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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空间频率视觉诱发电位对弱视的治疗作用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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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通过增加不同空间频率视觉诱发电位中图像刺激信号棳找出患者最敏感空间进行针对训

练棳观察患者的治疗疗效及时间暎方法暋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棳实验组椇进行斝斨斉斝检测棳找出最敏感空间频率

刺激源进行弱视训练棳视力提高两行或以上时再次用 斨斉斝检测出新的敏感空间作为刺激源进行训练椈对照组椇
从低频率到高频率依次进行弱视训练暎结果暋实验组的有效率和治愈率均优于对照组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 棭椈棾暙椂岁组棳椃暙椆岁组棳棻棸暙棻棽岁组的有效率均有统计学差异棬 椉棸灡棸 棭椈轻度弱视组暍中度弱视组暍重
度弱视组棳每两组之间的有效率均有统计学差异棬 椉棸灡棸 棭暎结论暋通过不同空间频率视觉诱发电位的检查对

弱视患者进行针对性训练的疗效显著棳可用于弱视的临床治疗和推广棳且年龄越小暍弱视程度轻者疗效越好暎
关键词暋视觉诱发电位椈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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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弱视是儿童常见的眼科疾病之一暎我国弱视

发病率约为棽棩暙棾棩棳若不能及时发现并治疗将

严重更影响儿童双眼视功能的发育棳导致视功能的

异常暎我院运用 斝斨斉斝 检查并适当增加空间频

率棳选择 敏感频率进行针对性训练棳得以缩短治

疗时间棳目前已取得良好的效果棳现报道如下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一般资料

选择棽棸棻棸年椆月至棽棸棻棽年椆月来我院斜弱

视门诊进行空间频率弱视治疗训练的棻棸棿名儿童

中棳选取棾暙棻棽岁儿童椂棸例棬棻棸棿眼棭棳其中屈光不

正 椂眼棳屈光参差棽椆眼棳斜视棻椆眼棳治疗前行视

力检查暍眼科常规检查暍同视机检查等棳所有病例均

为中心注视且排除眼部器质性疾病棳给予阿托品眼

水点眼每日棾次散瞳棳棾斾后检影验光棳并给予诊断

性配镜暎根据棻椆椆椂年全国儿童弱视斜视防治学组

的标准将弱视程度分级椲棻椵棳轻度弱视椇矫正视力

棸灡椄暙棸灡椂棳中度弱视椇矫正视力棸灡 暙棸灡棽棳重度弱

视椇矫正视力椇曑棸灡棻暎其中轻度弱视棿 眼棳中度弱

椆棸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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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棾椆眼棳重度弱视棻椄眼暎使用双盲的方法将其分

为两组棳实验组 棽眼棳其中轻度弱视棽棾眼棳中度弱

视棻椆眼棳重度弱视棻棸眼椈对照组 棻眼棳其中轻度

弱视棽棽眼棳中度弱视棽棸眼棳重度弱视椆眼暎
棻灡棽暋方法

采用德国罗兰棬斠斿旚旈旔旓旘旚系统棭视觉电生理仪

进行斝斨斉斝检测棳在常规的视觉诱电位检查用的

棻曘暍棻曚的基础上棳增加棿曘暍棽曘暍棻棽曚暍椃灡曚棳共椂档棳用
监视器显示黑白棋格图形翻转刺激图棳直径 旐旐
的金箔盘装皮肤电极棳先用椆 棩的酒精擦拭金箔

电极及电极接触皮肤处棬头部前后正中线枕骨粗隆

上暍前额正中皮肤暍耳垂棭棾处棳涂电阻膏暎电极与

皮肤之间电阻椉 斔毟棳受检者佩戴矫正眼镜保持正

常瞳孔状态坐于暗室中棳距离屏幕棻旐 并平视中央

红色视点棳遮盖未检测眼棳双眼依次进行检测暎实

验组椇从检查结果中选取 佳 斝棻棸棸潜伏期暍 好

的振幅对应的棋盘格的参数棳制作弱视训练软件棳
并进行和参数对应的 斆斄斖 训练仪暍光栅暍精细目

力暍增视能弱视 训练光盘 进行训 练暎每眼每天

棽棸旐旈旑棳每周复查棳提高棾暙棿行时棳复查 斝斨斉斝调

整治疗方案暎对照组椇不需选取敏感频率棳从低频

率到高频率依次进行 斆斄斖 训练仪暍光栅暍精细目

力暍增视 能 弱 视 训 练 光 盘 进 行 训 练棳每 眼 每 天

棽棸旐旈旑暎训练时戴矫正眼镜棳遮盖非训练眼暎
棻灡棾暋诊断标准及疗效评价

根据中华眼科学全国斜弱视防治学组所指定

的标准椲棻椵棳无效椇视力减退暍不变或者提高棻行椈进
步椇视力提高棽行或棽行以上棳治愈椇视力恢复到曒
棸灡椆棳随访椂个月到棽斸棳视力保持不变暎
棻灡棿暋统计学方法

采用斢斝斢斢棻棾灡棸统计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

分析棳采用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暍卡方线性趋势检

验棳 椉棸灡棸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实验组与对照组疗效比较

随访椂暙棽棸个月棳实验组 棽眼中痊愈棾椄眼棳
进步棻棻眼棳无效棾眼棳治愈率椃棾棩棳有效率椆 棩暎
对照组 棽眼中痊愈棽棿眼棳进步棽棽眼棳无效椂眼棳
治愈率棿椂棩棳有效率椄椆棩暎实验组治愈率和有效

率均高于对照组棳疗效比较棳有统计学意义暎见表

棻暎

表棻暋实验组与对照组疗效比较棬旑棳棩棭
分组 总眼数 治愈 进步 无效 治愈率 有效率

实验组 棽 棾椄 棻棻 棾 椃棾 椆棿灡棽
对照组 棽 棽棿 棽棽 椂 棿椃 椄椄灡棿

暋暋注椇两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棳实验组平均秩和 椆灡 棳对照组平

均秩和棿灡 棳 椊棸灡棸棸椂椉棸灡棸 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灡棽暋各年龄组之间疗效比较

按年龄分组棳各年龄组治愈率之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棳因此弱视治疗开始的年龄越晚棳治疗效果

越差暎见表棽暎
表棽暋各年龄组之间疗效比较 棬旑棳棩棭

年龄 眼数 治愈 进步 无效 有效率 治愈率

棾暙椂岁 棿棽 棾棻 椆 棽 椆灡棽 椃棾灡椄
椃暙椆岁 棾 棽 椃 棾 椆棻灡棿 椃棻灡棿

棻棸暙棻棽岁 棽椃 椃 棻棽 椄 椃棸灡棿 棽灡椆
暋暋注椇氈棽椊棻灡棿棸棽棳 椊棸灡棸棸棸椉棸灡棸 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灡棾暋不同弱视程度之间的疗效比较

根据弱视程度不同进行比较棳各组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棳因此棳弱视程度越重棳治疗效果越差暎
见表棾暎

表棾暋不同弱视程度之间疗效比较棬旑棳棩棭
弱视程度 眼数 治愈 进步 无效 有效率 治愈率

轻度弱视 棿椂 棾椄 椃 棻 椆椃灡椄 椄棽灡椂
中度弱视 棿棸 棽棻 棻棾 椂 椄 棽灡
重度弱视 棻椄 椃 椂 椂椂灡椃 棽椃灡椄

暋暋注椇氈棽椊棽棸灡椂椂椃棳 椊棸灡棸棸棸椉棸灡棸 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棾暋讨论

弱视是指眼部无明显器质性损坏而矫正视力

椉棸灡椆的一种眼病椲棽椵暎是由于在视觉发育的敏感

时期棳处于异常的发育环境棳造成视觉发育障碍棳从
而形成弱视暎若在发育的敏感期给予弱视眼视觉

刺激棳可以使异常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得以很好的恢

复椲棾灢 椵暎很多临床研究倾向于认为弱势的发病机制

主要是视皮质受损棳集中于中枢视皮质及外侧膝状

体棳而 斨斉斝由于可检查视神经即节细胞至视皮质

区传导通路的功能状态椲椂椵棳被作为视皮质主要的电

生理检查暎目前国内很多医院都已经开展弱视的

视觉诱发电位棬斨斉斝棭检查棳对弱视进行早期诊断

和疗效评价棳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暎本文发现在常

规的斝斨斉斝检查中适当增加部分空间频率的检

测棳更精确的找出敏感空间棳在此空间范围对患者

棸棻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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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弱视刺激训练棳由表棻看出选择敏感空间频率

进行训练的实验组较传统频率训练的对照组在相

同治疗时间中棳两者在有效率和治愈率方面均有明

显差异暎可以起到缩短治疗时间暍提高治疗效果的

目的暎
本文结果显示重度弱视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

低于轻暍中度组棳棻棸暙棻棽岁组患者的疗效也较年龄

小组差棳且有效率与治愈率与其他两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棳说明弱视应该早发现暍早治疗棳这与国

内外的报道相一致暎但由于常规的弱视治疗方法

单调暍重复而且时间漫长棳儿童的依从性较差棳往往

在治疗中后期对枯燥的治疗出现应付暍精力集中差

等现象不配合治疗使得耽误了 佳治疗时间棳或视

力未提高到正常视力即中断治疗暎本文研究的治

疗方法在指导弱视治疗的过程中棳起到了提高治疗

效果暍缩短治疗时间的目的棳从而增加了患者的依

从性暎因此斝斨斉斝检查在用于临床早期弱视诊断

的同时可以为弱视治疗提供一种新的指导性治疗

方法棳提高疗效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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