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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视觉健康管理
———武汉市近视眼预测预防系统在视觉健康管理中应用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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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视眼预测预防系统基于青少年的视觉健康管理概念，目的是建立青少年屈光筛查体系，为广大
青少年定期进行体质健康监测时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可直观生成屈光趋势图，通过眼轴、屈光度等参数的变化

关注青少年各年龄段的视力状况，从而在其近视发展的初期进行预测预警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教育部门

可以通过近视预测预防系统及时监测某地区、学校或群体屈光问题的发展；学生家长可以通过微信时时了解孩

子的视觉健康，更好的配合我们近视预测预警的工作；视光人员可以通过该系统的信息内容研究各个群体和个

体屈光趋势变化的特征，从而发现更多规律，为更多屈光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有了近视眼预测预防

系统，在数据化 采集、分析、处理的系统化管理软件支持下，实现了互联网＋视觉健康管理在临床中的应用，更
好的指导了近视眼预测预防的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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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青少年近视防治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问题。青少年近视控制效果直接关系到国民素质和

综合国力，我国中小学生近视眼发生率居高不下，并

向低龄化、重度化发展，已成为严重影响青少年体质

健康和综合素质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

１　背景
１．１　青少年近视防治已成政府、社会关注热点　国
家卫计委、国家教育部高度重视，联合发文；关于开

展２０１７年全国“爱眼日”活动的通知，国卫办医函
〔２０１７〕３９１号文件：青少年近视防治是全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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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点问题，青少年近视控制效果直接关系到国民

素质和综合国力［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

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２］明确指出“要

帮助青少年掌握科学的用眼知识和方法 ，降低青少

年近视率”，提出了“通过 ５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青
少年近视眼发生率明显下降”的工作目标 。武汉市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青少年视力低下综合防

治实施方案的通知》［３］对全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

工作作出整体部署。

前卫生部近视眼重点实验室主任，全国知名眼

科专家，视光学先驱和学科带头人褚仁远教授提出

的建立标准化少儿屈光发育档案的理念而设计开

发。褚教授提出：从３岁开始，每半年睫状肌麻痹验
光一次，把验光度数记录保存；测量眼轴长度，角膜

曲率半径，眼压和身高，记录并保存。通过建立少儿

屈光发育档案可以详细了解近视的构成和近视发生

原因，可以发现视力“正常”但屈光异常的情况，及

时发现儿童“近视的苗头”。少儿近视预测预防系

统可根据儿童屈光发育档案的变化情况，实现近视

预警的重要作用。

１．２　互联网 ＋医疗的兴起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国
务院下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
意见》，意见中提出，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发

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卫生服务，积极利用移动互联

网＋医疗的便捷服务［４］。

１．３　建立近视眼预测预防系统迫在眉捷　基于青
少年近视高发，青少年视觉健康现状和健康管理理

念，建立并应用近视眼预测预防系统用于开展青少

年屈光筛查体系有重要意义。为广大青少年定期进

行体质健康监测时建立屈光发育档案，能够对近视

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可有效的控制青少

年近视的发生和发展［５７］。

２　武汉市互联网＋视觉健康管理的探索和实践
２．１　全员学习，三个统一　充分认识预防青少年近
视发生的重要性和近视预测预防系统应用的必要

性。近视预测预防系统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我们

多次组织召开眼科专家、眼视光师、软件工程师、教

育局领导及校医、老师、家长等不同层面的多学科研

讨会，针对近视眼预测预防系统流程和范围进行广

泛讨论和征求意见，达成共识，实现了近视预测预警

系统建设的三个统一：即统一思想、统一标准、统一

应用，为实现互联网平 ＋视觉健康管理数据流转和
信息共享奠定了基础。

２．２　专业指导，有序推进　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专业
优势，有序推进近视预测预防系统的研发和应用．按
照“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原则，严格遵循视觉健

康管理的医疗流程和规范，建成了全面、契合视觉健

康管理需要的应用信息系统。该系统可涵盖医疗服

务的各学校。

２．３　试点示范，以点带面　积极主动与区教育局联
系协调，在教育局支持和学校的配合下，成立以班级

为单位的近视预测预警示范试点班。现已服务４２
所学校１．２万青少年。

建立试点班级的屈光筛查体系和近视的预测预

警，在进行体质健康监测时为学生建立屈光发育档

案，定期应用近视预测预防系统开展视觉健康检查，

通过视力、眼轴、屈光度、屈光生物学要素等参数的

变化发现青少年各年龄段的视力状况。

近视预测预警系统可直观生成屈光趋势图，从

而在其近视发展的初期进行预测预警并采取相应的

干预措施，从而在其近视发展的初期进行干预［７］，

有效的降低青少年近视的发生发展。

２．４　信息共享、三方共管　教育部门是防治工作的
阵地 ，按教育部门防治工作的要求，明确职责，认真

落实；教育部门可以通过近视预测预防系统及时监

测某地区、学校或群体屈光问题的发展。

家长是学生的监护人和责任人，是个体干预防

治措施和家庭视力保健落实的责任主体；学生家长

可以通过微信时时了解孩子的视觉健康，更好的配

合我们近视预测预警的工作。

医院承担具体防治工作，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

尽医者的社会责任。视光师和医生可以通过该系统

的信息内容研究各个群体和个体屈光趋势变化的特

征，从而发现更多规律，为更多屈光问题的实证研究

提供数据支持；并制定近视综合防治方案，提供技术

指导实施［８］。

２．５　健康教育、协同推进　根据各示范试点的青少
年近视现状，有计划的开展“请进来、走出去”的近

视防控健康教育专题讲座２０余场，在医院在学校普
及健康用眼科学知识，鼓励和倡导青少年经常参加

户外体育活动等，协同推进青少年视力保护工作，增

强青少年健康用眼意识，形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并

对青少年生活方式相关的健康危险因素，通过健康

信息采集、健康检测、健康评估、个性化健康管理方

案、健康干预等手段持续与老师、家长、学生沟通，给

予指导改善视觉质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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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专人负责、实施管理　加强沟通和协调，确定
专人负责互联网＋视觉健康管理系统，变被动的“疾
病诊治”为主动的健康维护、健康促进，对处在视力健

康、亚健康不健康各阶段的青少年学生全人群眼屈光

发育过程管理，遏制或消除近视等危险因素。

２．７　预测预警、三级监测　开展近视防治干预：一
级为定期进行视力检测、用眼行为和学习环境卫生

状况的监测，落实日常视力保健；二级为屈光状态检

测和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开展群体干预；三级为屈

光要素生物学检测和双眼视功能检查 ，开展针对性

的个体干预和动态管理和康复指导措施 。

３　讨论与展望
“上医治未病”，互联网 ＋视觉健康管理就是要

变被动的“疾病诊治”为主动的健康维护、健康促

进，对处在视力健康、亚健康、不健康各阶段的青少

年学生，全人群实施眼屈光发育过程管理，遏制或消

除视力健康危险因素，预防近视的发生发展。

基于互联网云端的构建，根据大数据来对每个

青少年的视觉健康发展生成曲线表，研究各个群体

趋势改善（或恶化）的特征，从而很好的达到近视预

警的效果，发现更多规律，为更多屈光问题的实证研

究提供数据支持；解决了目前近视眼基础筛查、干预

方案、临床治疗、科普宣教等大样本资料难以归纳统

计分析的问题。

基于互联网 ＋视觉健康管理，对青少年视觉健
康数据库信息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实现了从以数

据统计为目的的“指标管理”转化为以服务对象为

核心的“个案管理”，从基于统计分析的“结果管理”

转化为基于对服务过程长期跟踪、具有动态性、实时

性的“过程管理”，推进科学动态管理全面提升服务

质量和管理水平。

基于健康档案和近视预测预警系统平台，建立

视觉健康与多学科协同服务信息系统，横向实现了

与医院、家长、学校等的信息互联互通，即多方共用

的信息共享模式，推进健康档案的及时性、完整性和

准确性。

基于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建立的互联网＋视觉
健康管理的医疗服务，建立了互动互信的和谐医患

关系。

互联网不仅可以帮助医疗机构运营效率和改进

提高患者就医体验，而且在物联化，大数据，移动终

端支持下，互联网＋视觉健康管理推动了医疗领域
服务的持续性（教育、预防、筛查、诊治、康复），医院

及医师，学校及老师，家长及学生共同参与，推动了

医疗服务的创新与变革［４］。

参考文献

［１］　关于开展２０１７年全国“爱眼日”活动的通知［Ｅ］．国
卫办医函〔２０１７〕３９１号．２０１７０４２１．

［２］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
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７０５
２５（１）．

［３］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青少年视力
低下综合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Ｎ］．长江日报，２００９
０２０１（７）．

［４］　李未柠，王晶．互联网 ＋医疗：重构医疗生态［Ｍ］．北
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

［５］　李凤鸣．眼科全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７８７１９２２．

［６］　徐广第．眼科屈光学［Ｍ］．４版．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５：１４９１６７．

［７］　瞿佳．眼科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３．
［８］　吕美霞，施侣元，鲁本麟，等．武汉市重点中学学生视

力低下影响因素分析［Ｊ］．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０８，
１２（４）：３５４３５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０１）

《中国临床保健杂志》关于“安徽省立医院”署名的启事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安徽省立医院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更名为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因作者发表论文的用途不同，故同期保留了两个

不同的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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