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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 AIM: To investigate the compliance of infants at
different age undergoing two kinds of quantitative
examinations for strabismus.
誗 METHODS: Three hundred and ninety - two infants
coming to our hospital for health examination were
recruited and divided in to four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age. Each participant received two kinds of alternate
prism cover test ( APCT ) . Eye movement range and
compliance rate was analyz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wo
methods and among four age groups.
誗RESULTS: More than 50% infants could cooperate with
these two kinds of APCT. However, compliance rate for
APCT with mobile animation video ( 85. 2%)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with classical APCT
(58郾 7%),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 Among 155 infants over 19mo old, the eye
movement range was close to that of adults.
誗CONCLUSION: Using mobile animation video as the
targe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mpliance rate of
quantitative examination of strabismus in infants from 4 to
36mo old.
誗 KEYWORDS: infant; strabismus; alternate prism cover
test;eye movement;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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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不同年龄婴幼儿对两种斜视定量检查方法的依
从性。
方法:来我院做健康体检的婴幼儿 392 名按年龄分成四
组,用两种三棱镜交替遮盖法给每个孩子进行斜视定量检
查。 观察各组婴幼儿对两种斜视定量检查方法的配合率
以及眼球运动的幅度。 采用配对 字2 检验方法分析两种检
查方法配合率的组间差异。
结果:50%以上的婴幼儿能够配合两种斜视检查法。 用手
机动漫视频做注视目标的检查法,配合率(85. 2% )明显
高于传统方法(58. 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19 月龄以上的婴幼儿眼球运动幅度接近成人。
结论:手机动漫视频作注视目标能显著提高 4 ~ 36 月龄婴
幼儿对斜视定量检查的配合率。
关键词:婴幼儿;斜视;三棱镜交替遮盖试验;眼球运动;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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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先天性内斜视是生后 6mo 内发生的一种共同性内
斜,是婴幼儿常见的斜视。 由于其发病早,严重影响婴幼
儿双眼视觉发育,容易造成弱视,因此是临床上非常重视
的一种斜视,应该尽早手术治疗[1]。 然而临床上先天性内
斜视的治疗并不能太早[2],因为还要考虑患儿的配合情
况。 斜视手术要考虑给多少手术量能使眼位达到理想的
状态,因此患儿术前检查非常重要。 为了了解多大的儿童
能配合斜视的术前检查,我们对 392 名婴幼儿进行了眼位
和眼肌运动检查,观察这些婴幼儿对检查的反应,现将观
察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选取 2014-01 / 12 来院要求体检的婴幼儿 392
名 784 眼,男 210 名,女 182 名。 年龄 4 ~ 36(平均 17. 16依
9郾 20)月龄。 婴幼儿入选的标准:双眼外观正常,没有明
显的麻痹性斜视,无先天性上睑下垂;红光反射屈光间质
无混浊,虹膜瞳孔正常,交替遮盖双眼时有对称的注视
能力。
1. 2 方法摇 用两种注视目标进行斜视度和眼球运动的检
查,一种是传统的点光源,另一种是手机动漫视频,观察婴
幼儿对两种不同的注视目标的斜视检查法的反应。 让一
位孩子最亲近的家属双手环抱孩子在怀中,下颏贴住其头
部(既有安抚作用又有固定作用),坐在检查者面前,让另
一位亲近的家属手持点光源于孩子眼前 33cm 处,吸引孩
子注视光源,此时由检查者进行下面两项检查:(1)三棱
镜交替遮盖法[3]测量斜视度。 检查者一手持三棱镜置于

7791

Int Eye Sci, Vol. 15, No. 11, Nov. 2015摇 摇 http: / / ies. ijo. cn
Tel:029鄄82245172摇 82210956摇 摇 Email:IJO. 2000@163. com



孩子右眼前,另一手用遮眼板快速交替遮盖双眼,至少重
复 3 次能够看清楚两眼在被交替遮盖时有无转动。 开始
检查前先用角膜映光法检查眼位,正位视的孩子用 10PD
的三棱镜;斜视的孩子使用的三棱镜从 20PD 起。 目的是
观察孩子被加棱镜负荷后的反应,对于斜视的孩子通过调
换不同度数的三棱镜测出斜视度的大小。 (2)眼球运动
检查。 检查者用点光源吸引孩子的双眼球向正前方、左
侧、右侧、正上方、正下方、向左上方、右上方、左下方、右上
方运动,观察孩子眼球运动的幅度能不能达到正常幅度。
判断标准: 内转时瞳孔内缘达上下泪点连线,外转时角膜
外缘达外眦,上转时角膜下缘平内外眦连线,下转时角膜
上缘达内外眦连线,双眼运动的幅度对称[4]。 两项检查完
成之后把点光源换成手机动漫视频,再重复上面的两项检
查。 观察指标:婴幼儿对斜视检查法的反应用计数指标。
凡能安静的接受三棱镜交替遮盖试验检查、能跟随目标转
动眼球使检查者看清出眼球运动的幅度是否正常的计为
能配合,只要有一项不能完成就计为不配合。
摇 摇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9. 0 统计软件进行配对 字2 检
验处理两种斜视检查法配合人数的百分率有无显著性差
异。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斜视的构成比摇 国外报告儿童斜视的患病率 0. 29% ~
5. 66%,平均为 3%。 国内报告儿童的斜视患病率是 1% ~
3% 。 本组婴幼儿来源于眼科门诊,得到的斜视构成比明
显高于我国的斜视患病率。 我们在 392 名婴幼儿中查出
40 名是斜视,斜视的构成比是 10. 2% 。 其中内斜视 12
名,外斜视 25 名,上斜视 3 名。 40 个斜视患儿用手机视频
法检查的配合的人数是 33 名(82. 5% ),用传统方法检查
的配合人数是 26 名(65. 0% )。 新方法的配合率明显高于
传统方法,差异有显著性意义(字2 =0. 016,P<0. 05)。
2. 2 婴幼儿对两种斜视检查法的依从性摇 392 名中一半以
上的孩子对两种斜视检查法都能配合检查。 用手机动漫
视频做注视目标的配合率明显高于用传统点光源注视目
标的配合率,经配对 字2 检验两种方法的配合率的差异显
著,有统计学意义( 字2 = 0. 000,P<0. 05),两组数据列于
表 1。
2. 3 婴幼儿对两种斜视检查法依从性的年龄特点摇 婴幼
儿对两种斜视检查法依从性的年龄特点见表 2。 这些数
据显示婴幼儿对斜视检查的配合百分比随年龄增长而提
高。 13 ~ 18 月龄组的孩子用手机视频检查的合作率是
85. 7% ,与 25 ~ 36 月龄组的孩子用传统检查法才能达到
的 86. 0%的配合率相当。
2. 4 婴幼儿眼球运动幅度的观察摇 除了一进诊室就哭的
不合作,只要不哭的孩子都能被灯光或视频吸引,随其移
动而转动眼球,虽然眼球转动的动作幼稚不稳健,但是对
灯光和视频很感兴趣、很努力地向光源或视频方向看。 从
运动的表现看,婴幼儿眼球向下、向内运动成熟的早,基本
都能达到成人的运动幅度;向外侧转次之,上转动作成熟
的最晚。 眼球外转幅不足往往双眼不对称,有的一重一
轻,有的一眼正常一眼不足。 眼球上转幅度不足两眼是对
称性的。 392 名患儿的眼球运动的年龄特点见表 3。 婴幼
儿的眼球运动幅度不足的人数在 19 月龄以后急剧下降。
3 讨论
摇 摇 先天性内斜视发生在视觉形成的关键期,严重危害双
视觉发育,极易造成弱视。 国外研究发现出生早期的内斜

表 1摇 婴幼儿 392 名对两种检查方法配合度比较 例(% )
检查方法 n 配合 不配合

点光源 392 230(58. 7) 162(41. 3)
手机视频 392 334(85. 2) 58(14. 8)

表 2摇 不同年龄婴幼儿对斜视检查法配合的百分率 例(% )
月龄 n 点光源 手机视频

4 ~ 12 131 48(36. 6) 100(76. 3)
13 ~ 18 91 50(54. 9) 78(85. 7)
19 ~ 24 84 57(67. 9) 74(88. 1)
25 ~ 36 86 74(86. 0) 81(94. 2)

视能导致大脑双眼驱动细胞功能异常[5-6],因此,理论上
讲婴幼儿先天性内斜视必须早期手术。 国外临床方面研
究报告显示:出生后 8mo 内做先天性内斜视手术的远期
伴发分离性垂直偏斜(dissociated vertical deviation, DVD)
的比例和程度低[7]。 24mo 之内手术的术后获得双眼视觉
的比例高[8]。 手术矫正效果与术前斜视度和是否伴有下
斜肌亢进相关[9]。 目前美国眼科临床普遍实行的是婴幼
儿先天性内斜视在出生 14mo 内进行手术[10];国内先天性
婴幼儿内斜视的手术治疗多在 2 岁之后。 杨侃等[11] 报告
手术治疗了 36 例先天内斜,其中 8 例在术后建立三级立
体视功能。 孙荣霞等[12]的 136 例先天内斜视治疗报告显
示 2 岁之前手术组的双眼视功能好于 2 岁后手术组。 刘
垠等[13]和韩爱军[14]则分别报告 3、4 岁以上年龄手术的儿
童术后立体视觉建立的比例高。 国内部分学者报告的手
术后年长儿童的双眼视优于年幼儿童的原因可能与他们
观察对象中早期手术的例数少、观察期短有关,与国内先
天性内斜视普遍出生 2 岁之后手术的现状相符合。
摇 摇 综上所述,先天性内斜视早手术对建立双眼视觉有
益,但是孩子太小不一定能配合术前检查,要想早期治疗
必须了解多大的孩子能够配合斜视的定量检查,以及怎样
提高孩子对斜视检查的配合度。 目前国内这方面还没有
相关的报告,为此我们开展了本项观察,旨在了解婴幼儿
能够配合斜视定量检查的年龄。
摇 摇 三棱镜交替遮盖法是临床常规应用的斜视定性定量
检查法,操作简单快速无害,结果客观,适合婴幼儿阶段只
有短暂的注意力的特点。 用来观察婴幼儿对斜视检查的
反应简便快捷,有代表性。 通过 392 名婴幼儿的检查我们
有以下发现:(1)大多数婴幼儿能配合三棱镜交替遮盖试
验,4 ~ 36 月龄组的婴幼儿对传统检查法的配合率是
58郾 7% ,改 用 手 机 视 频 做 注 视 目 标 后, 合 作 率 达 到
85郾 2% ,两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操作中的
经验:婴幼儿的特点是理解力差,好奇心强,注意力短暂。
检查者尽量不说话或少说话(要说就说孩子能听懂的单
字),直接给孩子看点光源或手机视频吸引其注意力,马
上把三棱镜放在其右眼前,迅速交替遮盖并做出判断,抢
在孩子好奇心消失之前做出判断,这样做检查的成功率
高。 (2)婴幼儿对斜视检查的配合百分率随着月龄的增
加而提高。 传统视标方法 25 ~ 36 月龄组孩子能达到 86.
0%的配合率,用手机视频法 12 ~ 18 月龄组的孩子就基本
达到了。 (3)婴幼儿的眼球向下和向内运动幅度最先达
到成人的水平,外方次之,上方最晚。 90%的 19 月龄以上
孩子眼球向各方向运动的幅度基本达到成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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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3摇 视频法婴幼儿眼球运动幅度的观察 例

月龄 视频合作人数 眼球运动欠佳的例数 上转不足 外转不足 下转不足

4 ~ 12 100 42 30 8 4
13 ~ 18 78 11 4 6 1
19 ~ 24 74 7 2 2 3
25 ~ 36 81 8 2 1 5

摇 摇 手机视频做注视目标能提高 4 ~ 36 月龄婴幼儿对斜
视检查的依从性。 国内李世莲等[15] 报告过 14 名 2 岁以
下先天性内斜视的手术病例,他们的经验 18 月龄以上的
患儿多能配合检查。 本研究观察对象中的 392 名婴幼儿
中 18 月龄以下的有 221 名,对了解该年龄段婴幼儿对斜
视检查的依从性有参考意义,为临床婴幼儿斜视的检查提
供了经验。 由于我们的观察对象不是社会一般人群,也不
是斜视群体,所以我们的斜视构成比明显高于国内报告的
斜视患病率;由于我们观察对象中正常孩子的比例大,斜
视孩子的比例小,所以还应该进一步观察斜视婴幼儿对新
的斜视度测量方法的顺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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