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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低收入低收入低收入低收入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小學生小學生小學生小學生視力不合格視力不合格視力不合格視力不合格   

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及及及及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籲一年一檢資助換眼鏡籲一年一檢資助換眼鏡籲一年一檢資助換眼鏡籲一年一檢資助換眼鏡   

「「「「護眼羅賓漢護眼羅賓漢護眼羅賓漢護眼羅賓漢」」」」出動出動出動出動  免費為綜援及低收入家庭小學生免費為綜援及低收入家庭小學生免費為綜援及低收入家庭小學生免費為綜援及低收入家庭小學生驗眼驗眼驗眼驗眼配眼鏡配眼鏡配眼鏡配眼鏡 
 
隨著近年本港學校加強電子化學習和電子產品大行其道，學童的近視問題越見嚴重。學童的眼球

正在發育，近視、遠視及散光可能會快速加深，需要定期驗配新眼鏡以矯正及維持正常視力。不

過，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一項視覺篩查發現，約有 28%低收入家庭小學生視力檢查不合格。香

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指出，不少低收入家庭負擔不起每年「綜合眼科視光檢查」和更換眼鏡的

費用，而綜援眼鏡津貼兩年才獲批一次，政策未能切合學童需要，不但影響學習表現，長遠更影

響眼睛健康。協會聯同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呼籲政府檢討制度，加強支援低收入家庭兒童的眼睛健

康。而協會將在暑假推動「護眼羅賓漢」計劃，免費為綜援及低收入家庭小學生驗眼和配眼鏡。 

 
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外務副會詹振邦先生指出，本港兒童的近視比率冠絕全球，根據香港理

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於 2005 – 2010 期間進行，共 2,651 名 6至 12歲本港學童參與的研究顯示i，

6 歲學童近視比率為 18.3%，而 12 歲學童近視比率更達 61.5%，本港小學生平均近視為 102 度

+/- 170 度。 

 

7-12歲兒童近視度數平均每年加歲兒童近視度數平均每年加歲兒童近視度數平均每年加歲兒童近視度數平均每年加 81 度度度度 

隨著眼睛成長，近視度數會愈來愈深。一項針對 7-12 歲兒童進行的研究指出，近視度數平均每

年加深達 81 度。另一項比較近視增長的研究ii，將 9-14歲有近視的學生分爲 2組，一組配足度數

而另一組配少 75度。結果發現 2年後，配少度數的組別，近視增長較配足度數組別高 30%。 

 
小學時期是護眼及防止近視加深的重要時間，家長必須正視學童近視問題，及時驗配正確度數眼

鏡，否則問題會急速惡化。 

 

28%低收入家庭小學生在視覺低收入家庭小學生在視覺低收入家庭小學生在視覺低收入家庭小學生在視覺篩篩篩篩查中不查中不查中不查中不合合合合格格格格 

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為推廣眼睛檢查及保護的重要性，以及讓學生實踐所學，在 2012 年

開始推出社區服務學習項目，免費替長者、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等檢查視力。學院在 2012 年到

一家低收入家庭學生比例較高的小學進行視覺篩查，共 157 名學生參與，當中 28%的學生視力不

合格(包括向來無戴眼鏡及正佩戴眼鏡的學童)， 22.9%屬於屈光不正(即近視/遠視/散光)、3.8%有

雙眼協調問題及 1.3%有眼睛健康問題。 

 
學院其後獲捐款資助未能通過視覺篩查的學童作進一步的「綜合眼科視光檢查」，部份有經濟困難

的學生更獲驗配眼鏡；最近一次的視覺篩查，該校學生的視力不合格比率下降至 16%。香港理工
大學眼科視光學院副教授杜志偉博士指出：「只要盡早發現，及時矯正視力，並加強教育，可有效



         
 
改善小學生視力問題，避免問題急速惡化，甚至阻礙學業及其他活動的表現。不過目前政府對低

收入家庭的資助有所限制，相信這批學童需要有更多社會的支援，以維持正常視力。」。 

 

學童學童學童學童遺失眼鏡家長拒絕再配遺失眼鏡家長拒絕再配遺失眼鏡家長拒絕再配遺失眼鏡家長拒絕再配  最終變最終變最終變最終變弱視眼及弱視眼及弱視眼及弱視眼及外斜視外斜視外斜視外斜視 

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外務副會詹振邦先生指出，有關數據顯示， 

1. 23%學童配戴度數不足的眼鏡，或需要配戴眼鏡卻沒有 
2. 學童出現雙眼協調/眼睛健康問題，不是單靠配戴眼鏡便可處理 
 
篩查發現有學童出現遠距離視力模糊，但沒有告訴家長，也沒有戴眼鏡矯正視力，他經常被老師

投訴上課不集中，經檢查後才發現近視影響學習表現。 

 

也有 12 歲學童遺失眼鏡後家長拒絕帶他去驗眼配眼鏡，該學童雙眼不僅有遠視及散光，更由於

右眼遠視較左眼深，學童會依賴左眼，很大機會出現弱視眼及右眼外斜視。學童看東西會側頭，

出現重影甚至頭暈。最可惜的是，弱視眼的矯正黃金期是 8 歲，該學童已錯失矯正機會，可能一

生也患有弱視及右眼外斜視。同時，有學童出現遠距離視力模糊和眼睛疲勞，但家長卻拒絕帶他

去驗眼，更告訴他一副眼鏡至少可以用上十年。 

 
詹振邦先生坦言，個案反映家長即使意識到問題所在，卻可能因誤解或經濟考慮而只能眼白白看

著子女持續受視力問題困擾，凸顯現時視力檢查及眼鏡津貼的不足，家長需多加留意學童學習情

況，觀察其視力狀況及日常習慣以及早發現問題。 

 
政府一年一度視力檢查不全面政府一年一度視力檢查不全面政府一年一度視力檢查不全面政府一年一度視力檢查不全面 

政府為學童提供每年一度的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服務計劃，不少家長會依賴當中的視力檢查，尤以

低收入家庭為甚。但是有關檢查只屬簡單視力初步評估，難以全面評估小朋友的眼睛健康。若在

初步評估發現有問題，獲轉介政府視光師，也需要等候一段時間，期間學童視力可能快速惡化。

建議學童一年進行一次「綜合眼科視光檢查」，整個程序約一小時，利用各項光學及眼科設備輔以

藥物進行診斷。然而對基層家庭而言，每年自費接受「綜合眼科視光檢查」是一大負擔。 

 
政策不符合需要政策不符合需要政策不符合需要政策不符合需要  綜援家庭無力一年一檢換眼鏡綜援家庭無力一年一檢換眼鏡綜援家庭無力一年一檢換眼鏡綜援家庭無力一年一檢換眼鏡 

每年更換眼鏡也對低收入家庭造成一定壓力。關注弱勢人士權益的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引述一項針

對綜援學童的調查iii發現，綜援學童每月平均開支為 2,300 元，以三人家庭中的一名健全兒童獲發

的綜援標準金額 1,925元來說，經常入不敷支。 

 
張超雄議員認為，不少綜援家長不知道有學童眼鏡津貼，加上收入緊拙，需要省吃儉用，發現子

女眼鏡度數不適合，雖然深明會影響眼睛健康，卻沒有能力為小朋友更換眼鏡。香港學童近視問

題愈趨嚴重，但現行的眼鏡津貼制度在 10 年前恢復後，當局卻未有檢討制度，一般情況下，24

個月內只會獲發用以支付一副眼鏡費用的津貼。 

 
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會長鄭偉澤先生指出，小童在成長期近視度數可急劇加深，需要每年檢

查，或有需要每年更換適合度數的眼鏡，兩年一次換眼鏡對小朋友來說太長。長期配戴不合適的



         
 
眼鏡，不但會影響學童學習，更會加劇學童的近視惡化，深近視容易誘發其他嚴重眼疾，如視網

膜退化、青光眼等。 

 
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及張超雄議員及張超雄議員及張超雄議員及張超雄議員籲檢討政策籲檢討政策籲檢討政策籲檢討政策 

本港 0-14歲兒童貧窮人口達 18萬，不論貧富，每雙眼睛都應該好好守護。 

 
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及張超雄議員敦促政府： 

� 資助全港兒童一年一檢「綜合眼科視光檢查」，包括斜視、色弱、弱視、雙眼協調及眼睛健康
等範疇 

� 為配合兒童近視加深速度，綜援兒童由兩年資助一副眼鏡費用，改為一年；或由執業眼科視
光師決定配眼鏡時間 

 
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組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組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組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組「「「「護眼羅賓漢護眼羅賓漢護眼羅賓漢護眼羅賓漢」」」」  

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身體力行組成「護眼羅賓漢」，會員將在今年暑假的兩個月內，免費替綜

援及低收入家庭小學學童進行「綜合眼科視光檢查」及配一副連鏡片鏡框的眼鏡，名額 400 個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合資格兒童的家長， 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協會熱線：2333-3386登記。家長需呈交由社會福利署

發出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副本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資格證明書」

以核實資格。經核實後，職員會按受助兒童的住址，分配和安排執業眼科視光師。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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