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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Γ
比较不同明度和不同饱和度 �

一

巧 试验的临床应用价值
。

方法
Γ
应用 ,∗ (∃ � �

一

巧 试验
、

; ∗(
(
氏双 �

一

巧 试验和北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
、

低饱和度

�
一

巧 试验〔简称 ) +3 一
,Κ �

一

巧 试验〕对 �Μ 例 ΝΟ 8 眼 Π正常人
、

�Θ 例 ΝΟ Μ 眼 Π先天性色觉异常
、

Ο9 例

Ν Θ 眼 Π眼病患者Ν包括黄斑病
、

视神经病变
、

ϑ0 ∗Ρ ∃ 5
眼病 Π进行检测

。

结果
Γ
在正常人中

,

少部分受试眼在低饱和度 �
一

巧 试验出现小错 Σ 在先天性色觉异常者中
,

五套

试验皆能正确检出红色盲和绿色盲者
,

红色弱和绿色弱者则可出现各种改变 Σ 在眼病患者中
,

两

套低饱和度 �
一

巧 试验的异常率最高
,

,∗( ∃& �
一

巧 异常率最低
。

结论
Γ  套不同明度和不同饱和度 �

一

巧 试验在先天性色觉异常者的检出率大致相同
,

在眼病患者

中
,

中科院心理所研制的 %+ 5 一 ,Κ ΝΤ Υ  Π �
一

巧 试验和 %+ 5 一 ,& Ν7 Υ  Π �
一

巧 试验与国外同类试验

的检出率大致相同
,

可以在临床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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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时洲
,

等 不同明度和不同饱和度 �
一

� 试验的临床应用

色
觉的临床检查工具主要有假同色图

、

排列试验

和色觉镜检查
,

各类检查各有其优缺点
。

排列试

验 以 ,∗( ∃ & �
一

】 试验和 ≅Ι �8 8 一 #6 ∃

试验较为多

用
,

也有的作者通过改变色相子的明度或饱和度而

派生出一些其他形式的排列试验
’‘一 7 ’,

我们通过前

期 的工作显示在不同明度和不 同饱和度 的 �
一

巧 试

验 中
,

以 明度值为  
、

饱和度分别为 7 和 Τ 的 7 套试

验应用价值较高
” ⊥ ,

因此采用此 7 套试验与 ,∗ (∃ &

�
一

� 试验和 ; ∗ ( (

氏双 �
一

� 试验 Ν;
∗ ( ( ’  4

. 6 Ω&∃

�
一

� −∃ 3− Π进行临床应用的比较
,

探讨其临床应用 的

价值
。

对象与方法

受检对象
Γ

包括正常人 �Μ 例 ΝΟ8 眼 Π
、

先天性

色觉异常 �Θ 例 ΝΟΜ 眼 Π
、

各种眼科病变 Ν包括黄斑

病
、

视神经病变
、

ϑ 0∗
Ρ ∃ 、

眼病 Π Ο 9 例 Ν Θ 眼 Π
,

��白床

资料 见表 �
。

让受试者排列
,

检查者打开盒子后
,

将可移动的色相

子以紊乱的次序放置于盒子的上盖
,

然后请受检者

从参考子开始
,

按照颜色改变的规律顺序将色相子

排列于盒子的下盖
。

将受试者的排列情况登记于记

分纸上并作图
。

按照图上色相子移位所造成的错误

判断色觉异常的情况
,

若完全按照序号排列称为全

对
,

出现相邻色相子的对换则称为小错
,

若出现跨过

色圆周的连线则称为跨线
,

根据跨线的方向可将色

觉异常者区分为红色觉异常
、

绿色觉异常和蓝色觉

异常
,

如果跨线较多而无规律性可判断为全色盲
。

正常人可在一分钟 内排完每一套试验
,

但老年人
、

动

作协调不好的人
、

色觉异常者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

可以给予适当延长
’“ 一 ] ’。

先天性色觉异常者用 _ ∃ ∋−: 色觉镜进行定性定

量检查
,

区分红色盲
、

红色弱
、

绿色盲和绿色弱
。

结 果

表 & 受检对象的临床资料

类别 年龄Ν平均年龄 Π

正常人 7 7 一  Θ ΝΟ ]
Ξ

Τ Π

先天性色觉异 �8 ⎯ Ο 7Ν �Θ
Ξ

Ο Π

黄斑病 7  一 ] 7 Ν �
Ξ

Τ Π

视神经病变 一Τ 一 Τ Μ Ν7 Θ
Ξ

8 Π

ΝΠ 0∗ Ρ ∃ 、
眼病 7 � 一  9 ΝΤ Ο

Ξ

Μ Π

例数 眼数 视力 Ν平均视力 Π

�Μ Ο 8 �
Ξ

8 一 �
Ξ

 Ν�
Ξ

7 � Π

�Θ Ο Μ �
Ξ

8 一 �
Ξ

 Ν�
Ξ

7 7 Π

�Ο �Θ 8
Ξ

7 一 �
Ξ

 ΝΝΠ
Ξ

Μ  Π

Θ �7 8
Ξ

� 一 8
Ξ

] Ν8
Ξ

Ο Θ Π

�Τ 7 Μ 8
Ξ

7 一 �
Ξ

 Ν8
Ξ

]  Π

检查方
一

法
Γ

检查器械包括  套 �
一

巧 试验
,

分别

为美国的中等明度和 中等饱和度 ,∗ (∃ & �
一

� ΝΤ Υ  
,

表示饱和度 Υ 明度 Π 试验
、

韩国的 ; ∗( ( 氏高明度中

等饱和度 ΝΤ Υ 9 Π �
一

巧 试验
、

; ∗( ( 氏高明度低饱和度

Ν7 Υ 9 Π�
一

� 试验
、

北京中国科学院Ν%# ∋( ∃ 3 ∃ + ∃ ∗ 4
∃ ( &Η

. / 5∃ ∋∃ ( ∃ ∃ 5

Π心理研究所 Νς 3Η∃ # . &. 2 ∋∃ ∗
& Κ( 3 −∋−6 −∃ Π中等

明度中等饱和度 ΝΤ Υ  Π �
一

巧 试验 Ν简称 %+ 5 一 ,Κ

�
一

� ΝΤ Υ  Π 试验 〕和中等明度低饱和度 Ν7 Υ  Π �
一

巧

试验 〔简称 ) + 3 一 ,Κ �
一

� Ν7 Υ  Π 试验〕
,

各套检查的

次序按随机的方法进行
。

; ∗( ( 氏双 �
一

巧 试验的 7

套检查各由 巧 个色度不 同的可移动色相子组成
,

其

余 Ο 套试验各有一个参考子和 � 个可移动 的色相

子
,

每套试验的色相子在色度图 上围绕着中性 白区

形成一个色圆圈
,

各套试验相应的色相子在大致相

同的色混淆线 上
。

检 查 时 双眼分别进 行
,

所用 标准 % 照 明 由

Ι +% 1 Ψ ∀ ; + � Ψ �8 Ψ + 5Ψ ? ?+ Ι ,提供
,

取 出试验盒

正常人的实验结果
Γ

在中等饱和度的试验中
,

Ο8

只正常眼在 ,∗ ( ∃ & �一  ΝΤ Υ  Π试验和 ; ∗ ( ( �
一

� ΝΤ Υ

9Π 试验中皆排列全对
,

在 %+ 5
一

,Κ �
一

� ΝΤ Υ  Π 试验中

仅一 眼出现小错 Σ 在低饱和度试验中
,

; ∗( ( �
一

� 

Ν7 Υ 9Π 试验和 %+ 5
一

,Κ �
一

� Ν7 Υ  Π 试验分别有 ] 眼和

Μ 眼出现小错
。

先天性色觉 异常者的试验结果
Γ

在红色盲者

中
,

9 眼受试眼在  套试验中都显示按红色盲色混

淆线规则排列
。

在绿色自中
,

& 眼在 ) + 3
一

,& Ν7 Υ  Π

�
一

巧 试验 中出现部分按混淆线规则排列
,

其余 7�

眼按绿色盲色混淆线规则排列
,

其他 Τ 套试验分别

有 7 眼出现部分按混淆线规则排列
,

其余 78 眼按

绿色盲色混淆线规则排列
,

在先天性红色弱 中
,

7

眼受试眼在 ,∗ ( ∃ & �
一

� 试验中排列全对
,

; ∗ ( ( ΝΤ Υ 9 Π

试验和 %+ 5
一

,Κ ΝΤ Υ  Π 试验分别有 & 眼排列全对和 �

眼小错
,

在先天性绿色弱的 Μ 眼受试眼中
,

 套

试验分别有 7 一 Ο 眼排列全对
,

其他则 出现各种改

变
,

如小错
、

部分红绿混淆线排列或绿色盲的改

变
。

眼病患者 的色觉改变
Γ

 Θ 只眼病患 眼的检查

结果见表 7
。

从表 中可 见
,

在各种 眼病中
,

,∗ (∃ &

�
一

巧 试验排列 全对 的例数较多
,

其次为 中等饱和

度的 ; ∗( ( ΝΤ Υ 9Π 试验和 %+ 5
一

,Κ ΝΤ Υ  Π 试验
,

低饱

和度的 ; ∗( ( Ν7 Υ 9Π 试验和 %+ 5
一

,Κ Ν7 Υ  Π 试验排列全

对的例数最少
,

而出现蓝色觉异常的例数最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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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后天性色觉异常者的结果 Ν眼数 Π

疾病 检查方法 全对 小错 合计

黄斑病变 ,∗ ( ∃ � �
一

�  � Ο

; ∗ ( (

; ∗ ( (

Τ Υ 9

7 Υ 9

% +5
一

,Κ Τ Υ  

% +5
一

,� 7 Υ  

视神经病变 ,∗ (∃ � �
一

巧

; ∗ ( ( Τ Υ 9

; ∗ ( ( < Υ 9

% +5
一

,Κ Τ Υ  

% +5
一

,Κ < Υ  

ϑ 0 ∗ Ρ ∃

眼病 ,∗ ( ∃ & �
一
�  

; ∗ ( ( Τ Υ 9

; ∗ ( ( < Υ 9

%+ 5
一

,Κ Τ Υ  

%+ 5
一

,Κ < Υ  

  

]

9 Μ

Τ  

Μ 7

  

7 Τ

] Ο

Ο 7

7 7 Ο

7 8  

Μ � �

7 �  

� 9 Θ

 � Θ

Θ �Θ

� 7 � Θ

 �Θ

� 8 �Θ

7 �7

7 �7

Τ 7 �7

7 �7

 7 �7

7 7 Μ

� 7 Μ

] 7 Μ

� 7 Μ

7 7 Μ

讨 论

,∗( ∃& �
一

巧 试验可用于将严重的色觉异常者和

正常人及轻度色觉异常者相分开并判断色觉异常者

的色混淆
,

既可用于区分常见的先天性红
、

绿色觉异

常
,

又可用于发现后天性色觉异常中常见到的蓝色觉

异常
。

但由于其敏感性尚不满意
,

因此一些作者探讨

进行一些改良
,

如降低色饱和度或明度的方法
‘’一 “’。

我们在以前不同明度和不同饱和度 �
一

巧 试验

的筛选中
,

发现中等明度的 �
一

巧试验检出率较高
,

因此将我们研制的中等饱和度 �
一

巧 试验与 ,∗ (∃ &

�
一

� 试验和 ; ∗( ( 氏双 �
一

巧 试验进行比较
,

验证其

临床可用性
。

在正常人的测试中
,

可见到中等饱和度的 ,∗ (∃ &

�
一

�  试验
、

; ∗ ( ( �
一

� ΝΤ Υ 9 Π试验及心理所 �
一

� ΝΤ Υ

 Π 试验基本上都排列正常
,

而低饱和度的 ; ∗( (

(
一

� Ν7 Υ 9 Π试验及 ∃+ 3
一

,β �
一

� Ν7 Υ  Π试验出现小错

的比率分别为 ] Υ Ο 8 和 Μ Υ Ο 8
。

说明少部分正常人在

低饱和度的色觉试验中也偶可出现小错
,

但不会出

现明显的错误
,

这与以前的报导相 同
‘” 。

在先天性色觉异常中
,

二色视者Ν包括红色盲和

绿色盲 Π  套试验的检出率大致相同
,

而且皆能正确

地将色觉异常者定性和定量
。

异常 Ο 色视者 Ν包括红

色弱和绿色弱 Π在  套试验中检出率也大致相同
,

但

可表现为排列正常
、

小错
、

部分按混淆线排列
,

有

7 一 Τ 眼绿色弱眼出现绿色盲的排列方式
。

这与大多

数报导相似
,

提示在 �
一

巧 试验中出现异常时
,

可以

根据其排列情况区分色盲者和色弱者
,

对于非规则

排列者可借助色觉镜定性
「”’。

在眼病患者中
,

低饱和度色觉试验的检出率高

于高或中等饱和度者
,

提示其在眼科疾病导致后天

性色觉异常的协助诊断上有着一定的优越性
,

在 7

套低饱和度 �
一

巧 试验中
,

%+ 5
一

,Κ �
一

� 试验的异常

率与 ; ∗( ( 氏双 �
一

巧 试验的异常率接近
。

但是
,

由

于在正常人中
,

低饱和度 �
一

巧 试验也有少部分出现

小错
,

因此
,

当眼病患者出现小错时
,

要注意假阳性

的可能性
。

本文的结果表明
,

 套 �
一

巧 试验在先天性色觉

异常者的检出率大致相同
,

在眼病患者中
,

中科院心

理所研制的 %+ 5
一

,Κ ΝΤ Υ  Π �
一

巧 试验和 %+ 5
一

,Κ Ν7 Υ

 Π �
一

巧 试验与国外同类试验的检出率大致相同
,

可以在临床中应用
。

‘

Ξ,�,一�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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