能性袁 从而改善不良用眼习

惯所造成的视功能低下 遥 依据 ICF 渊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冤理
论袁环境因素需给予特别关注 [33]袁客观上各项技能体

育活动方式的视觉环境有所差别袁 视远视近调节的

范围尧时间尧强度和频率不同袁但根据其技能特点袁有
针对性地控制和设计视觉任务袁 尽可能为儿童用眼

活动创造有利的视觉环境条件袁 均可达到锻炼功能

性视力袁改善视功能的作用遥 因此袁进一步对课外体

育活动中视觉任务持续时间尧 强度和频率展开精准

化探究袁 寻找出对 1~3 年级儿童最为有效的体育活

动行为处方十分必要袁 将体育活动中的用眼方式运

用到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以改善儿童用眼大环境遥

1~3 年级儿童的 SVA尧AL尧 课外体育活动量具

有显著性差异遥 儿童生长发育正视化过程中的课外

体育活动不会加速儿童 AL 增长袁 也不会过早消耗

儿童远视储备遥在低学段儿童远视储备存在期间袁应
有针对性地增加体育活动袁以提升调节能力袁改善视

功能袁促进儿童眼健康的长足发展遥
本研究同样存在部分局限遥 首先袁样本量有限袁

导致同年级不同课外体育活动量的儿童数量存在差

异遥 今后的研究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曰其次袁本研究

未能进行长时间的实验干预研究袁 进一步探讨和验

证课外体育活动与视力指标及眼部生物特征参数的

更深层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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