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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W3VO%;36波前像差仪测量低阶像差的准确性% 方法(随机抽取 ,))>!)+ \’) 来我
院行[F%g‘手术的近视眼患者 .’ 例$按年龄分F$C两组$F组行波前像差仪和散瞳检影检查$C组行波前像
差仪和小瞳检影检查$将所得结果的球镜&柱镜&柱镜轴向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F组 W3VO%;36波前
像差仪检测的球镜&柱镜及其轴向与散瞳检影的结果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d)K)*#$C组 W3VO%;36波
前像差仪验光结果与小瞳检影结果在球镜&柱镜及其轴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d)K)*#’小瞳检影结果的
均值比散瞳检影结果的均值更接近于像差仪检测结果均值$并且小瞳检影比散瞳检影与波前像差仪的低阶
像差具有更好的一致性’男性的右眼瞳孔直径大于左眼直径$女性也是类似的结果% 结论(应用W3VO%;36波
前像差仪在暗室原瞳状态下测量眼的低阶像差与客观检影验光结果存在差异$此差异可能与存在调节和不
同验光方法的精确性不同有关$提示运用波前像差仪检测低阶像差仍需克服调节&瞳孔直径个体差异和患者
配合程度等混杂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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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前像差引导的个体化切削"X3VOTS=6P3UOSS3!
P4=6 ?849O9 ;8NP=2O9 3U53P4=6$WFaDF#技术的出现
为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带来一次新的变革% 随着
WFaDF成为当前准分子角膜屈光手术发展的潮
流(’)以及患者对术后视觉质量要求的提高$准确测
量波前像差对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53NOS46
N4P8 eOS3P=245O8N4N$[F%g‘#的质量至关重要(,) % 波
前像差由高阶像差和低阶像差"球镜和柱镜#两部
分构成$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应用波前像差仪测
量眼的高阶像差和引导个性化切削方面$而对波前
像差仪测量眼的低阶像差报道甚少% 本文通过对比
W3VO%;36波前像差仪验光与综合验光仪检影验光
结果$探讨W3VO%;36波前像差在临床中测量低阶像
差的准确性%
48资料与方法
4E48一般资料8随机抽取 ,))>!)+ \’) 来我院行
[F%g‘手术的近视患者 .’ 例"’>, 眼#% 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0",*K-- ]*K)-#岁%
所有病例均行[F%g‘的术前常规检查$排除其他眼
部疾病及影响手术的全身疾病$患者均为复性近视
散光$最佳矫正视力均达到 ’K)$无眼部手术史% 按
照年龄的不同$将 .’ 人分为两组!’> \,* 岁 +. 人
为F组".> 眼#$,0 \-0 岁 +, 人为C组">+ 眼#%
4EF8检查方法
’K,K’(波前像差仪检查(暗室下$应用美国 jg%k
公司 的 W3VO%;36 波 前 像 差 仪 " 软 件 序 号!
jOSN4=6-K0/#进行原瞳波前像差检查% 仪器使用前
经模型眼标准化测量$顶点距离均设定为 ’,K)% 让
患者被检眼注视红色指示灯$双眼自然睁大$并且能
够交叠% 检查者根据眼前节图像调整$使得瞳孔位
于中心$虹膜图像清晰% 每眼检查数次$直至出现 -
次相近的结果$检测设定的瞳孔分析直径为 + 22%
选取图像质量最好且重复性最高的 ’ 次用于分析$
记录球镜&柱镜和柱镜轴向%
’K,K,(检影验光(F组"’> \,* 岁#给予复方托品
酰胺滴眼液散瞳$’ 次I* 246$共滴 - 次$每次 ’ 滴%
瞳孔充分散大后$由高级验光师借助综合验光仪进
行检影验光$设备为 E=R;=6 ‘̂!-’)) 型综合验光
仪’C组",0 \-0 岁#在小瞳状态下由高级验光师借
助综合验光仪直接检影验光%
’K,K-(统计学方法(采用 %G%%’-K) 统计软件对检
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 #@]>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2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检验$!d)K)*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结果
FE48波前像差仪与散瞳检影验光结果比较8两种
验光方法的球镜&柱镜和等效球镜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d)K)’#% 见表 ’%

表 ’(F组比较两种验光方法验光值的
(((结果$(o+.".> 眼#%#@]>&

验光方法 球镜" #̂ 柱镜" #̂ 等效球镜" #̂

W3VO%;36波前像差仪 1+K,- ],K)/ 1)K*+ ])K+, 1+K*) ],K).

散瞳检影 1-K/- ]’K.- 1)K-) ])K+) 1-K>> ]’K.*

2 10K+-) 1>K/-’ 1/K*+-

! d)K)’ d)K)’ d)K)’

FEF8波前像差仪与小瞳检影验光结果比较8两种
验光方法的球镜&柱镜和等效球镜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d)K)*#% 见表 ,%

表 ,(C组比较两种验光方法验光值的
(((结果$(o+,">+ 眼#%#@]>&

验光方法 球镜" #̂ 柱镜" #̂ 等效球镜" #̂

W3VO%;36波前像差仪 1+K>/ ]’K>. 1)K/> ])K*+ 1*K,0 ]’K.,

小瞳检影 1+K0- ]’K>) 1)K+. ])K*, 1+K>> ]’K>+

2 1+K0)* 1.K0.+ 10K)’*

! d)K)’ d)K)’ d)K)’

FEG8散瞳检影验光组与原瞳检影验光组检测结果
的一致性8按照 W3VO%;36 波前像差仪仪器推荐标
准$两种验光结果的标准差在 ])K*) ^之间可认为
结果一致% 本研究以球镜为例$以 ])K*) ^的标准
评价散瞳检影&原瞳检影与波前像差仪结果的一致
性% F组与C组的一致性分别为 0*K-H"0+I.>#$
/-K>H"0,I>+#% 按照差值")K*)$)K*) \’K))$ J
’K)) 分成三个等级$两组在三个不同分级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o+K).)$!o)K’,.#% 见表 -%

表 -(F!C两组检测结果差值的分级结果

组(别 ")K*) )K*) \’K)) J’K)) 合计

散瞳j%波差仪"F组# 0+ ’. ’* .>

小瞳j%波差仪"C组# 0, ’/ * >+

合计 ’,0 -0 ,) ’>,

(注! !, o+K).)$!o)K’,.

FEH8波前像差仪检测时的瞳孔直径8瞳孔直径对
波前像差检测结果有影响$本研究测得左右眼的瞳
孔直径为"0K.- ])K./#22$"/K,- ])K>/#22$左
右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o+K/,’$!d)K)’#% 男性
的右眼瞳孔直径"/K’0 ]’K),#22大于左眼瞳孔直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0 月(第 - 卷(第 0 期



径"0K>) ]’K)>#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o-K*)*$
!d)K)*#$女性也是类似的结果 "2o-K’0/$!d
)K)*#%
G8讨论
GE48目前$波前像差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眼科临床和
科研$并成为屈光手术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由于
波前像差仪的应用$已使得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
术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000个性化切削";8NP=24YO9
3U53P4=6#$与此同时波前像差测量结果能否准确反
映眼的屈光状态也非常值得关注% 测量人眼像差主
要有主观法和客观法$前者包括激光光路追踪法
"53NOSS3APS3;46?$[BE# (-) $ %@3;e!Z3SP2366 感受
器(+) $后者以空间分辨折射仪"NR3P4355ASON=5VO9 SO!
TS3;P=2OPOS$%BB# (*)为代表% W3VO%;36 波前像差仪
"美国jg%k公司#是基于 %@3;e!Z3SP236 感受器的
波前像差仪$通过 h=8S4OS重建算法表达出具体数
值% 其优势在于采用 h=8S4OS重建算法可以测量 ,)
阶高阶像差$屈光度可精确到 )K)’ ^(0) %
GEF8本研究通过比较W3VO%;36波前像差仪和检影
验光法两种客观验光法结果的差异$探讨 W3VO%;36
波前像差仪检测低阶像差的准确性% 研究结果表
明$无论是散瞳还是小瞳验光$验光结果均低于波前
像差仪所得结果$与徐凤的研究结果有差异(0) $分
析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波前像差检测时
病人为原瞳暗室条件眼睛尚存在近感知调节(/) ’
",#不同患者在暗室条件下的瞳孔直径也有差
别(>) ’"-#不同研究者行波前像差检测时$机器上设
置的瞳孔直径不同所测的结果也会不同’"+#患者
的配合及两种验光法的精确度不同可能是造成验光

结果有所区别的原因% 我们还发现$原瞳检影组"C
组#结果与波前像差仪结果更为接近$球镜均值差
值为1)K,+ $̂柱镜为1)K,. $̂而散瞳检影组的球
镜差值为1)K*) $̂柱镜为 1)K,+ $̂此外$小瞳检
影与波前像差仪的一致率"/-K>H#也稍高于散瞳
检影与波前像差仪的一致率"0*K-H#$以上两点强
烈提示在原瞳状态下进行波前像差检测还是受到调

节的影响$这点与张丽的研究结果一致(/) %
GEG8瞳孔直径是影响波前像差检测结果的重要因

素之一$徐凤(>)的研究认为$W3VO%;36 波前像差仪
暗适应下男患者右眼瞳孔直径大于左眼瞳孔直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K)*#$而女患者左右瞳孔
直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结果则支持男性患
者右眼瞳孔直径大于左眼瞳孔直径$女性患者也是
右眼瞳孔直径大于左眼瞳孔直径% 这种瞳孔直径的
左右眼差异是否是低阶像差检测的混杂变量$以及
这个变量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低阶像差检测的准确性

在本研究不能给出答案$需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W3VO%;36波前像差仪测量低阶像差

与检影验光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但可能存在调节&瞳
孔直径&患者的配合及两种验光法的精确度不同等
混杂因素的影响$导致了两种检测结果存在一定的
差异% 结果提示在运用 W3VO%;36 波前像差仪行波
前像差检测时$注意克服来自患者调节&瞳孔直径变
化等因素的影响$使波前像差引导的个性化 [F%g‘
手术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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