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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正常青年人调节性辐按与调节比率的测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完所

北京市同仁医院

方俐洛
、

成积生

张方华

在研究共同性斜视中
,

调节
、

辐揍
、

融合力及

屈光不正的检查
,

对共同性斜视的成因和治疗
,

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一定量的调节
,

产生一定量的

辐按
,

或称调节性辐揍
,

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

系
,

这就是调节性辐揍与调节之间的比率
,

以人�

� 人表示
。

融合力与� � � � 在临床上是可以测定的
,

前者我们已曾报告
,

后者国内报道甚少
,

为此我们对

� � � �名正常视力的青年
,

作了� � � 人的测定
。

检查对象
、

方法和结果

一
、

检查对象
�

检查对象为 ��、 �� 岁的男性青

年
,

共 � �� �名
,

双眼远
、

近视力均在 �
�

�以 上
,

无

视力疲劳症状
,

色觉正常
,

屈光间质及眼 底亦 正

常
,

立体镜检查有立体感
,

用 ��� 一 �型验光仪作

显然验光
,

不接受任何镜片
。

远近内外隐斜均在正

常范围内
。

二
、

检查条件及计算方法
�

用�一 � 一 � 型隐

斜计在暗室进行
,

右眼前放马氏杆
,

左眼 为 注 视

眼
,

分别测定看远 � � � �
、

看近 ���� � � 时 的

隐斜
,

看远用的注视灯直径为 �� � �
,

看近用的注

视灯直径为 � � �
,

并用瞳孔测距仪测量 瞳 孔 距

离
。

计算方法
�

利用隐斜 法〔� 〕 �� � � � �  � � � � ��

�
� ‘ � � 」 、

相。
、

� � � � �
�

△� 一 △ �

� �� � � ��
,

根据公式平井 � � � � , 竺 �拼竺
�

一
� 一
一

‘

”
” � 从 产 ,

�
‘
�

’

�

计算
,

� �的单位以三棱镜屈光度表示
,

� 的 单 位

以屈光度 � 表示
, �

�

� 为瞳孔距 离 �以 。� 计�
,

△ �及△。 。

分别为看近及看远时眼位的偏斜度 �隐

斜 �
,

� 为看近时
,

注视距离的屈光度
。

眼 位偏斜

的符号表示法为内隐斜用 �� �
,

外隐斜用�一 �
。

例如
,

�
�

� � � � ��
,

△ � � 外隐斜 � △ �在 � 屈

光度的调节之下�
,

△ 。 � 外隐斜 � △
,

则� � � � �

� � 二二二 �一 � �

�
些
�

这表示 � 屈光度的调

节引起 � △调节性辐较
。

三
、

检查结果
� � �� �名正常青年人 � � � � 的平

均值� � �
�

�� △� �
,

标准差 。 � 士 �
�

�� △ � � �表

� �
。

表 � ���� 名正常青年人� � � � 比率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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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讨 论

一
、

人� � � 比率的检查方法〔� 〕〔� 〕除用 隐斜

法检查� � � � 比率外
,

还可用梯度 法 �� �� � �� � �

过 � �� � � �
,

固视差异 �� �� � ��� � � ���� � ��� �
,

视轴计法 ��
� � �� �  � � �� � � �� � � � 及同 视机法

等
。

其中以隐斜法及梯度法较为常用
,

因 设 备 简

单
,

只要备有试镜盒即可检查
。

梯度法是利用加镜片法来改变调节和调节性辐

揍
,

而不是象隐斜法那样
,

用改变注视距离来达到

以下目的
。

在一定距离内
,

眼前放置负球镜片可以

刺激调节
,

放置正球镜片
,

可以松弛调节
。

例如
,

一 � 屈光度球镜片可产生 � 屈光度调节
,

� � 屈光

度球镜片可松弛屈光度调节
。

具体方法是让被检者注视远近
,

双眼眼前放置

等量凹镜片
,

测量由此产生的调节性辐揍
,

从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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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 二
△ � 一 △

�
来计算

, △ � 戴镜前的 眼 位 偏
� �

〕厂 �
� 一 �一 � �

�

△
二二二 勺 一 石二甲�

�

斜
, △ � � 戴一 � �镜片后的眼位偏斜

,

� 是克服因

戴一 � 镜片所引起的调节
,

例如视远时眼位偏斜为

外隐 � △ ,

加一 � � 镜片后引起内斜 � △
,

则

二
、

有关� � � � 比的正常值问题 由于 选择的

对象
、

检查条件与方法不同
,

诸家测得之� � � �正

常值有所差异
,

现将国内外一些作者〔� 〕统 计的正

常值数据列表于 �表 � �
。

表� 国外作者报告的� � � � 比率的正常值

对 象

数

…
平 均 值

协
差�队一�作 者年 份

�,��及�几�八甘����品舀�����‘“�舀�自合�合,�‘
�二,�

�

……
��

�� � �

��二

����‘�,������匕�怪��丹�八曰
�, ��勺�乙哎�
‘�孟�艺,二通几勺自�舀,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视轴计

分离后隐斜

斜视镜

分离后隐斜

分离后隐斜

固视差异

马氏杆

斜率一梯度法

学 生

青 年

双生子 � � 对 �

海 军 人 员

学 生

大 部 为 病 人

非 病 人

�� 户家族中任
意选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川

��  !

� � � � � �

� � �� 等

� �‘� 等

� � � � � � � �
 
� ! �

等

本 文 隐斜法 4
.
49△/D

从表中可以看出
,

A C
/

A 比率的平均值多数在

3.5△/ D、4
.5△/ D 之间

,

本文所得的 平 均 值 为

4.49 △/ D
,

较其它作者报告的数据稍高 一些
,

这

可能是在测定隐斜时
,

注视目标用了灯光的缘故
,

这样可能有近在辐揍(p ro x im al eon vergen ce)

的介入
,

因此有人提出注视目标应采用印刷字体
。

在国内外一些眼科及眼肌学专著中
,

弓!
、

用人C /A 比

率的正常值有3、5△/ D (B u ria n ( 1 〕等
,

1 9 7 4
)

,

4

.

5 △/ D (大缘任〔4 〕等
,

1 9 6 9
)

,
2 、e A /D (丸

尾敏夫等〔5 〕
,

1 9 7 9
)

,
4 △/ D (赫雨 时〔6 〕等

,

1 9 7 4
)

。

三
、

A C
/

A 比率与斜视的关系 人C /A 比率与

斜视的成因
,

调节性内斜视的分类及斜视手术的选

择有密切关系
。

) ¹ ( 异常A C /A 是引起隐斜和显斜

的原因之一〔2 〕〔7 〕
,

正视眼看远无需调节
,

当 注

视33 厘米处的视标时
,

需要 3 个屈光度的调节和米
,

角的辐转力
,

二者的比率是协调的
,

有屈光不正的

患者
,

调节和辐揍之比可以产生不协调
,

但允许有

一定的范围
,

超出这个范围
,

就可能引起内斜或外

斜
。

例如一个有 3个屈光度的远视患者〔4 〕
,

未 经

屈光矫正
,

当看远时需要 3 个屈光度的调节
,

看近

(33o ln ) 时需要另加 3个屈光度的调节
,

结 果总

共使用 6个屈光度的调节
,

由此引起的调节性辐揍

也要相应地增加一倍
,

造成调节与辐揍的 比 率 失

调
,

若患者的融合力不足
,

可以引起内隐斜或内斜

视
。

但一定量的调节
,

在某些患者可引起较高或较

低的调节性辐转
,

因而有的可引起斜视
,

有的不引

起斜视
,

例如一患者有了 3 屈光度未矫正的近视
,

但A C /A 比率低
,

可以不发生内斜
,

因患者在看近

时引起的调节性辐较较正常人少 , 另一个人C / A 比

率高的患者
,

虽然只有很少未经矫正的远视 (或正

视)
,

可以引起内斜
,

因患者的调节性辐较比正常

人要高
。

因此欲保持双眼单视
,

人/ C A 比率必需适

应原有的隐斜和未经矫正的屈光不正
。

如辐转过强

型内隐斜
,

A C
/

A 比率必需低
,

而辐揍不足型外隐

斜
, 人C / A 比率必需高

。

未经矫正的远视
,

A C
/ 人

比率必需低
,

而未经矫正的近视
, 人 C /人必需高

,

这样才能保持双眼单视
,

不然会出现斜视
。

(
2

)
人C / A 比率可作为调节性内斜视分类和治

疗的依据
。

〔4 〕〔8 〕〔11〕〔12〕

19 74年弓削编著的 《视能矫正》
,

同年B ur ia
n

及V on N
o
or den 共著的 《双眼视及眼球运动 》 专

书中
,

将调节性内斜视分为典型调节性内斜视与非

典型调节性内斜视
。

前者A C /人比率正常
,

有中等



度数的远视
,

戴矫正眼镜后
,

内斜视得到矫正
,

故

又称屈光性内斜视
。

后者A C /A 比率异常
,

远视程

度不高
,

有 I屈光度或更少一些
,

偶呈近视或轻度

散光
,

看远很少或无斜视
,

看近由于辐揍过强有明

显内斜
,

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个体不够成熟
,

辐揍中

枢抑制机制不够完善的关系
,

稍有调节刺激就诱发

过度的辐揍反射
,

随着个体的成长
,

辐较过强就会

减轻以致消失
,

但也有人认为与瞳孔距离 增 加 有

关
。

此型内斜视用双焦点镜效果好
。

v o n
N
。 。

de
n

等 (1978) 治疗84例中的70 例 (83 % ) 眼 位 变 正

位
,

无效14例 (17 % )
,

认为无效例与调节无关
,

是由于紧张型辐揍造成的
,

考虑需要双内直肌后退

4 m m
。

R
o s e n

b
a u

m (
1 9 7 4

) 作 200 例 这 种 手

术
,

术后不影响看远斜视角
,

仅看近斜视角得到改

善
。

(
3

)
A C

/
A 比率可作为斜视 手 术选 择 的 依

据〔1 〕〔4 〕〔9 〕〔10 〕
。

斜视手术医生
,

往往利用斜视

度在远近注视时有无差异来估计A C /A 比率并作为

手术的依据
。

P
ar

k
s

(
1 9

62 ) 认为远近注视时斜视

相同者
,

A C / 人比率正常
,

如有10 △以上差异者
,

判为异常
。

例如外斜视看远外斜30 △
,

看 近 正 位

30 △
,

表示A C /人比率高
,

可作双外直肌后退
,

内

斜视看远正位
,

看近内斜
,

表示人C / A 比率高
,

可

作双内直肌后退
,

但B 盯ia n等 (1974) 认 为 远近

注视时斜视度的改变
,

不能真正代表A C /A 比率
,

必需从公式中计算出来才能确立
。

例如一 内 斜患

者
,

远近斜视度均为30 △
,

瞳距为5
.
7c m

,

则 其

A C /A 为5
.7△/D 即A C /A 值等于瞳距值

,

从 理论

上说
,

这个A C /A 比率是比较
“

理想
”
的

,

但从统

计学角度看
,

该患者的A C /A 值已接近正常值分布

的上限
。

又例如一内斜视患者
,

看远内斜30 △
,

看

近内斜36 △
,

从临床上看
,

斜视角差异不大
,

若瞳

距为5
.
7c m

,

则A C /A 为7
.7△/ D

,

此值已超过了

正常范围
,

可算入A C /人比率高者之列
。

所以
,

在

实用眼科 杂志1 , 8 5年第 3 卷第 6期

分析斜视度远近改变时
,

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

结 论

1 . 本文对1141 名正常青年人作为A C /A 为比

率的测定 已平均值M = 4
.
49 △/ D

,

标 准 差 口
=

1
.
1 4 △/ D

。

2

.

对A C /A 比率的测量方法
,

正常 值 以 及

A C /A 比率和斜视的关系作了讨论
。

参 考 文 献

〔1 〕B urian H M et a l:B ioo eula r V ision and o eular

m otility
,

P 9 1
~

9 ‘ M
o s
b y S a i

n t L o “ 1 5 2 0 7 4

〔2 〕W 丁b
a r

K
:
B
r
J O P h th

a
lm
o
l 5 8

: 2魂5 19 7 4

〔3 〕F ran eesehetti A T et a l:A m J O P五tli
a lm o l 70 :

558 1970

〔4 〕大缘任
·

他
:
临床眼科全书

,

P 3 36 P 3 48 金原 东京

1969

亡5〕丸尾敏夫
·

他
:
斜视

,

弱视治疗 了 卜 , 久 P 60 金原

东京 1979

〔6 〕天津市眼科医院编
:
眼科临床实践 P253 人民卫生出

版社 北京 1974

〔7 〕v o n N o ord en G K :A tlas o f S trab ism us P laZ

ed 3 m o sb y st Lo
uis 1977

〔s 〕井上浩彦
: 眼科 21:209 1979

〔, 〕P
ark s M M :o eola r m o tility a od strab ism us P 6 1

H arP er and R ow N
.
Y
.
1975

〔20〕M e N eer K 认 :A d ult五Oo d and eh jld h
o od stra-

b ism us
,

I
匕 s

y tn P
o s

i
u
m

o n s
t
r a

b i
s
m
u s

,
T r a 「一

s a c
t i
o o o

f t h
e
N
e
w O

r
l
e a n s a c a

d
e
m y

o
f
o
p h t

-

h
a
l m

o
l
o ‘y P 19 9 M

o s
b y s t L

o , 15 19 7 8

〔12〕M e Ne
er K W

:C h ild ho od and ad ultho od stra-

b ism us surgery In sy . po siu口 o n stra b i
s m u、

T
r a n s a e

t i
o n o

f t h
e

N
e
w o

r
l
e a n s a e a

d
e
m y

o
f

o
P h

t h
a
l m

o
l
o
g y P 2 0 8 M

o s
h y

s
t L

o u
i
s

1 9 7 8

〔1幻管谦治
。

他
: 眼科 22 :22 95 1980

苏州地区青光眼流行病学调查

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眼科 杨摘泉 潜承思 t 断光 李龙标 蕊坚

著者于 198 1年秋至1983冬
,

在苏州地区对31 岁

以上不同职业
、

性别共6620人进行了青光眼普查
,

现统计分析如下
:

对象与方法

3一岁以上6620人中
,

男 3247 人 (49
.05% )

,

女5373人 (50
.95% )

,

年龄最小31岁
,

最大94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