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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低相关色温的人工照明光源可以减慢青少年
猕猴的眼轴发育

　　近视（Myopia）是眼睛在调节放松状态下，距离较远物体的反射光线经眼球屈光系统作

用后，聚焦于视网膜之前，导致视物不清的病理现象。近视不仅对工作和生活有着很大影响，

中高度近视患者在中年以后还会明显增加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脱离、视网膜变性等疾病的

发病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视觉健康问题已经与肿瘤、心血管疾病并列为全球三大严

重影响人的生存质量的疾患。 

　　我国近视患者近5亿，患病人数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病”。根据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的通报，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

14.5%，小学生为36.0%，初中生为71.6%，高中生为81.0%。尤为严重的是，学生视力不良

率持续上升，低年级上升趋势更明显。因此，学生近视已成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大问

题。 

 昆明动物研究所   胡英周   2022-03-09   小 中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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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伴随着居住和学习环境中照明条件的巨大改变，近视的发病率迅速增加，提

示光环境可能是近视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关色温（Correlated Color Temperature,

CCT）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光源的光谱成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新天团队

使用32只幼猴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由不同CCT构成的四种典型光源来研究CCT与眼轴增长之间

的关系。在经过365天的观察后，低CCT光照下猕猴的眼轴增长显著小于高CCT光照下猕猴的

眼轴增长，并且在整个观察期间，这种效应是持续和稳定的。该成果在国内外首次系统地解析

了常规照明光源色温与眼轴发育关系。由于眼轴过度增长是青少年近视的主要原因，该成果或

能为预防青少年近视提供新的手段和方法。 

　 　 该 研 究 以 Low color temperature artificial lighting can slow down myopia

development: long-term study using juvenile monkeys 为 题 ， 发 表 于 Zoological

Research上。 昆明动物所助理研究员胡英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华、昆明

动物所副研究员李浩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书晓和赵建平、昆

明动物所高级工程师戚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黄昌兵、胡新天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

者。 

　　该项工作依托昆明动物所承担的模式动物表型与遗传研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灵长类

设施）项目和灵长类研究中心开展，由昆明动物所、心理所、半导体所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联合完成。该研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STS重点项目等基金的资助。 

　 　 文 章 链 接 ： https://www.zoores.ac.cn/en/article/doi/10.24272/j.issn.2095-

8137.2021.401

　　



　　

　　低色温照明可以显著减慢青少年猕猴眼轴的增长，从而起到减少近视发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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