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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主要从事人体生理学基础

和应用研究的学术机构,该所在国内及国际上都享有很

高的声誉。    

l 研究所由6个研究室和3个直属研究组组成，所设置学

术委员会作为学术咨询和参议机构。    

l 本所被第三世界科学院选为优秀研究中心，有着广泛

的国际学术交流，所内许多中高级研究技术人员曾在

国外著名学术机构进修、工作、讲学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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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视觉？形成视觉的先决条件是眼球结

构与功能的完整和有效。眼球前端有圆形“窗口”

叫作瞳孔，光线是从瞳孔射进眼球内，然后穿过

晶状体，它将光线聚焦通过玻璃体，将聚映在眼

底视网膜上，形成物像，通过视神经传入大脑的

视觉中枢，从而产生了视觉。

什么是视觉

图：（眼的剖面图）



什么是正视眼

         人眼的调节过程实质上与照相机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他

们之间的结构也一样，唯一一个不同点，就是人眼的晶状体与

照相机里的镜头结构不一样，人眼的晶状体相当于照相机里的

镜头，睫状肌相当于照相机里的调焦系统，视网膜相当于照相

机里的底片（见图一）。

    当照相机要拍远、近景物时，它必须把所拍摄的景物的距

离调到相应的焦距上，也就是说要把所要拍摄的景物的焦点能

清晰地成像在底片上，这时拍摄的照片非常清晰。同样当眼睛

要看某处景物时他也必须通过睫状肌的收缩、放松来改变晶状

体的厚薄进行调焦来把某处景物的焦点清晰地成像在视网膜上，

此时的眼睛称作正视眼。
图   一



什么是正视眼

         在无调节状态下平行光线经眼屈光系统屈折后，成像

在视网膜前，使远距离的景物不能清晰地在视网膜上成像。

也就是说近视眼看远处的景物时，它不能把该景物的焦点

清晰地成像在视网膜上，而是成像在视网膜的前面，在视

网膜上产生了一个虚影，所以远处的景物就模模糊糊（图

二）。 

图   二



什么是正视眼

         无限远的平行光线在进入眼球后形成的焦

点不在视网膜上，而是成像在视网膜的前面或

后面，有的甚至不能形成焦点，这种现象称作

为屈光不正，它包括近视、远视、散光，所以

近视眼也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如图三示）

图   三



近视形成的原因

1、人种的分类

     a  黄种人发病率最高（多种因素，人口密度， 教育等等）

     b  白种人其次

     c  黑人最少

2、营养：近视患者都缺少钙、锌、铬 



近视形成的原因

3、 引起近视的原因较多，但归结起来，不外乎遗传和环境两大因素，高度近视多数与遗传有关，研

究表明它属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一般性近视属多因子遗传，遗传倾向不明显，但最终受环境因素影响

最大。



         影响近视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是长期的视近（也

就是环境因素，近距离用眼），这一点从眼调焦的机理上

可以看出，当眼睛看近时睫状肌需收缩，晶状体变厚；特

别在幼儿阶段眼球尚未发育成熟，平时处在视卫生条件不

好的环境，从事长久又紧张的近作业。



案例一

      当猴子抢到食品时，它为了能顺利地剥开食品的外包装或外壳，手眼密切配合，此时猴子

的眼睫状肌进行强力收缩，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所以长期生长在千岛湖天然环境中的猴子，它们

的眼睛都是正视眼。而从千岛湖捕回来的的猴子被子关进实验室准备进行实验，由于实验室的房

子空间一般只有16平方米，在这16平方米的空间里还要建造一个隔电、隔音、隔光的屏蔽房，这

样实验室的剩余空间只有4～5平方米了，在这4～５平方米的空间里还要放上实验室其它的辅助杂

物，此时从千岛湖捕捉来的实验猴就只能关在一只笼子里了，视野仅限于这小小的空间，猴子每

天两眼本能盯着笼子面前的一个食盘，久而久之，这批原本放养在千岛湖上视力非常好的猴子，

经过实验室狭小空间的关养都成了近视眼，因为实验室仅有的一点小空间里它们没有视远处的空

间，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调节性近视。 



案例二

         另一个例子是动物房收购来的野猫，这些猫的眼睛原先都非常好，但关到猫房后，猫房

养猫的环境就如同养鸡场一样，笼子一排排、一层层地关着。猫由于求食的本能，每天都用

眼盯着面前的这个食糟，这些原先在户外觅食的、眼睛敏锐的猫，也都经不住这样长时期的

环境的制约，长期视近缘故致使它们都成了近视眼。从以上二个例子可以看出，长期视近是

造成近视最直接的原因。 



近视的预防和治疗

1. 每天数次凝视10米以远的一个高周率的目标10分钟，这样使长期近距

离用眼的眼睫状肌进行强力调焦；

2. 营养，近视的孩子几乎都缺钙、锌、铬，所以要这些孩子增加牛奶、

鱼虾、水果、蔬菜特别是绿叶菜，不挑食、不偏食；增加户外活动。

3. 照明和光环境是一个很重要因素，我们可以采纳比较符合视觉生理原

理的光源。

4. 减少不必要的用眼疲劳：近视患者本身不易再用眼疲劳，所以提倡高

效率短时间近距离用眼。



近视形成的原因

中医理论认为：

视力障碍的最大问题在于血液循环障碍，因此打通眼

部经络，给眼部营造良好的气血环境，消除眼睛的缺

氧症状和恢复眼肌的弹性是恢复视力的关键所在。



近视的预防和治疗

根据中医理论，结合中科院专家数十年研究实践，我们在中科卫士YP-9的

理论基础上推出了中科明瞳视力综合疗法：

1、通过中医岐黄术手法打通膀胱经，疏通经络。

2、通过多年研制的专用眼贴，改善眼部血液循环，加大眼部供氧。

3、通过视力疗愈耳机，激发脑潜能并进行高效的心里引导及视力器官训

练，辅以专属振频音乐，结合眼力训练、冥想训练、经络训练，激发人体

自身产生强大的自愈力，从而使眼睛视力快速提高和恢复！

4、通过中科卫士YP-9视力训练仪，改善睫状肌功能，使视网膜感光度不

断恢复，增强眼球晶状体调节力。

5、岐黄明目茶、饮（功能饮料）。长期保持眼部营养供给，减缓眼疲劳。

让恢复正常后仍要长期使用电脑，手机工作学习的人有效缓解视疲劳引起

的眼干、眼涩、眼胀、眼流泪等不适，促进眼部健康。



中科明瞳综合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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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岐黄术推拿按
摩手法

贴：中药保健护
眼贴

听：音频共振唤
醒脑中枢神经元

自愈能力

看：中科卫视YP-9视
力训练仪

饮：中草药清肝
明目茶



弱视

弱视是一个很复杂的眼科疾病，他的临床表现为：视力低下，但眼球检查无器质性病变，却不可用

镜片来矫治，且矫治不到正常值。

弱视的分类：

第一大类：中枢神经性的弱视（先天性、遗传性）中枢神经性的弱视发生极少见，不可治疗

第二大类：周边神经性的弱视（功能型、继发型）是可以治疗的。

周边神经性弱视又分为３种：1. 废用型弱视、2.斜视型弱视、3.压抑型弱视

弱视的形成：

在眼球内视网膜上有一黄斑区，眼睛看到的物体都是该部位成像的。如患斜视、两眼屈光参差（压

抑型）、光线不能进入视网膜（形觉剥夺）或长期屈光不正（高度近视）而又未进行矫正者，物像

不能成像在黄斑区或成像较弱，久而久之黄斑区感光细胞出现功能性压抑或废用性丧失，可产生弱

视。



实验案例

实验 1

奇怪，猴子怎么看不见了？

         拿10只实验猴子(身体健康、同一个年龄组、体重接近)，眼睛经检

查良好，把这10个猴子关在同一个环境里，饮水和喂食的地方固定，经

一周的饲养后，猴子对环境形成条件反射;

然后，中科院的视觉科学家将10只猴子分成二组，把其中5只实验猴的

左眼遮盖起来，猴子可正常生活，经一段时间的饲养后，把这5只实验

猴左眼的遮盖物去掉，同时又把右眼遮盖起来，结果这5只实验猴都不

能正常生活了。

中科院的视觉科学家实验发现：眼睛是光的感受器，眼睛的发育离不开

光的刺激；猴的左眼原来是正常眼，但经过长时间的遮盖后左眼得不到

足够的光刺激，从而左眼的感光细胞产生废用性丧失，而产生弱视力。



实验 2

揭秘猫为什么吃不到食物？

        将一只健康活泼的幼猫放进特制的圆木桶里(图一)(木桶的内壁涂上黑白相间的竖条纹)，为了不给猫其它的形觉

刺激，在猫的颈部套一只圆形的项板(看不见尾巴，只能看到黑白相间的竖条纹)，经过一段长时间饲养后;在特制的实

验室长形通道中间安放了一只木栅栏，猫正好可以通过木栅栏的间隔，木栅栏的另一方放着猫爱吃的食物。　　

         取下猫颈部项板，将其从木桶中放出，猫很顺利地通过了竖放着的木栅栏，向食物扑去(图二)，接着我们又把猫

抓回原处，但把竖放着的木栅栏原地横着放，此时猫怎么也穿不过这只栅栏，吃不到心爱的食物了!　　

         揭秘：科学家发现这只幼猫的视细胞对垂直方向的分辨力加强了，而对水平细胞的分辨力大大减弱(图三)实验说

明外部环境可以改变视细胞的构造。　　

实验案例



针对弱视的预防与治疗，提倡小（年龄小）、早（早发现、早治疗），

并要坚持较长时间治疗的准备。

弱视的治疗



经全国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专家指导小组、北京医科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上海仁济医院、

上海市青少年眼病防治所、厦门中山医院、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等专业机构医疗临床试验鉴定证

明：该仪器针对近视眼产生的原因进行设计，符合视觉生理，可有效地解除睫状肌痉挛，对预防

部分近视的产生，治疗假性近视有肯定的疗效。

中科卫士YP-9视力训练仪



光环境与视觉疲劳的关系

• 光污染对人眼的角膜和虹膜造成伤害，引起视疲劳和视力下降。

• 目前各种危害青少年视力的外围因素有：眩光、闪烁光、红外光、

紫外光等，它们都是造成视觉伤害的 主要污染源。

• 凡学习场所的桌面高度上的照度以 300～500lx 较为合理



影响视疲劳的因素

1. 炫光、闪烁光、红外光、紫外光等，他们都是造成视觉伤害的主

要污染源

2. 环境照明不足和物体对比度下降也是造成视疲劳的原因之一。

3. 当环境照度不适合人的视觉时，视觉效率便显著下降，极易引起

视觉疲劳，而且整个神经中枢系统和机体活动也受到抑制。

4. 照度在500～1000lx视觉感受最佳，照度在300lx时视觉感受是可

以接受的。照度下降或用眼强度增加，视觉疲劳程度亦增加。

5. 在有闪烁光源下工作，轻者产生眼疲劳、酸痛，重者造成视觉系

统的损伤。



n 提高照度和舒适度的同时确保能耗的控制

n 改善参数

1. 照度和照度分布

2. 眩光

3. 频闪

4. 色温

5. 减缓光衰

改善光环境的目标和方法



良好的光环境应具有足够的视觉舒适度。

视觉舒适度是描述照度、照度分布、投光方向、色

温、显色性、眩光、频闪等印度的综合指标 

提高视觉舒适度应综合关注眩光、均匀度、色温和

频闪等因素。

视觉舒适度



改造前后的教师整体照明效果

改造前 改造后



使用不同灯具对教室照明改造的效果

改造后改造前



n 在考虑近视眼的多种成因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其中的成因之一 —— 光环境的影响

n 对教室光环境提出了传统的“照度”因素之外的“舒适度”的研究

n 在考虑节能的前提下，通过对照明和灯具的合理设计实现舒适的照明环境

n 配合科学用眼科普教育和传统的近视眼防治，提供完整科学的干预方案，预期达到抑制

近视眼发病率的成效。

视觉舒适度



前国家领导人陈云同志夫人、中国著名青少年健康专
家于若木与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视觉专家季皖中在
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亲切交谈。

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夫人、原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卫生部
妇幼司司长林佳眉女士邀请，中科院视觉专家季皖中，在北京
给全国女医生授课。



中科院视觉专家季皖中，在上海图书馆——青少年视力健康公益讲座中演讲

















南京市教委分别在江苏

省教院附中和五十中使

用中科院YP-9视力训练

仪。两所学校参加总人

数124人，经七天治疗

后有119人视力有不同

程度提高。占92%，治

疗效果良好。南京市教

委下文件进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