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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识别学龄前儿童近视相关领域
的论文ꎬ并探讨其现状和发展趋势ꎮ
方法: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中的数据为研究对象ꎬ
以" ＴＳ＝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ｍｙｏｐｉａ" 为检索词ꎬ检索 ２００４－
０１－０１ / ２０２３－１２－３１ 的所有文献ꎮ
结果:共纳入 １７１ 篇文献ꎮ 中国是发文量最多的国家ꎬ在
该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京医科大
学在这项研究中处于前沿ꎮ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和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是被引频次最高的期刊ꎮ
高频关键词说明了学龄前儿童近视的现状和未来趋势ꎬ我
们发现ꎬ“患病率”“屈光不正”和“危险因素”可能是未来
关注的焦点ꎮ
结论:本研究筛选了与学龄前儿童近视相关的全球文献ꎬ
分析其文献计量学特点ꎬ找出该研究领域被引频次最高的
文章ꎬ了解全球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ꎬ并为研究者和实践
者提供未来的发展方向ꎮ
关键词:学龄前儿童ꎻ近视ꎻ文献计量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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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近视在全球的患病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ꎬ尤其是

在东亚人群中[１]ꎮ 高度近视会增加眼部疾病的风险ꎬ从而
给经济和公共医疗保健带来长期负担[２]ꎮ 过去 １０ ａꎬ全球
近视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ꎬ预计 ２０５０ 年世界人口将有
４９.８％为近视ꎬ９.８％为高度近视[３]ꎮ 据报道ꎬ学龄前儿童
的近视患病率超过 ５％ [３－４]ꎮ 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呈逐
年上升趋势ꎬ且有逐渐低龄化的特点[５]ꎮ 有研究表明香港
学龄前儿童的近视患病率在过去 １０ ａ 内从 ２.３％上升至
６.３％ [６]ꎮ 早期患上近视会导致成年后出现更多的屈光不
正或高度近视[７－８]ꎮ 学校近视发生和发展的危险因素包
括近距离工作、户外时间减少、父母近视和教育ꎬ然而ꎬ关
于学龄前近视风险因素的报道很少ꎮ Ｃｈｕａ 等[９] 报告称ꎬ
５７２ 名学龄前儿童的早发性近视与父母的近视史密切相
关ꎬ但与其他环境因素(近距离时间、户外时间)无关ꎮ 最
近也有报道称增加屏幕时间与近视之间存在关联ꎬ但这仍
然存在争议[１０－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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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项儿童家长近视防治认知调查报告表明ꎬ目前
家长对近视防治知识和行为的掌握程度还比较落后和不
足[１２]ꎮ 因此识别出患有早发性近视的高风险儿童ꎬ并提
供生活方式指导和近视控制治疗ꎬ以减缓近视的发展至关
重要ꎮ 了解与近视相关的可改变风险因素可能有助于制
定有效的策略来防止我国近视率的增长ꎮ 然而ꎬ我国学龄
前儿童近视患病率及其相关风险因素的研究有限ꎮ 因此ꎬ
本研究对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近 ２０ ａ 收录的过程挖掘相
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ꎮ 在梳理过程挖掘文献特征的基础
上ꎬ通过知识图谱深入挖掘过程挖掘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和
演化趋势ꎮ
１资料和方法
１.１资料　 文献计量学分析的数据来自 ＷＯＳ 数据库ꎬ该
数据库目前包含全球 １２ ４００ 多种权威且影响力大的学术
期刊ꎬ可以提供文献计量软件所需的全面数据信息[１３－１４]ꎮ
数据库中的高级搜索条目设置为“学龄前儿童近视”ꎬ研
究期为 ２００４－０１－０１ / ２０２３－１２－３１ꎬ选定的论文和评论论
文于 ２０２４－０７－２３ 下载ꎮ 会议论文、会议摘要、书籍章节、
在线出版物、编辑材料、修订、书目项目和信件被排除在
外ꎮ 共检索到 １７８ 篇文章ꎬ其中 ７ 篇文章被排除ꎬ其余 １７１
篇文章纳入研究(图 １)ꎮ
１.２ 方法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是荷兰莱顿大学开发的一款软件程
序ꎬ用于基于网络数据创建、可视化和探索地图[１５－１６]ꎮ 首
先ꎬ我们使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１.６.１５ 根据 ＷＯＳ 的数据ꎬ对主要
期刊、同被引期刊、作者、同被引作者和关键词共现进行分
析ꎬ并生成相关的网络图和密度图ꎬ此外ꎬ我们还制作了作
者重叠网络图ꎮ 通过这些相关分析ꎬ我们可确定该领域的
科研结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一款基于
引文分析理论的信息可视化软件ꎬ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找
到其知识领域中最相关的主题和科学文献ꎬ识别当前的
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１７] ꎮ 因此ꎬ我们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８
对近 ２０ ａ 来学龄前儿童近视的研究热点及演变过程进
行分析和可视化ꎬ并预测该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ꎮ 使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ꎬ分别进行可视化分析和知识
图谱绘制[１３ꎬ １８－１９]ꎮ
２结果
２.１过去 ２０ ａ出版物趋势　 共纳入论著 １６５ 篇(９６.５％)ꎬ
综述 ６ 篇(３.５％)ꎮ 文献涵盖 ３０ 个国家 / 地区、３１４ 个机构
的 ８５４ 名作者ꎬ引用了 ９３４ 种期刊的的 ３ ６５６ 篇文献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２３ 年学龄前儿童近视的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ꎬ发
文量不断增加ꎬ见图 ２Ａꎮ
２.２发表国家地区和机构　 共有 ３０ 个国家或地区发表了
这类研究ꎬ发文量排名前 ５ 的国家或地区如图 ２Ｂ 所示ꎮ
中国发文量最多ꎬ其次是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英国ꎮ
中国和美国与各个国家的伙伴关系最为频繁ꎬ这一现象在
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尤为突出ꎮ 所有国家的伙伴
关系见图 ２Ｂꎬ圆圈的大小表示发表的文字数量ꎬ线条的粗
细表示双方联系的紧密程度ꎮ 表 １ 列出了前 １０ 位发行国
家和机构的数量和比例ꎬ在 ３１４ 所院校中ꎬ排名前 １０ 的院
校来自 ４ 个国家ꎬ有 ３ 所来自中国ꎬ分别是南京医科大学、
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ꎮ 我们还发现发文量最多的机构与
发文量排名前 ５ 的国家并不匹配ꎬ美国和中国的发文量较
多ꎬ但机构比较分散ꎮ 所有机构之间的联系见图 ２Ｃꎬ最大
的发行机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ꎬ这两所大
学与较多的机构都有密切的联系ꎮ

图 １　 从ＷＯＳ核心数据库进行文献筛选流程图ꎮ

图 ２　 发文趋势及国家、机构可视化图　 Ａ:年度文章数量ꎻＢ:国家 /地区的网络地图ꎻＣ:机构网络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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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期刊和共被引期刊分析　 截至 ２０２３－１２ 发表于 ５８ 种
期刊ꎮ 文章发表在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期刊占最大比例(ｎ＝ １５ꎬ
８.８％)ꎬ其次是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 ＝ １３ꎬ７.６％)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ＡＰＯＳ(ｎ ＝ １２ꎬ７.０％)ꎬ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 ＝ １１ꎬ６.４％)ꎬ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ｎ ＝ ９ꎬ
５.３％)ꎬ见表 ２ꎮ 在前 １０ 名期刊数量最高的学龄前儿童近视
出版物ꎬ影响因子排名前三的期刊分别为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ＩＦ＝ １３. １ )ꎬ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Ｆ＝ ５.０)和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ＩＦ ＝ ３.７)ꎬ见
图 ３Ａꎬ表 ２ꎮ １０ 种期刊中ꎬ５０％属于 Ｑ２ 及以上(表 ２)ꎮ
在眼科学共被引频次最高的 １０ 种期刊中ꎬ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６７１ 次)被引频次最高ꎬ其
次是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６６７ 次)和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４４ 次)ꎬ见图 ３Ｂꎬ此外ꎬ这 １０ 种期刊中ꎬ７０％的期刊为
Ｑ１ꎬ见表 ３ꎮ
２.４活跃作者　 表 ４ 列出了 ２００４ / ２０２３ 年发表过学龄前儿
童近视相关文献的所有作者中最具影响力的 １０ 位作者ꎮ
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分别为是 Ｌｉｕ Ｈ(１０ 篇)、Ｚｈｕ Ｈ(１０ 篇)
和 Ｓａｗ ＳＭ(１０ 篇)ꎬ其次是 Ｖａｒｍａ Ｒ(９ 篇)和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Ｐ
(９ 篇)ꎮ 参与和共同引用学龄前儿童近视的作者网络如
图 ３Ｃ、Ｄ 所示ꎮ 最显著的节点与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和
被引作者相关ꎮ 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３ 位作者是 Ｓａｗ ＳＭ、
Ｖａｒｍａｒ Ｒ 和 Ｈｅ ＭＧꎮ
２.５ 共被引文献分析 　 使用节点大小和连接线强度构建
共被引文献的可视化ꎬ被引频次最高的为关于 Ｈｅ 等[２０]的
文章(共被引 ３５ 次)ꎬ见图 ４Ａꎮ 此外ꎬ我们在时间轴上对
　 　

表 １　 学龄前儿童近视研究前 １０ 国家和机构

序号 国家 发文量 机构 发文量

１ Ｃｈｉｎａ ８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２
２ ＵＳＡ ５５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
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８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０
４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４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９
５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１１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９
６ Ｄｅｎｍａｒｋ ６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ｙｅ Ｃｅｎｔｒｅ ８
７ Ｃａｎａｄａ ５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ｙｄｎｅｙ ８
８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５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７
９ Ｎｏｒｔｈ Ｉｒｅｌａｎｄ ５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Ｅｙ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７
１０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７

图 ３　 期刊和作者可视化分析　 Ａ:期刊可视化网络图ꎻＢ 被引期刊可视化网络图ꎻＣ:作者可视化网络图ꎻＤ:被引作者可视化网络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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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学龄前儿童近视前 １０ 研究期刊

序号 期刊 发文量 影响因子 ＪＣＲ 分区

１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１５ １３.１ １
２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３ １.６ ３
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ＡＰＯＳ １２ １.２ ３
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１ ５.０ １
５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９ １.７ ３
６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８ ２.９ １
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７ － －
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６ ３.０ ２
９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６ １.７ ３
１０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５ ３.７ １

表 ３　 学龄前儿童近视研究前 １０ 共被引期刊

序号 期刊 引用次数 影响因子 ＪＣＲ 分区

１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７１ ５.０ １
２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６６７ １３.１ １
３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４４ １.６ ３
４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３７３ ３.７ １
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２３１ ４.１ １
６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１９２ － －
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ＡＰＯＳ １８８ １.２ ３
８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ｔｉｃｓ １７０ ２.８ １
９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１２８ ３.０ １
１０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１２０ ３.７ １

表 ４　 学龄前儿童近视研究前 １０ 作者与被引作者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被引作者 引用次数

１ Ｌｉｕ Ｈ １０ Ｓａｗ ＳＭ ６５
２ Ｚｈｕ Ｈ １０ Ｖａｒｍａｒ Ｒ ６４
３ Ｓａｗ ＳＭ １０ Ｈｅ ＭＧ ６３
４ Ｖａｒｍａ Ｒ ９ ｆａｎ Ｄ ６２
５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Ｐ ９ Ｍｕｔｔｉ Ｄ ５８
６ Ｈｕａｎｇ Ｄ ８ Ｍｏｒｇａｎ ＩＧ ５１
７ Ｗｏｎｇ ＴＹ ７ Ｄｏｂｓｏｎ Ｖ ４６
８ Ｌｉ Ｒ ６ Ｈａｒｎｅｙ ＥＭ ４６
９ Ｚｈａｎｇ ＸＨ ６ Ｄｉｒａｎｉ Ｍ ４４
１０ Ｃｏｔｔｅｒ ＳＡ ６ Ｄｏｎａｈｕｅ ＳＰ ４４

文献进行了共被引分析(图 ４Ｂ)ꎮ 我们发现“儿童近视
(＃６)、眼球生物学测量(＃３)、屈光不正(＃２)”是最早的热
点ꎬ紧接着“非裔美国人(＃１)、户外活动(＃４)、弱视(＃５)”
逐渐成为热点ꎬ从 ２０１０ 年左右ꎬ“屏幕影响(＃７)、眼轴长
度(＃０)”进入人们的研究ꎬ并且一直持续到 ２０２３ 年ꎬ是当
前学龄前儿童近视领域的新热点ꎮ
２.６关键词分析　 采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对关键词进行频数
和链接强度分析ꎮ 当一个关键字最少出现次数为 ５ 时ꎬ有
６９ 个关键字ꎮ 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为近视(８９ 个)ꎬ其
次为患病率 ( ８４ 个)、屈光不正 ( ５４ 个)、学龄前儿童
(５０ 个)和危险因素(４０ 个)ꎬ见图 ５ꎮ
３讨论

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ꎬ全面揭示学龄前儿童近视研究
领域的发文趋势和发展趋势ꎬ有助于分析研究现状和热

点ꎮ 中国在学龄前儿童近视研究的实力最强ꎬ占全部发文
量的 ４６.８％ꎮ 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中国学龄前儿童近
视发生率的增加ꎮ 排名前 １０ 位的机构 ２００４ / ２０２３ 年发文
８９ 篇ꎬ占总发文量的 ５２.０％ꎮ 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新加坡
国立大学ꎬ反映了其在学龄前儿童近视研究方面的影响
力ꎮ 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发文量和文章被引频次最高ꎬ美国
加州大学平均被引次数(８８.１ 次)最高ꎬ这一现象表明ꎬ新
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的高质量的出版物和他们
在该领域发挥的关键作用ꎮ 排名前 １０ 的期刊中ꎬ有 ４ 种
来源于美国ꎬ表明美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和引领作用ꎬ同时反映了美国高水平科研能力ꎮ 此外ꎬ
４ 种期刊为 Ｑ１ 区ꎮ 其中ꎬ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影响因子最高ꎬ发
文量最多ꎬ体现了该杂志在学龄前儿童近视领域的国际影
响力ꎮ 关键词分析显示ꎬ近视、患病率、屈光不正、学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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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共被引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Ａ:共被引文献可视化网络图ꎻＢ:共被引文献时间线图ꎮ

图 ５　 关键词网络图ꎮ

儿童和危险因素等已成为并持续成为该领域的热点ꎮ 在

学龄 前 儿 童 近 视 研 究 的 前 １０ 种 共 被 引 期 刊 中ꎬ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６７１) 被引最

多ꎬ其次是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６６７)ꎮ 因此ꎬ研究人员可以通

过阅读这些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来更好地了解该领域的

进展ꎮ
Ｌｉｕ Ｈ(１０ 篇)ꎬＺｈｕ Ｈ(１０ 篇)ꎬＳａｗ ＳＭ(１０ 篇)发表学

龄前儿童近视相关论文最多ꎬ而 Ｓａｗ ＳＭ 共被引作者次数

最多ꎬ表明 Ｓａｗ ＳＭ 是学龄前儿童近视领域研究最有影响

力的作者ꎮ Ｈｅ 等[２０] 的文章ꎬ作为被引用最多的论文ꎬ位

于被引用网络的中心(图 ４Ａ)ꎬ他们分析中国南方城市儿

童屈光不正和视力障碍的患病率ꎬ研究对象为 ４ ３６４ 名年

龄在５－１５岁的儿童ꎬ未矫正视力、当前视力和最佳矫正视

力≤２０ / ４０(较好眼) 的患病率分别为 ２２. ３％、１０. ３％和

０.６２％ꎻ在 ２ ３３５ 只视力下降的眼睛中ꎬ９４.９％的病因是屈

光不正ꎬ１.９％的病因是弱视ꎬ０.４％的病因是其他原因ꎬ其
余 ２.８％的病因不明ꎬ并且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患近

视风险更高ꎮ 也有研究表明花在近距离工作上的时间是

导致近视的风险因素[２１]ꎮ 基因－环境的相互作用在近视

中起着一定的作用ꎮ 例如ꎬ阅读习惯、教育和近距离工作

活动的影响因遗传倾向而异[１]ꎮ 有证据表明ꎬ接触强光可

以降低近视的风险[２２]ꎮ 在户外环境中学习的儿童患近视

的几率较低ꎬ近视进展也较慢[２３－２４]ꎮ 此外ꎬ２０１７ 年发表的

一项荟萃分析发现ꎬ户外活动时间与患近视风险之间存在

非线性负相关关系[２５]ꎮ Ｒｏｓｅ 等[２６] 报告称ꎬ每天在户外呆

２ ｈ 可以消除澳大利亚学生与近距离工作相关的额外近视

风险ꎮ 还应注意的是ꎬ东亚和西方的教育体系存在显著差

异ꎬ这反映在近视的患病率上ꎬ这种差异也可能存在于休

闲活动中ꎮ 在儿童的近视防控措施及视光矫正的措施中ꎬ
视功能的检查与干预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环节ꎬ只有充分

考虑儿童视觉发育特点ꎬ才能够更好地控制儿童的近视

进展[５]ꎮ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ꎬ可以了解该研究

领域的学术讨论热点和范围ꎮ 通过对关键词研究分析ꎬ前
５ 的关键词有近视、患病率、屈光不正、学龄前儿童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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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ꎮ 关于学龄前儿童近视主要分析其患病率及危险因
素ꎬ通过对前 １０ 的关键词分析可以了解ꎬ在众多的危险因

素中最重要的是屈光不正ꎮ 一项横断面研究[２７] 表明ꎬ屈
光不正是是视力较差的最常见的病因ꎬ占 ６９.０％ꎬ其次是

弱视(２２.５％)ꎮ 矫正学龄前儿童的屈光不正是一项公认
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ꎬ旨在防止弱视和斜视的发展ꎮ 关于

需要矫正的屈光不正的类型和程度以及在什么年龄进行

矫正ꎬ存在争议[２８－２９]ꎮ 亚洲近视患病率的大幅上升很大

程度上归因于教育压力和户外活动时间的减少ꎬ除了遗传

因素外ꎬ这些因素也会影响近视的发生和严重程度[３０]ꎮ
户外光照被认为具有保护作用ꎬ而看电视、使用电脑和阅

读等室内活动则被视为潜在的危险因素[３１]ꎮ 其潜在机制

被认为是低光照导致的视网膜多巴胺浓度降低ꎬ从而引发

眼轴生长增加ꎬ导致近视[３２]ꎮ 使用智能手机是否会影响

近视的发展仍存在争议[３３－３５]ꎮ
据我们所知ꎬ这是第一个学龄前儿童近视的文献计量

学分析ꎮ 在我们的研究中ꎬ我们从 ＷＯＳ 下载了学龄前儿

童近视研究领域的文章ꎬ报道了更客观、更全面的结果ꎮ
此外ꎬ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该领域的热点和前沿ꎮ 然
而ꎬ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１)分析的数据虽然具有代

表性ꎬ但仅来自 ＷＯＳꎬ因此分析结果可能与实际情况有
所不同ꎮ 如果可以选取更多数据库中的文献作为研究

对象ꎬ可能会为学龄前儿童近视的预防与研究提供更多
的参考和借鉴ꎮ (２)文章仅限于英文出版物ꎬ这可能会

遗漏一些资料ꎮ (３)纳入时未排除综述类文章可能会削
弱原创研究的聚焦ꎮ 但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可

信的ꎮ
总之ꎬ学龄前儿童近视发表的文献总体呈上升趋势ꎮ

核心期刊是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ꎮ 中国是发文量最多的国家ꎮ
美国和新加坡在发表文章的质量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ꎮ
Ｓａｗ ＳＭ、Ｖａｒｍａｒ Ｒ 和 Ｈｅ ＭＧ 是这一领域的杰出研究者ꎮ
对学龄前儿童近视相关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ꎬ对于研
究者发现研究热点、预防学龄前儿童近视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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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审阅ꎻ柳玉霞、魏凌君、郑海涛文献检索ꎬ数据分析ꎮ 所
有作者阅读并同意最终的文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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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Ｌｉｎｇｈａｍ Ｇꎬ ＭａｃＫｅｙ ＤＡꎬ Ｌｕｃａｓ Ｒꎬ ｅｔ ａｌ.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ｕｔｄｏｏｒ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ｙｏｐｉ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Ｂｒ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２０ꎬ１０４
(５):５９３－５９９.
[２３] Ｈｅ ＸＧꎬ Ｓａｎｋａｒｉｄｕｒｇ Ｐꎬ Ｗａｎｇ Ｊ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ｉｍｅ ｏｕｔｄｏｏｒｓ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ｍｙｏｐｉａ: ａ ｓｃｈｏｏｌ － ｂａｓｅ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ｗｉｔｈ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２ꎬ１２９
(１１):１２４５－１２５４.
[２４] Ｄｈａｋａｌ Ｒꎬ Ｓｈａｈ Ｒꎬ Ｈｕｎｔｊｅｎｓ Ｂꎬ ｅｔ ａｌ.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ｏｕｔｄｏｏｒｓ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ｙｏｐｉａ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ｐｔꎬ ２０２２ꎬ４２(３):５４５－５５８.
[２５] Ｘｉｏｎｇ ＳＹꎬ Ｓａｎｋａｒｉｄｕｒｇ Ｐꎬ Ｎａｄｕｖｉｌａｔｈ Ｔꎬ ｅｔ ａｌ.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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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５ꎬ Ｎｏ.４ Ａｐｒ. 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０５９０６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ｙｏｐｉａ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ｃｔ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 ９５ ( ６ ):
５５１－５６６.
[２６] Ｒｏｓｅ ＫＡꎬ Ｍｏｒｇａｎ ＩＧꎬ Ｉｐ Ｊꎬ ｅｔ ａｌ.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１５ ( ８ ):
１２７９－１２８５.
[２７] Ｒｏｂａｅｉ Ｄꎬ Ｒｏｓｅ Ｋꎬ Ｏｊａｉｍｉ Ｅꎬ ｅｔ 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ｌｏｓｓ ｉｎ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６ － ｙｅａｒ － ｏｌ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５ꎬ１１２(７):１２７５－１２８２.
[２８]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Ｌꎬ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ＤＳꎬ Ｒｅｐｋａ ＭＸ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Ｅｙ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９ꎬ１１６(４):
７３９－７４６.ｅ１－４.
[２９] Ｒａｍｋｅ Ｊꎬ Ｌｏｇａｎ ＮＳ. Ｓｅｅ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２０２０: ｗｈａｔ ｎｅｘｔ ｆｏｒ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ｃａｒ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 Ｏｐｔｉｃꎬ ２０２１ꎬ４１(３):４５７－４６０.
[３０] Ｇｒｚｙｂｏｗｓｋｉ Ａꎬ Ｋａｎｃｌｅｒｚ Ｐꎬ Ｔｓｕｂｏｔ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２０ꎬ２０(１):２７.
[３１] Ｍａ ＹＹꎬ Ｌｉｎ ＳＬꎬ Ｌｉ ＬＰ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ｂｏｏ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ＭＪ Ｏｐｅｎꎬ
２０２１ꎬ１１(６):ｅ０４４６０８.
[３２ ] Ａｓｈｂｙ ＲＳꎬ 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ｌ 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ｒｉｇｈｔ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ｌｅｎｓ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ｃｋｓ.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０ꎬ ５１ ( １０):
５２４７－５２５３.
[３３]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ＡＫꎬ Ｅｌｆｌｅｉｎ ＨＭꎬ Ｐｏｋｏｒａ Ｒ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ＧＧ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Ｋｌｉｎ Ｐａｄｉａｔｒꎬ ２０１７ꎬ２２９(４):２３４－２４０.
[３４] Ｌｉｕ ＳＸꎬ Ｙｅ Ｓꎬ Ｘｉ 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ｙｏｐｉｃ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ｇｅｄ ６ － １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ｐｔꎬ ２０１９ꎬ３９(４):２８２－２９３.
[３５] Ｈａｎｓｅｎ ＭＨꎬ Ｌａｉｇａａｒｄ ＰＰꎬ Ｏｌｓｅｎ ＥＭ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ｗ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ｓｅ ｏｆ ｓｃｒｅｅｎ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１６－ １７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ＣＣ２０００ Ｅｙ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ｃｔ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２０ꎬ９８
(３):３１５－３２１.

２０２４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眼科期刊主要指标及排名
(以综合评价总分为序)

期刊名称
核心总被引频次

数值 排名

核心影响因子

数值 排名

综合评价总分

数值 排名

中华眼科杂志 ２０１３ ２ １.３２８ １ ６３.８ １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８０６ １ １.１２５ ２ ５８.２ ２
眼科新进展 １２０８ ３ ０.８２６ ３ ５２.７ ３
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 ４２３ ７ ０.５４２ ７ ４０.９ ４
中华眼科医学杂志电子版 １７３ １１ ０.３１８ １０ ３２.０ ５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９２４ ４ ０.６１４ ５ ３０.２ ６
中华眼底病杂志 ６８４ ６ ０.５４９ ６ ２９.１ ７
临床眼科杂志 ３３６ ８ ０.２７８ １１ ２３.０ ８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７６４ ５ ０.７６７ ４ ２２.９ ９
眼科 ２９２ ９ ０.３２３ ９ １９.８ １０
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杂志 ２３６ １０ ０.３８５ ８ １３.４ １１

摘编自 ２０２４ 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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