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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intraocular scattered
light and contrast sensitivity in cataract patient蒺s visual
quality.
誗METHODS: Seventy - three cases of cataract patients
(120 eyes ) in our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4 were selected, of which 32 cases (52 eyes)
were cortical cataract, 18 cases (33 eyes) were nuclear
cataract, 23 cases (35 eyes) were posterior subcapsular
cataract, and 40 normal persons (40 eyes) were as the
normal group. The full-eye corneal astigmatism and total
astigmatism were observed in all those enrolled. The
contrast sensitivity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 was checked
by automatic glare contrast sensitivity tester.
誗RESULTS: The corneal astigmatism and full eye total
astigmatism in the cortical cataract group, nuclear
cataract group and the posterior capsule catarac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group(P<
0. 05) . The total astigmatism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ataract in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corneal
astigmatism and total full eye astigmatism (P>0. 05) . The
contrast sensitivity in the cortical cataract group, nuclear
cataract group and posterior subcapsular cataract group in
the whole ban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normal
group ( P < 0. 05 ) . The contrast sensitivity of posterior
subcapsular cataract group in the whole ban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rtical cataract groups and
nuclear cataract group(P<0. 05) .
誗 CONCLUSION: Intraocular scatter light and contrast
sensitivity joint inspection can effectively evaluate the visual

quality of cataract patients, which lead to early treatment.
誗 KEYWORDS: intraocular scattered light; contrast
sensitivity; cataract; visu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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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眼内散射光及对比敏感度检查在白内障患者真
实视觉质量评估中的意义。
方法:选取我科 2012-01 / 2014-01 的白内障患者共 73 例
120 眼,其中皮质性白内障 32 例 52 眼,核性白内障 18 例
33 眼,后囊下白内障 23 例 35 眼,同时选取同期正常人 40
例 40 眼。 观察所有入选者的角膜散光和全眼总散光;采
用自动眩光对比敏感度检查仪检查不同视角的对比敏
感度。
结果:皮质性白内障组、核性白内障组和后囊下白内障组
的角膜散光和全眼总散光显著高于正常组(P<0. 05);白
内障三组患者的角膜散光和全眼总散光无显著差异(P>
0郾 05)。 皮质性白内障组、核性白内障组和后囊下白内障
组的对比敏感度在全频段均显著低于正常组(P<0. 05);
后囊下白内障组的对比敏感度在全频段均显著低于皮质
性白内障组和核性白内障组(P<0. 05)。
结论:采用眼内散射光及对比敏感度联合检查,可有效评
价白内障患者的视觉质量,进而早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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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白内障是全球主要致盲疾病之一,我国盲人中因白内
障致盲的占 40% ~ 70% ,而且约有 15% ~ 29% 白内障患
者存在 1. 50D 以上的角膜散光[1],若不及时矫正散光则
严重影响患者视力恢复。 老化、遗传、局部营养障碍、免疫
与代谢异常等原因均可导致晶状体代谢紊乱,蛋白质变
性,晶状体混浊,发生白内障。 白内障好发生于 40 岁以上
人群,随年龄增长发生率随之增加。 白内障患者的晶状体
混浊造成光的吸收和散射,影响视网膜成像质量,过去常
采用视力评价视觉损害,但其无法对功能视觉障碍进行测
量和评价,因此对视力良好存在功能视觉障碍的白内障患
者可采用对比敏感度检查。 本研究探讨眼内散射光及对
比敏感度检查在白内障患者真实视觉质量评估中的意义,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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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各组患者及对照组不同视角的对比敏感度对比 軃x依s
组别 0. 7毅 1. 0毅 1. 6毅 2. 5毅 4. 0毅 6. 3毅
正常组(n=40) 1. 45依0. 48 5. 02依2. 74 11. 09依3. 46 17. 36依8. 42 31. 17依12. 89 38. 28依15. 63
皮质性白内障组(n=52) 0. 46依0. 33a 3. 65依1. 44a 6. 74依2. 38a 12. 37依6. 78a 18. 65依9. 72a 29. 29依16. 94a

核性白内障组(n=33) 0. 81依0. 47a 3. 31依1. 18a 7. 42依3. 19a 12. 85依7. 39a 19. 31依8. 47a 25. 35依14. 06a

后囊下白内障组(n=35) 0. 01依0. 00a,c,e 1. 75依0. 87a,c,e 4. 95依1. 93a,c,e 10. 44依4. 82a,c,e 16. 56依5. 79a,c,e 23. 62依12. 73a

aP<0. 05 vs 正常组;cP<0. 05 vs 皮质性白内障组;eP<0. 05 vs 核性白内障组。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选取我科 2012-01 / 2014-01 的白内障患者共
73 例 120 眼,其中皮质性白内障 32 例 52 眼,核性白内障
18 例 33 眼,后囊下白内障 23 例 35 眼,同时选取同期正常
人 40 例 40 眼。 白内障组男 38 例 56 眼,女 35 例 64 眼;年
龄 35 ~ 84(平均 63. 4依9. 8)岁。
1. 2 方法

1. 2. 1 排除标准摇 (1)合并其他器质性眼病(角膜病变、
黄斑病变、青光眼等)或眼科手术史;(2)最佳矫正视力<
0. 5;(3)不能配合相关检查者。 正常人男 21 例 21 眼,女
19 例 19 眼;年龄 36 ~ 82(平均 64. 1依9. 6)岁。 两组一般
情况无显著差异(P>0. 05);所有入选者入组前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本次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 2. 2 观察指标摇 (1)比较各组患者不同视角的对比敏感
度。 采用产自日本的 Takaci-CGT-1000 型自动炫光对比
敏感度检查仪检测患者 0. 7毅,1. 0毅,1. 6毅,2. 5毅,4. 0毅,6. 3毅
视角的对比敏感度。 对比敏感度 = 1 / 敏感度阈值;(2)比
较各组患者及对照组的角膜散光和全眼总散光。
摇 摇 统计学分析:将所得数据经 SPSS 18. 0 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軃x依s),两组间采用 t 检验;P<0. 05 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1 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 1 各组患者及对照组不同视角的对比敏感度对比摇 各
组患者及对照组不同视角的对比敏感度对比见表 1。 皮
质性白内障组、核性白内障组和后囊下白内障组的对比敏
感度在全频段均显著低于正常组(P<0. 05);后囊下白内
障组的对比敏感度在全频段均显著低于皮质性白内障组
和核性白内障组(P<0. 05)。
2. 2 各组患者及对照组的角膜散光和全眼总散光对比 摇
各组患者及对照组的角膜散光和全眼总散光对比,见表 2。
皮质性白内障组、核性白内障组和后囊下白内障组的角膜
散光和全眼总散光显著高于正常组(P<0. 05);白内障三
组患者的角膜散光和全眼总散光无显著差异(P>0. 05)。
3 讨论

摇 摇 晶状体混浊与视力下降及视觉功能性损害直接相关,
过去视力是评价视觉损害的常用检测指标,但近年来越来
越多研究发现,单用视力的好坏并不能全面评估白内障患
者的视觉质量,视力与患者的主观视觉质量损害相关性较
差,因此,对比敏感度、眼内散射光逐渐用于白内障患者视
觉质量评估的临床应用中[2]。
摇 摇 白内障患者的散光主要源自角膜散光。 有研究报道,
角膜散光度数低于 0. 50D 占白内障患者的 24. 8% ,而大
于 1. 00D 者占 41. 8% [3],因此,角膜散光对白内障患者视

力恢复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裸眼视力的恢复。 临床上对
于较年轻伴角膜散光的白内障患者予以角膜接触镜或眼

表 2摇 各组患者及对照组的角膜散光和全眼总散光对比

(軃x依s,D)
组别 例数 角膜散光 全眼总散光

正常组 40 0. 61依0. 22 0. 62依0. 34
皮质性白内障组 52 3. 46依0. 19a 4. 05依1. 26a

核性白内障组 33 3. 39依0. 21a 4. 17依1. 03a

后囊下白内障组 35 3. 42依0. 27a 3. 99依1. 08a

aP<0. 05 vs 正常组。

镜治疗,而老年患者则采用激光治疗[4]。 本研究结果显
示:皮质性白内障组、核性白内障组和后囊下白内障组的
角膜散光和全眼总散光显著高于正常组,说明白内障患者
存在一定的角膜散光。 众所周知,散射光可造成失能性眩
光,降低白内障患者的视觉质量,具体主要表现为对比敏
感度下降,患者主观眩光感增加等。 Toric 人工晶状体植
入术有利于矫正角膜散光[5]。
摇 摇 角膜光散射随年龄的增长变化不大,但视网膜表面可
能不规则,从而引起光散射的增加,导致眼组织光散射的
其他因素可能与眼内色素分布有关[6]。 邢晓杰等[2] 在排
除影响眼内散射光因素后分析不同类型白内障对眼内散
射光的影响得出结果,不同类型白内障对眼内散射光有一
定影响,其中以后囊下白内障影响最大;后囊下白内障和
混合性白内障患者间对比敏感度和散射光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 05)。
摇 摇 人眼的视锐度主要体现在对比敏感度的高频区,视觉
对比度和中心视力的综合主要体现在中频区,视觉对比度
主要体现在低频区,白内障主要影响中低频区的对比敏感
度[7]。 国外有研究报道,与其他类型白内障患者相比,后
囊下白内障对敏感度和眩光敏感度在全频段下降十分明
显,对比敏感度和散射光间呈负相关[8],与本研究结果一
致。 有研究报道,皮质性白内障可引起对比敏感度在高空
间频率范围的下降,后囊下白内障可使低空间、中空间频
率范围内的对比敏感度下降,核性白内障可使中、高空间
频率范围内的对比敏感度下降[9]。 彭程等[10] 研究报道视
力检查可能会低估皮质性、核性、后囊膜下混浊等形态差
异对视觉质量的影响,后囊膜下白内障对视觉质量的影响
最大。 后囊下白内障较其他类型白内障发生时间早,且患
者年龄小,主观视觉质量差[11],也说明不能单用视力来描
述患者的视觉受损情况。
摇 摇 综上所述,不同类型白内障患者对比敏感度较健康者
有不同的下降,尤其是后囊下白内障患者其对比敏感度在
全频段下降更明显,患者视觉质量更差,需要早诊断、早治
疗。 采用眼内散光及对比敏感度检查可更精确灵敏地反
映白内障患者真实的视觉质量,特别对功能视觉障碍患者
意义重大。 但本实验未对眼散光的影响因素进行排除,且

692

国际眼科杂志摇 2015 年 2 月摇 第 15 卷摇 第 2 期摇 摇 摇 www. ies. net. cn
电话:029鄄82245172摇 摇 82210956摇 摇 摇 电子信箱:IJO. 2000@ 163. com



对比敏感度检查是一种新的视力检查,患者的配合度、年
龄、反应速度等因素均可影响检查结果,因此,在进行对比
度检查时要考虑到患者自身因素,尽可能减少其影响,确
保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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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国际眼科杂志》英文刊 IJO
入选 2014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本刊讯摇 2014 年 12 月 16 日,“2014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暨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国内引证报告发布

会冶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中宣部、
教育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有关领导和专家,
以及来自全国期刊出版界、学术界的 2000 多位代表出席发布大会。 此次发布的各种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国内

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是由清华大学所属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和清华大学图书馆联合设立的中国学术文献

国际评价研究中心研制的,也是他们连续发布的第三个年度报告,受到了国内外期刊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摇 摇 本次入选 2014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TOP5% )的有 Cell Research 和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等,
共 175 种期刊。 入选 2014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TOP5% ~ 10% )的共 175 种,其中眼科学期刊仅 2
种,分别是国际眼科杂志英文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和中华眼科杂志。 这表明,IJO 的国

际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努力争取尽快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值此,我们

特别感谢本刊编委和广大作者及审稿人对本刊的宝贵指导和大力支持!

IJO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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