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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飞行员视频终端综合征现状调查

徐静，吴鲁卿，欧艺虹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航空卫生中心眼科，广州 510000)

[摘　要]	 目的：调查民航飞行员视频终端疲劳综合征(visual display terminal syndrome，VDTS)的现状并分

析其原因，为民航飞行员眼部保健工作提供依据。方法：对1 631名民航飞行员进行问卷调查，了

解暴露时间，比较不同暴露强度人群的不适症状和发病率。结果：民航飞行员视频终端暴露时间

为(4.43±2.24) h，VDTS发病率和不适症状检出率均随暴露时间增加而增加。结论：长时间视频终

端暴露不利于眼健康。应加强对民航飞行员的眼保健教育，避免或减少视频终端暴露带来的健康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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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visual display terminal syndrome in civil 
aviation pi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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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hthalmology Department, China Southern Airline Co. LTD, Aviation Medicine Center,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visual display terminal syndrome (VDTS) in civil aviation pilots and 

analyze the causes, so a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eye health care of pilot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 631 pilots to understand the exposure time and to compare the incidence rate of 

discomfort in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exposure intensities. Results: The average exposure time of pilots’ 

video terminals was (4.43±2.24) h. The incidence rate of VDTS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discomfort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exposure time. Conclusion: Prolonged exposure to video terminal is not conducive to eye 

health. The eye health education for pilo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avoid or reduce the health hazards caused 

by video terminal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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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综 合 化 、 集 成 化 航 空 电 子 技 术 的 快 速

发展，民航飞机驾驶舱中的各种主飞行资料、飞

行 导 航 显 示 及 飞 行 控 制 操 作 都 在 视 频 显 示 终 端

(visual display terminal，VDT)上完成。在极大地提

高了飞行易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也给民航飞行

员带来了因长时间V DT暴露而引起的新的健康危

害。视频终端视疲劳综合征(visual display terminal 
syndrome，VDTS)是指长时间使用光学显示器终端

而引起的影响眼及身心健康的一系列症候群。随

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V DT广泛应用于教学、工

作、生活等各个方面，各种视频暴露的影响日益

凸显，VDTS也越来越常见。本研究对某航空公司

民航飞行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视频终端暴

露对民航飞行员的影响，探讨暴露时间与VDTS的

相关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某航空公司民航飞行员为调查对象，全部为

男性，年龄为22~60岁。按其所操作飞机机型分组：

737机型280名，777机型394名，787机型210名， 
320机型413名，330机型334名。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采 用 问 卷 调 查 方 法 ， 共 发 放 问 卷 1  7 1 7 份 ，

剔除不合格问卷和具有与眼部相关的全身病史者

及具有既往眼病史者的问卷，最终确定有效问卷 
1 631份，有效应答率为94.99%。

1.2.2  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以目前常用的Mc Mo n n i e s干眼病史

问卷调查表( Mc Mo n n i e s  Q u e s t i o n n a i re，M Q)为

基础，主要调查内容为是否存在以下症状：1 )眼

部 症 状 ， 包 括 视 物 模 糊 、 眼 部 干 涩 、 灼 烧 感 、

发痒、胀痛、流泪等；2 )肌肉骨骼症状，包括肩

颈酸痛、手指僵硬、腰背疼痛等；3 )神经精神症

状 ， 包 括 头 痛 、 头 晕 、 记 忆 力 减 退 、 失 眠 等 ； 
4 )既往眼病史及既往全身病史。并增加了民航飞

行员的年龄、机型、月飞行小时数、总飞行小时

数、戴镜情况等一般资料，及每日视频终端使用

时间和使用习惯等内容。问卷由经培训的调查员

指导填写，问卷回收后，核查问卷的逻辑性和完

整性。对合格问卷实行双人录入，保证录入的客

观性及准确性。

1.2.3  诊断标准

2014年，中华医学会眼视光学组专家就VDTS
诊 断 标 准 达 成 共 识 ， 当 患 者 有 明 确 的 病 因 加 上

以下症状即可诊断：1 )不耐久视、暂时性视物模

糊；2 )眼部干涩、灼烧感、发痒、胀痛、流泪； 
3)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失眠[1]。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多

组连续变量比较用方差分析，组间的比较采用χ 2

检验，P < 0 . 0 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将变量进行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不同机型民航飞行员日均视频终端暴露时间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按民航飞行员驾驶机型分

组，统计各机型视频终端暴露时间，并对其进行统

计学对比。结果显示民航飞行员日均视屏终端暴

露时间为(4.43 ±2.24) h，其中787机型民航飞行员

日均视频终端暴露时间最长，为(4.94±2.15) h，经

多组连续变量比较的方差分析，各机型民航飞行

员日均视屏终端暴露时间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1)。

表1 不同机型日均视频终端暴露时间(x±s)

Table 1 Average daily video terminal exposure time in 

different aircraft models (x±s)

机型 例数 暴露时间/h

320 413 4.08±2.41

330 334 4.69±1.93

737 280 3.98±1.88

777 394 4.77±2.34

787 210 4.94±2.15

合计 1631 4.43±2.24

F 3.458

P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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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因素民航飞行员的 VDTS 检出率

对 回 收 的 有 效 问 卷 分 别 按 民 航 飞 行 员 年

龄 、 驾 驶 机 型 、 戴 镜 情 况 和 暴 露 时 长 进 行 分

组 ， 统 计 并 对 比 各 组 间 V D T S 的 检 出 率 ， 结

果 显 示 不 同 组 年 龄 、 驾 驶 机 型 、 戴 镜 情 况 的

V D T S 检 出 率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 不

同 日 均 视 频 终 端 暴 露 时 间 组 的 V D T S 检 出 率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表 2 ) 。 将 各 因 素 构

建 多 因 素 l o g i s t i c 回 归 方 程 ， 结 果 发 现 ： 日 均

暴 露 时 长 对 V D T S 的 影 响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且

时 间 越 长 ， V D T S 检 出 率 越 高 ( P < 0 . 0 5 ； 表 3 ，

表 4 ) 。

表3 Logistic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及其赋值

Table 3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their assignment i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自变量 赋值

年龄 1=<40岁；2=≥40岁

暴露时长 1=<4 h；2=4~8 h；3=>8 h

机型 1=宽体机；2=窄体机

戴镜情况 1=不戴镜；2=戴镜

表2 不同因素民航飞行员的VDTS检出率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VDTS detection rates of civil aviation pilots with different factors

组别 总人数 患病人数 检出率/% χ2 P

年龄/岁 0.863 0.353

<40 1142 530 46.40

≥40 489 214 40.08

机型 0.216 0.642

宽体机 938 433 46.16

窄体机 693 311 44.87

戴镜情况 0.0167 0.897

戴镜 352 159 45.17

不戴镜 1 279 585 45.74

暴露时长/h 59.578 <0.001

<4 445 155 34.83

4~8 872 391 44.83

>8 314 198 63.06

2.3  不同日均暴露时长与不适感检出率比较

在 眼 睛 不 适 的 症 状 中 ， 眼 干 涩 的 检 出 率 最

高 ， 为 4 4 . 4 5 % ； 其 次 为 视 物 模 糊 3 3 . 2 9 % ， 烧

灼 感 5 . 5 2 % ， 眼 胀 痛 7 . 8 5 % ， 眼 痒 1 1 . 4 7 % ， 流

泪 6 . 0 1 % ， 肌 肉 骨 骼 症 状 5 . 1 5 % ， 精 神 神 经 症 状

0 . 9 8 % 。经卡方检验显示：视力模糊、眼干涩、

肌肉骨骼症状、精神神经症状检出率在不同日均

视 频 终 端 暴 露 时 长 的 分 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均

P<0.05，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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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同日均视频终端暴露时长的不适感检出率比较

Table 5 Comparison of discomfort detection rate of different daily average video terminal exposure time

暴露 

时长
人数

检出率/[例(%)]

视物模糊 眼干涩 烧灼感 眼胀痛 眼痒 流泪 肌肉骨骼症状 精神神经症状

<4 h 445 102 (22.92) 154 (34.61) 24 (5.39) 34 (7.64) 56 (12.58) 28 (6.29) 13 (2.92) 0

4~8 h 872 320 (36.70) 385 (44.15) 37 (4.24) 56 (6.42) 89 (10.21) 39 (4.47) 43 (4.93) 5 (0.57)

>8 h 314 121 (38.54) 186 (59.24) 29 (9.24) 38 (11.46) 42 (13.38) 31 (9.87) 28 (8.91) 11 (3.50)

合计 1 631 543 (33.29) 725 (44.45) 90 (5.52) 128 (7.85) 187 (11.47) 98 (6.01) 84 (5.15) 16 (0.98)

χ2 2.654 3.325 1.135 1.315 1.973 1.138 2.708 2.388

P 0.009 0.001 0.673 0.227 0.057 0.443 0.007 0.017

3  讨论

随 着 飞 行 器 自 动 化 、 信 息 化 程 度 的 飞 速 发

展 ， 大 屏 幕 化 、 玻 璃 化 是 驾 驶 舱 发 展 的 重 要 特

征。在飞行任务中绝大多数飞行信息的获取和飞

机参数的传递都在V DT上 [ 2 ]，因此飞行员V DT的

暴露时间较之前大幅增长，V DT的使用在优化了

信息传导途径的同时增加了操作视频终端暴露的

危险。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民航飞行员日均视屏终

端暴露时间为( 4 . 4 3 ± 2 . 2 4 )  h，根据我国民航局的

规定，民航飞行员月飞行小时数不得大于9 0  h，

年飞行小时数不得大于900 h [3]。由于目前我国民

航飞行员数量对于飞行计划而言并不富余，大多

数民航飞行员飞行时间基本都在民航局要求的最

高线附近(日均飞行时间约3 h)。再加上生活和工

作中电脑、手机的大量使用，故大部分民航飞行

员日均视频终端暴露时间高于4 h。多项研究[4-5]结

果显示：长时间进行V DT工作会导致颈部和躯干

产生更多的弯曲，带来颈肩部和腰部的僵硬感，

VDTS可导致神经衰弱综合征以及内分泌失调等，

严 重 时 会 对 工 作 和 生 活 质 量 产 生 负 面 影 响 ， 因

此，VDTS对民航飞行员身心健康的影响需要引起

重视。在不同机型中，787机型民航飞行员日均视

频终端暴露时间最长，其次为777和330机型，日

均暴露时间最短的为737机型，分析原因为787、

777、330客机均为宽体客机，主要长航线飞行，

夜航和国际跨洋航线相对较多，长时间连续V DT

暴露时间增加，但因月飞行小时数和年飞行小时

数均有严格的限制，总体上不同机型飞行小时数

差异不大，故不同机型民航飞行员的VDTS检出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民航飞行员在入职前有严格

的身体选拔条件，故戴镜人数较少，且为轻度近

表4 民航飞行员VDTS危险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4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VDTS in civil aviation pilots

变量 B S.E WALS P OR 95% CI

年龄 0.016 0.016 1.351 0.246 1.017 0.988~1.046

暴露时长(2) 0.587 0.569 5.535 0.005 4.282 1.608~14.383

暴露时长(3) 1.643 0.456 12.883 0.000 5.168 2.337~12.579

机型 −0.424 0.645 0.461 0.462 0.655 0.194~2.215

戴镜情况 0.803 0.376 4.553 0.329 2.233 1.068~4.670

常量 2.301 1.093 4.409 0.036 0.0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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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故戴镜组和不戴镜组VDTS检出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国内外多项研究[6-7]显示：VDTS各种不适症状

的出现及其轻重程度与操作视屏终端时间的长短

显著相关。本研究也显示：日均视频终端暴露时

间越长，VDTS的检出率越高。VDTS的发病机制

和相关因素复杂，是眼部因素、V DT因素和全身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V DT由无数细小荧光点组

成，而为了看清目标，双眼睫状肌和眼外肌处于

不停的调节辐辏运动状态，加之屏幕的眩光、画

面的闪烁以及不清晰的画质和不适宜的背景亮度

对比等，更增加了眼的负荷，出现眼部不适的临

床症状[8]。VDT一般为近距离用眼，需要用到更多

的正相对调节，持续的睫状肌紧张易导致调节性

视疲劳[9]。另一方面长时间近距离注视视屏终端，

导致眼睑瞬目次数和完整瞬目减少，使眼表暴露在

空气中时间增加，从而影响泪液的分泌和分布。此

外由于驾驶舱内的相对湿度仅为10%[10]，远远低于

地面一般情况下30%~60%相对湿度，使得泪液蒸发

过强，泪膜稳定性改变，引起眼表干涩等一系列眼

部症状的发生 [11]。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在眼睛不

适的症状中，眼干涩的检出率最高，为44.45%；其

次为视物模糊33.29%，其检出率在不同日均视频终

端暴露时长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此外，本研究显示肩颈酸痛、手指僵硬、腰

背疼痛等肌肉骨骼症状，头痛、头晕、记忆力减

退、失眠等神经精神症状检出率随视频使用时间

增加而增加。现有研究 [12]表明：VDT作业对肌肉

骨骼系统影响的主要部位为颈肩部、下背、上臂

和手腕，且与作业时间长短有关。还可能因为视

疲劳和伴随颈椎压迫症状，出现头痛、眩晕、食

欲不振、记忆力下降、失眠等一系列问题。而民

航飞行员在驾驶飞机时需要有固定操作姿势，且

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注视V DT，故出现此类症状

的可能性更大。

由于VDTS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因而在平时

的工作中容易被忽视。本调查结果显示：民航飞

行员VDTS的检出率较高。研究 [13]表明逐渐增加的

心理健康障碍已成为V DT使用者重要的职业健康

问题，而民航飞行员的身心健康问题均会影响到

飞行安全。因此应对民航飞行员的VDTS引起足够

重视，建立民航飞行员V DT操作视觉健康管理模

式，形成健康教育+个体化健康指导+健康促进诊

疗管理为模式的健康干预体系，从而预防VDTS引

发的一系列健康相关问题。在体检中发现老视者

及时验配老视镜，减缓视近时出现的视疲劳。建

议飞行员有意识的多眨眼以增加泪液分泌和减少

泪液蒸发，必要时适当使用人工泪液滴用湿润眼

表，合理安排任务正副驾驶交替驾驶飞行让眼睛

得到适当的休息，在不影响驾驶操作的前提下通

过调节座椅与V DT的距离、调整屏幕光线、操作

姿势来防止或缓解眼疲劳。目前研究已经证明叶

黄素、维生素A等对视觉功能有保护作用 [14-15]，因

此可以在机上配餐时酌情增加富含此类维生素的

食物如韭菜、菠菜、胡萝卜等。通过多种手段尽

可能的减轻、缓解或消除VDT引发的视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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