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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儿童青少年近视普查工作的规范化、

科学化开展，引导各地近视普查工作有序进行，专

家组已经制定出普查的基本内容和规范流程，并

对用到的检测和数据采集设备及设置的标准化达

成共识。信息化是客观精准获取近视本底数据的

重要保障，也是数据安全存储和快速传递的有效

路径，同时又是国家政府层面的大数据分析的前

提和基础，故近视普查的规范化流程需要实现信

息化管理。因此我们组织专家组，经过大量调查

研究和临床实践，形成《儿童青少年近视普查信

息化管理专家共识(2019)》，旨在为近视普查工作

的信息化管理提供指导性意见。内容包括：信息化

管理实现的功能、数据表的结构化设计、信息系统

的架构和模块、信息化应用规范和指南、统计分析

等。详述如下。

1 信息化管理实现的功能

《儿童青少年近视普查信息化管理专家共识

(2019)》为各机构进行儿童青少年近视普查工作提

供了信息化管理的框架，其实现的功能主要体现在

以下4点。

1．1信息的唯一性

为确保被检者资料的唯一性，设置被检者的资

料由3部分组成。例如学生一般信息录入包括身份

证号、学籍号和姓名等3个关联数据，系统自动进

行核对确定，发现不一致时自动提示操作人员，确

保学生信息的唯一性。

1．2流程的优化

通过信息化，医疗机构对每所学校的普查工作

流程可以优化为以下4步，包括学校信息设置、学

生信息设置、视力检查结果录入和电脑验光检查结

果获取。其中学校信息和学生信息的设置工作在

现场普查之前完成录入或导入，电脑验光检查结果

由系统自动获取录入。

1．3信息的安全性

政府部门、学校、医疗机构及其他授权的机构

应妥善存储、管理近视防控信息，保障数据安全，

对于数据采集、管理、统计和分析人员进行权限控

制，保证近视防控工作有序开展，同时最大程度地

保障儿童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

他未经授权的机构不得非法收集、滥用、泄露近视

防控相关信息。

1．4分析的可扩展性

数据统计分析必须基于大样本的有效数据，

普查工作的信息化和数据的结构化使得政府相

关部门掌握各地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基数和变化

成为可能。同时信息化系统的统计分析具有灵

活性和可扩展性，随着近视防控工作的深入和国

内外近视防控研究领域的进展，可以加入或者更

新数据统计分析组件或算法，满足近视防控工作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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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表的结构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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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普查中检测设备和设置

标准化专家共识(2019)》里的标准化表单“儿童青

少年近视普查结果记录表(见附表)”进行结构化设

计，分为4个数据表，分别是学校信息表、学生信息

表、视力检查数据表和电脑验光数据表。这样的结

构化设计为后续的数据检索和统计分析提供了基础。

2．1 学校信息表

学校信息表存储被普查学校的一般信息，示例

见表1。

2．2学生信息表

学生信息表存储被检查学生的一般信息，示例

见表2。

2．3视力检查数据表

视力检查数据表存储被检查学生的视力检查

结果，包括裸眼视力、戴镜视力和戴镜类别。其中

学生信息通过学籍号与学生信息表相关联。示例

见表3。

2．4电脑验光数据表

电脑验光数据表存储被检查学生的电脑验光

检查结果，包括球镜度数、柱镜度数和轴位。其中

学生信息通过学籍号与学生信息表相关联。示例

见表4。

表1．儿童青少年近视普查结果之学校信息表

3信息系统的架构和模块

为更好地进行儿童青少年近视普查信息化管

理，特从技术层面对信息系统的架构和模块做以下

解析。

3．1系统架构

信息系统建议采用B／S(浏览器／服务器)架构，

包括浏览器客户端、W曲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

客户端通过Web服务同数据库进行数据交互。该

架构因为采用了统一的网页浏览器客户端，所以简

化了系统的开发、维护和使用。网页浏览器还可

以内嵌于移动APP内，方便移动客户端的开发和应

用。服务器端配置部署W曲服务和SQL Server等数

据库，实现系统功能的核心部分，减轻系统应用对

客户端的要求。

3．2功能模块

信息化功能模块包括学校信息管理模块、学生

信息管理模块、视力检查结果录入模块、电脑验光

检查结果读取模块、普查结果判断模块、数据接口

模块和数据统计模块等。

3．2．1 信息管理模块 通过学校信息管理模块政

府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对本地区的各类各级学校信

息进行管理。通过学生信息管理模块学校管理人

员可以对本校学生的信息进行管理。学生信息安

全由普查机构、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共同负责。

3．2．2 检查结果录入模块 检查结果由现场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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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进行操作录入。视力检查结果需手工录

入或系统自动获取，电脑验光检查结果可由系统自

动获取。

3．2．3 普查结果判断模块 系统可根据近视筛查

标准(根据临床研究结果进行调整)自动判断某一

学生检查结果是否近视，也可以统计分析某一区域

或某一群体学生的近视率。

3．2．4数据接口模块 数据接收接口是指系统自

动接收数字化视力表和电脑验光仪传送过来的检

查结果数据。数据传送接口是指该信息系统开放

接口供政府相关部门或授权的第三方机构对儿童

青少年近视普查信息进行查询、统计、调阅等，或

者导出条件查询结果数据为Excel文档进行后续统

计分析，以提供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和决策支持

的依据。

3．2．5 数据统计模块 数据统计模块应独立于近

视信息数据，应包括一些常用的描述性统计组件使

得政府相关部门迅速分析掌握各地儿童青少年近视

率基数和变化。例如可以根据学校所在省市、学校

类别、年级、学生年龄段、学生性别、民族、籍贯、

检查时间段等条件进行单条件或多条件下查询、统

计、分析某一区域或某一群体学生的近视率。同时

该模块应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以便加入新的分析

组件和功能。

4应用规范和指南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信息的采集使得越来越

多的学校、医疗机构及授权的第三方机构开始大规

模收集、存储、分析和使用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相关

数据。同时也面临对近视信息和个人信息尤其是

儿童青少年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滥用、泄露等威

胁。为规范收集、保存、使用近视防控信息等信息

处理环节中的相关行为，确保近视防控工作有序开

展，信息化管理应遵循以下规范和指南。

4．1数据存储与传输

数据存储与传输过程中应采用物理、技术和管

理控制等措施来保护数据安全，防止未经授权的数

据泄露、修改或破坏，同时确保授权用户的可用性。

视防控信息的权限。使用系统时工作人员必须输

入编号、姓名和密码进行登录。登录后系统可根据

用户类别和关联信息赋予相应使用权限，使其只能

访问职责所需的最少够用的相关信息。

4．3一般信息管理

4．3．1 学校信息管理 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本

地区的各类各级学校信息进行管理。学校信息包

括学校编码、学校名称、类别、所在省、所在市、

所在县区和社区(街道)等。

4．3．2 学生信息管理 由学校管理人员对本校学

生的信息进行管理。

4．4检查数据获取

4．4．1 视力检查数据获取 现场检查工作人员登

录信息系统，扫描学生所持个人身份识别码，显示

核对姓名后，即可对学生的视力检查结果进行录

入，左右眼分别检查录入，裸眼视力和戴镜视力均

以5分记录法记录，以方便科学统计。如采用数字

化视力表检查，则可由信息系统自动获取数据。如

要记录戴镜视力的话，则需要在框架眼镜、角膜接

触镜、夜戴角膜塑形镜中选择l项打钩。

4．4．2 电脑验光检查数据获取 现场检查工作人

员登录信息系统，扫描学生所持个人身份识别码，

显示核对姓名后，即可进行电脑验光检查，信息系

统自动读取数据(包括左右眼的球镜度数、柱镜度

数和柱镜轴位)进行记录保存，球镜度数和柱镜度

数保留2位小数。

4．5数据使用

在向不具有个人信息访问权限的近视防控信

息管理者(如提供数据分析服务的第三方机构等)

分享近视信息时，上级管理者应采取技术和管理方

面的措施，将去标识化后的近视数据与可用于恢复

识别个人的信息分开存储，将去标识化后的近视数

据分享给下一级近视信息管理者，并确保在这些信

息处理过程中不被重新识别个人标识。

5统计分析

5．1描述性分析

4．2系统访问控制 描述性统计就是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近视信

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学校及授权的第三方机 息数据，按照群体的特征，分析数据的集中趋势和

构，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具有不同等级的访问近 离散趋势，以了解近视各个信息项的集中与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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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不同年龄下的视力分布和屈光度数分布。

还可以对不同年级、不同学校或不同地区的儿童青

少年群体的信息数据进行观察和分析，为近视防控

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

5．2本底数据分析

儿童青少年防控信息数据采集的第一批数据

是被用来计算近视患病率等的基础本底信息(简

称本底数据)。本底数据将为接下来的近视防控

提供重要数据和依据，如不同年龄段的近视发病

率等。

5．3选择合适的数据分析软件

后续可以选用专业的数据分析软件对导出的

普查数据做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分析的结果需要

注明所采用的分析软件和操作步骤及相应参数设

置，以供校对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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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翔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周行涛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声明本文为专家意见，为临床医疗服务提供指导，不是在各种情

附表

·13·

况下都必须遵循的医疗标准，也不是为个别特殊个人提供的保健

措施；本文内容与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厂商无经济利益关系

(收稿日期：2018—12—10)

(本文编辑：季魏红)

儿童青少年近视普查结果记录

学校信息

学校编码：XX0003 学校名称：北京市**tJx学

学校类别：口幼儿园团小学口初中口高中口大学

省(市)：北京 市(区)：术木区 所属社区(街道)：术木街道

学生信息

学籍号：000056 姓：张 名：三

身份证号：11010520100503****

性别：口男团女 民族：汉 籍贯：北京

年级：201 6 班级：10

视力检查结果(请以5分记录法记录)

眼别 裸眼视力 戴镜视力

(团框架眼镜口角膜接触镜口夜戴角膜塑形镜)

右眼 4．6 4．9

左眼 4．5 5．0

备注

电脑验光检查结果

眼别 球镜度数 柱镜度数 轴位

右眼 一1．00 一0．75 180

左眼 一1．25 —0．50 10

备注

检查日期 20180513

万方数据

http://guide.medliv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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