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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大学生视力影晌分析 铃

Analysis on Myopia lnfl uence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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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取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抽取 1610 名广西南宁各高校在校大学生，对可能影响视力的每天的上网（使

用电脑）时间、睡眠时间、学习时间、运动时间、读书时的视线距离、做眼保健操的情况、吃甜食情况、吃果蔬情

况、营养状况和双亲近视情况等 10 个因素进行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用 SPSS13. 。软件进行处理，通过建

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影响近视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上网（使用电脑）时间，学习时间，视线距离，做眼

保健操情况，运动时间，睡眠时间及营养状况是影响学生视力的 7 大因素，其中上网（使用电脑）时间和学习

时间是最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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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andom sampling 1610 college students who from nanning city of guangxi are 

extra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cludes 10 factors ( time of online, time of sleeping, time of 

study, time of exercises, view distance, the circumstance of doing the eye exercises, nourishment 

condition,the situation of eating sweet and fruit,etc.) which infulence myopia probably.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SPSS13. 0. Through establish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it was found time of 

on line, time of study, view distance, the circumstance of doing the eye exercises, time of 

exercises, time of sleep and nourishment condition are the 7 factors mainly affecting student's 

sight, in which, time of online and time of study are the key factors. 

Key words: logistic regression, myopia, model checking, parameter testing 

许多学生在大学期间视力下降得很快，在大学

校园里，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碰到不少戴眼镜的学

生。视力的下降，不论对以后的工作还是生活，都会

带来很多的不便。关于近视方面的研究文献有不

少［ 1 -4］ ，但大多是从医学角度去研究。影响大学生视

力下降的因素很多，但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这些因素对近视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本文从数

学的角度出发，通过统计调查及建立 Logistic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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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5］对影响近视的因素进行具体的分析。

1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 资料来源

按照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采取无记名问卷调

查的形式，在广西南宁各高校共抽取 1610 名在校大

学生，对可能影响近视的平均每天的上网（使用电

脑）时间、睡眠时间、学习时间、运动时间 、读书时的

视线距离、做眼保健操的情况、吃甜食情况、吃水果

情况、营养状况和双亲近视情况等 10 个因素进行调

查，调查时间为 1 周。调查时，问卷由学生现场亲

自填写并当场收卷。 由于这次问卷调查的数量比较

大，范围较广，所有问卷是看着学生亲自填写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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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收卷，因此这次调查的结果具有较强的普遍性与

真实性。

1. 2 研究方法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大学生平均每天的上

网（使用电脑）时间，睡眠时间，学习时间及运动时

间 ，视线距离，做眼保健操情况，吃甜食情况，吃果蔬

情况，营养状况，双亲近视情况等 10 个因素为自变

量（表 1 ） ， 以大学生近视与否为因变量构建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在数学模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

都采用虚拟变量［6] ( 0～ 1 变量或是 0,1,2,3）表示，

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E）进行估计，利用

SPSS13. 0 软件进行拟合和分析变量之间存在的关

系 。 在很多现实研究问题中各自变量间存在一定程

度的线性依存关系，被称作多重共线性，这种多重共

线性关系常常会增大估计参数的均方误差和标准

误，有的甚至使回归系数的方向相反，导致方程极不

稳定，从而引起回归模型拟合上的矛盾及不合理。因

此为避免自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对模型估计带来的

影响，我们首先用 SPSS13. 0 软件对自变量进行共

线性诊断，然后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 1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的变量及赋值

变盘代码

y 

Xt 

Xz 

X3 

x, 

X5 

x. 

x, 

Xs 

X9 

X to 

变量意义

近视与否

每天上网｛使用
电脑）时间

学习时间

做眼保健操情
况

视线距离

睡眠时间

运动时间

甜食情况

果蔬情况

营养状况
（身体健康的
BMI 指数 ＝ 体
重（ kg ） ／身高Z
Cm )) 

双亲近视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调查结果

赋值

。：不近视（视力《100 度） ; 1 ：近视
〈视力＞ 100 度〉．

0 ：上网时间＜Sh/d;l ：上网时间》
5h/ d . 

。 ：学习时间＜Bh/d ; l ： 学习时间主E
8h/d. 

0 ：每小时做一次； 1 ：偶尔做； 2 ： 从
来没做．

0 :>33cm; 1: <33cm 

0 ，睡眼时间二主8h/d ，睡眠正常 3
1 ：睡眠时间＜Bh/d ；睡眠不足 。

0 ，运动时间》lh/d;l ：运动时间＜
lh / d . 

0 ：偶尔吃； l ：经常l也 ．

。：经常吃 ； l ：偶尔吃．

0 ：身体健康指数＞25，营养过剩 s
1 z 身体健康指数 18～ 25 ，营养正
常；
2 ： 身体健康指数＜18，营养不良．

。：父母不近视； 1 ：单亲近视； 2 ：双
主互盟主

在所调查的 1610 名大学生中，近视的有 1252

名，总近视发生率为 77. 8 % 。 其中 53. 4%的学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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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天使用电脑时间超过白，43 . 4%的学生平均每

天学习时间超过 8h ； 只有 2 . 7 % 的学生在使用电脑

或学习期间进行有规律地做眼保健操或小歇（每小

时做一次）， 71 . 6 % 的学生只是偶尔做， 25. 7 % 的学

生根本没做； 70 . 2 %的学生没有与书本距离保持

33cm ， 即坐姿不正确 ； 44 . 8 % 的学生平均每天睡眠

时间不足 8h;68.1 %的学生平均每天体育锻炼不到

lh; 19. 6 %的学生营养不良； 3. 4%的学生双亲近

视， 17. 8%的学生单亲近视； 52. 0%的学生经常吃甜

食， 34. 5%的学生不经常吃蔬菜水果。

2.2 回归诊断

为了建立较好的模型，我们对自变量进行共线

性诊断的，结果方阵 X'X （其中 X = ( x1 ， … ， X10》的

10 个特征根分别为人＝ 2. 083 ，也＝ 1. 693 ，儿＝

1. 210 ，人 ＝ O. 934 , J5 = O. 908 ，人＝ o. 801 ，九 ＝
O. 686, J8 = O. 659,A9 = O. 561 ， λ1 0 = o. 464 ，条件指
数为

k = ~ = ./2. 083/0. 464 句 2 山〈切

因而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程度很小。 再对模型进

行异常点、强影响点诊断 ，诊断结果发现模型中并不

存在对回归结果影响较大的异常点、强影响点，因而

可直接做 Logistic 回归分析［8]

2. 3 Logistic 回归分析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和表 3，求得

Logistic 回归模型为

P = [exp( - 5. 281 + 2. 509x1 + 1. 782岛十

1. 373岛十 1. 735句＋ o. 705岛＋ 1. 219句＋

O. 289x7 + O. 28lx8 + 1. 09岛＋ O. 08lx1o)]/[l + 
exp( - 5. 281 + 2. 509x1 + 1. 782xz + 1. 373x3 + 
1. 735叫十 o. 705马＋ 1. 219句＋ o. 289岛＋
O. 28lx8 + 1. 090岛十 O. 08lx10 ）］。 Cl) 

模型 Cl）的似然比检验结果 X2 = 776 . 612 ,P < 
o. 001 ，说明拟合的模型具有显著性意义 。 再从表 3

判别分析可以看出模型错判学生近视 98 例，错判学

生不近视 36 例，总符合率0610-98-36) /1610 =

91. 7 % ，也就是说通过该方程预测结果正确率可以

达到 91 . 7 % 。表 2 回归系数的 P 值除了 屿 ，Xs , X10 

外，其它的都小于 o. 005 ，通过了 Wald 检验，说明学

生每天的上网（使用电脑〉时间、学习时间、睡眠时间

及运动时间，有无做眼保健操，视线距离及营养状况

对近视与否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而吃甜食 、水果及

双亲近视的情况没有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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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二值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变盘 系数 标准误 Wald 值 P 值 OR 值

.Tj 2.509 0. 205 150.449 0.000 12.290 

.X2 1-782 o. 199 80.005 0.000 5-941 

X 3 1. 373 0.254 29.209 0.000 3-947 
x , 1- 735 0.184 88.748 0.000 5-667 

X 5 0.705 0.207 11. 565 0.001 2- 025 

X 5 1. 219 o. 180 45. 681 0.000 3.383 
x, o. 289 o. 177 2. 679 o. 102 1- 335 
Xg o. 281 o. 185 2.303 o. 129 1.324 
X g 1. 090 0.218 25. 064 0. 000 2-974 
x,o 0.081 0.159 0.259 o. 611 1. 084 

常数 一5.281 0. 422 156.969 0.000 0.005 

表 3 分类表

预测值 正确分类
近视与否 调查值

比例（%〉正确数 错判数

近视 1252 1216 98 97. 1 

不近视 358 260 36 72.6 

总计 1610 1476 134 91-7 

2-4 修正模型的回归分析

由于模型 (1 ）中，系数 町，岛 ， X10 的 P 值分别为

o. 102,0. 129,0. 611 ，没有通过检验。为了建立更精

确的模型，我们对模型(1）进行修正 。用后向消去法，

剔除对模型影响不显著的变量 屿 ，岛，X10 ，对剩下的

自变量重新做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 和表 5 。

表 4 剔除变量 X1 , Xs ,X,o后的模型分析结果

变盘 系数 标准误 Wald 值 P 值 OR 值

x, 2-462 0.202 149.065 0.000 11- 730 
X 2 1. 741 0.1 97 77 . 988 0.000 5.704 
X3 1. 344 o. 253 28. 127 0.000 3.834 
x , 1- 703 o. 178 91- 242 0.000 5-492 
X 5 o. 648 0.202 10.257 0.001 1. 912 
X5 1.217 0.174 48. 669 0.000 3-377 
Xg 1-167 0.210 30.895 0.000 3- 213 
常数 一 4. 997 o. 380 172.484 0. 000 0.007 

表 5 剔除变量 X1,Xs,X10后的分类表

预测值 正确分类
近视与否 调查值

比例〈%）正确数 错判数

近视 1252 1216 96 97. 1 
不近视 358 262 36 73. 2 
总t十 1610 1478 132 91.8 

这时，我们有回归方程

P = [exp(- 4. 997 + z. 462x1 + 1. 74lx 2 + 
1. 344句十 1. 703叫十 o. 648句＋ 1. 217句＋

1. 167岛） ] / [1 + exp( - 4. 997 + z. 462x1 + 
1-741岛＋ 1. 344岛＋ 1. 703引＋ o. 648岛＋
1. 2 17岛＋ 1. 167岛）］。（2)

此时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的结果 X2 = 771. 940 ,P < 
o. 001 ，模型显著性明显。由判别分析，模型预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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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正确率为 91. 8% 。 这时表 4 回归系数的 P值都

小于 0.005 ，通过了 Wald 检验。 因而模型（2）具有显

著的统计学意义。再从 OR 值（相对危险度的一种估

计值）来看，都超过 1。综上分析说明影响近视的主

要因素为上网（使用电脑）时间、学习时间、视线距

离、做眼保健操情况、运动时间、营养情况和睡眠时

间等 7 个因素 。

2.s 影响因素分析
z. 5. 1 上网（使用电脑）时间

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超过 5h 得近视的相对危

险性是平均每天上网时间小于出的 11. 73 倍。这次

调查中， 1610 名学生中有 859 名平均每天上网时间

超过 5 小时 h ，这 859 名学生中就有 775 位近视，近

视率高达 90. 2% 。可见上网（使用电脑）时间过长是

大学生视力下降最主要的因素，而且使用电脑的时

间越长对眼睛的危害就越大。 原因是多数大学生拥

有个人电脑，且大学学习环境相对比较自由，有较多

的课余时间上网聊天，玩游戏，看电影等。 这提示我

们要合理使用电脑，尽量避免长时间上网或使用电

脑，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

2. 5. 2 学习时间

学生每天学习时间超过 8h 得近视的危险性是

每天上网时间小于灿的 5 . 704 倍，调查的结果显示

平均每天学习时间超过仙的学生中近视率达

88. 7%。可见学习时间过长对视力的影响，它是影响

视力下降的第二大因素。原因是大学里学习仍是最

主要的任务，很多勤奋好学的学生为努力学习，平均

每天学习时间都不只拙，久而久之影响了视力。学

习永远是学生的天职，是学生无法避免的任务 。因此

建议在校大学生在勤奋学习期间学会让眼睛休息，

避免眼睛过度疲劳。

2. 5.3 视线距离

学生看书或写字时，视线距离不到 33cm 得近

视的危险性是视线距离保持 33cm 的 5 - 492 倍，如

一个长时间使用电脑和长时间学习及视线距离没有

33cm，而其他因素都正常的学生，即他的各指标为

X1 = 1 ，叫＝ 1 ，岛＝ O ，叫＝ 1 , X 5 = 0 , X6 = 0 ，岛＝

0，根据模型（2），他得近视的概率 P = o. 889。在调
查的 1610 名学生中有 1131 名学生读书时视线距离

不到 33cm，近视率高达 88% ，原因是他们在看书学

习时没有保持正确的坐姿。若上面的学生学习时视

线能保持 33cm 的距离，即向＝ O ，则他得近视的概

率 P = o. 592 ，降低了 o. 297 ，因此建议在看书写字

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正确的坐姿，以保证视线有 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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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

2.5.4 眼保健操

从不做眼保健操的学生得近视的危险性是经常

有规律做眼保健操的 3. 834 倍，尤其是那些长时间

使用电脑和长时间学习的学生，不做眼保健操对眼

睛伤害更大，调查中的 1610 名学生中有 414 名学生

从来没做，近视率达 94. 2%。如一个长时间使用电

脑和长时间学习从没做眼保健操，而其他因素都正

常的学生，即他的各指标为 X1=l,x2= l ，岛＝ 2, 

引＝ 0,Xs = 0 ，与＝ O ，岛＝ l ，根据模型（2），他得近

视的概率 P = o. 955。这次调查中从不做眼保健操
及偶尔做眼保健操的学生共占 97. 3% ，近视率达

79. 8% ，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学生没养成做眼保健

操的习惯。若上面的学生进行有规律的眼保健操，即

X3 = 0，那么他得近视的概率为 P=0.592，降低了

。. 363，因此建议大学生培养做眼保健操的习惯，在

学习或使用电脑期间至少每小时做一次眼保健操或

是体息几分钟，对眼睛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2. 5 . 5 运动时间

平均每天运动不到 lh 的学生得近视的危险性

是平均每天运动 lh 以上的 3.377 倍，在所调查的学

生中平均每天运动时间不到 lh 的占 68 . 1 % ，近视

率达 88 . 2% 。原因是一部分学生学习紧张，而更多

的学生因为沉迷于电脑游戏、电影等不愿出外活动。

为此建议在校大学生要多进行体育锻炼，至少每天

保持山的运动时间，这样可以对眼睛起到休息保护

作用 。

2. 5. 6 营养状况

营养不良的学生得近视的危险性是正常良好的

3. 213 倍，原因可能是部分学生生活比较贫困，因节

俭造成营养不良，还有很多学生偏食、挑食导致营养

不均衡。为此建议广大学生不要偏食、挑食，注意保

持营养良好平衡。

2. 5. 7 睡眠时间

学生睡眠不足得近视的危险性是睡眠充足的

1. 912 倍，调查数据显示有 44 . 8 %的学生睡眠不足，

其中平均每天上网时间超过 5h 及学习时间超过 8h

的学生中睡眠不足的达 76. 9 % 。 原因可能是大学生

科目多，学习负担重，需要较多的时间学习 ，或是沉

迷于电脑游戏、看电影亦或是参加其他活动，导致睡

眠时间不足。睡眠不足不但会引起注意力不集中，长

此以往对眼睛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视的，因此建

议大学生除了学习和工作外尽量避免参加无意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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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必要的活动以保证充足的睡眠。

至于吃甜食和果蔬，及父母亲的近视情况，在模

型（2）中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所取样本受地域影响及

调查数量有限，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3 结束语

在这个科技信：息迅速发展、竞争激烈的时代，大

学生近视已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情况，学生的高近视

率必须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预防近视必须

从娃娃抓起，因此提醒广大家长对小孩就本文提到

的 7 个因素进行科学用眼教育。提醒已近视或没有

近视的学生及其他社会人士要注意改善长时间上网

或学习，睡眠不足，视线距离不够，不注意做眼保健

操，营养不良，缺乏体育锻炼的状况，提倡劳逸结合，

科学用眼，避免用眼过度。以保护视力及身心健康。

Logistic 模型是一种广义线性模型，对变量的要

求要宽松很多，不一定要求变量连续或服从正态分

布，其分析结果中的 OR 值对危险因子的解释简洁

明了，能避免其他非研究因素对模型的干扰和影响，

可以快速的从众多的危险因素中筛选出与近视密切

的因素 。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Logistic 模型也如同线

性模型一样需考虑回归诊断问题，很多文献都把这

个问题忽略了 。而本文模型恰好不存在共线性，所以

可直接进行 Logistic 回归。 Logistic 模型其实也是一

种概率模型，根据模型中自变量的取值能较准确的

预测得近视的概率，因此该模型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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