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 -

醫

訊
2022年10月
醫 療 新 知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高雄榮民總醫院眼科部副主任

學經歷

專 長 小兒眼科暨斜弱視∣神經眼科

副主任 林睦秋

眼 科 部

門診中常常看到著急的父母帶孩子來看

診，說：「我的孩子上星期在學校檢查視力

沒通過，老師發了一張單子回來，要我帶孩

子到眼科做進一步檢查，他上學期檢查還好

啊！上課也都沒有說看不到黑板啊！」

今天的主角是一位小學二年級的孩子，

裸視視力是右眼 0.5, 左眼 0.8。驗光發現右

眼近視 125 度、散光 75 度，左眼近視 75

度、散光 50 度。並沒有斜視，且眼球運動

正常。這是一個常見的屈光異常的案例。為

他做視力矯正，兩眼均可矯正至 1.0，所以

也沒有弱視的現象。請他點睫狀肌麻痺的藥

水 ( 也有散瞳的效果 ) 後再驗光，數值僅僅

降 25 度，是一個低度數但是真近視的情況 

( 非假性近視 )。媽媽開始責怪他愛玩手機、

愛看電視….，並著急地問我：怎麼辦？回

的去嗎？怎麼治療？

這是門診常見的場景，統計上大多數的

學童近視 (school myopia) 開始於小二到小四

之間，可能生長發育及課業壓力都有關係。

台灣的雙薪家庭愈來愈多，父母沒有辦法在

放學後陪伴小孩，小孩在安親班寫完功課後

又接著做一堆評量，加上大多數的安親班視

覺空間不是很寬敞等，都可能是對視力不利

的因素。研究指出，造成近視的原因包含了

：戶外活動時間不足、長時間近距離的活動

、父母親近視、……等等。其中遺傳的因素

比較沒辦法直接去改善，但是環境因素就是

我們可以著力之處了。

有關戶外活動時間不足的部份，很多家

長有疑問：到底要多少時間才夠？這個也是

有研究根據的，大約要每週 14 小時，也就

是平均每天兩小時才足夠。所以如果每節下

課可以到戶外，加上體育課，再加上週末活

動時間應該是可能達成的。這個研究的理論

是戶外陽光對眼睛是有好處的，即使是陰天

或是站在樹蔭下，都比在教室內好很多，而

且在戶外時，眼光自然會放遠而不會長期侷

限在 30-40 公分的閱讀距離。但是要注意的

是如果在晚間外出活動，就沒有這個保護效

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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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長時間近距離的活動也是一個不

利眼睛健康的因素，我們建議一次閱讀或近

距離工作的時間不超 30 分鐘 ( 年齡愈小時

間要愈短 ) ，距離則以大於 33 公分為標準

。很多小孩寫完功課就要求打電動玩遊戲，

其實是一直處在近距離的活動之中，眼睛都

沒有休息！

針對無法做到前述兩項要求而且近視度

數一直飆升的孩子，我們就會考慮給予睫狀

肌麻痺的藥水來治療，以藥物來讓眼睛內部

的調節肌肉放鬆 ( 正常在看遠的時候睫狀肌

會放鬆，看近物時睫狀肌會收縮 ) 來避免持

續收縮來造成度數的增加。這類的藥物有短

效和長效的兩種，且又有不同的濃度。長效

的藥水就是阿托平 (atropine) 控制近視的效

果較好，早期都用比較高濃度，會有畏光、

視近模糊的現象，後來的研究發現低濃度的

阿托平對大多數的學童就可達到效果，所以

我們現在都會先用低濃度的藥水配合增加戶

外活動的時間來做治療，效果也還不錯。萬

一效果不理想，再逐漸增強藥物的濃度試試

。副作用方面，還是以畏光為主。有極少數

孩童對阿托平過敏，這些孩子就只能選用其

他的治療方式。

也有很多家長來詢問角膜塑型片，基本

上在許多的研究中也證實可以有相當於低濃

度阿托平的效果，缺點除了昂貴之外，隱形

眼鏡潛在的感染風險是存在的。驗配之後一

定要定期追蹤並且做好清潔工作，在眼睛有

不適之際要停戴直到恢復為止。

大家都期待下一代比自己強，期待他們

會比自己更有成就。卻也體會到自己因為近

視所帶來的不方便，就期待孩子們不要得近

視；但是現今的世代是一個 3C 的世代，加

上 COVID-19 帶來的居家學習使得孩子用電

子產品的時間不斷地增加，國際上有很多期

刊報告學童的近視在這段時間有快速增加的

情形。所以如何在不中斷學習和保持眼睛健

康上取得平衡，實在考驗老師和家長的智慧

；另一方面，也不要忘了定期到眼科回診檢

查，以免發現有惡化時，介入治療的時間點

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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