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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并比较飞秒激光制瓣联合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
磨镶术(ＦＳ－ＬＡＳＩＫ)与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
术(ＳＭＩＬＥ)对角膜前表面非球面性的影响ꎮ
方法:选取 ２０１６－１１ / ２０１７－０９ 在我院行 ＦＳ－ＬＡＳＩＫ 手术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和 ＳＭＩＬＥ 手术(ＳＭＩＬＥ 组)的近视患者各
６０ 例 ６０ 眼ꎬ术前和术后 ３ｍｏ 使用 Ｐｅｎｔａｃａｍ 眼前节分析系
统测量角膜前表面 ６、７、８、９ｍｍ 直径范围 Ｑ 值和角膜前表
面像差ꎮ
结果:术前ꎬ两组患者角膜前表面各直径范围 Ｑ 值均无差
异ꎻ术后 ３ｍｏꎬ均明显高于术前ꎬ且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患者角膜
前表面 ６ｍｍ 直径范围 Ｑ 值明显高于 ＳＭＩＬＥ 组(０ ８９ ±
０ ４３ ｖｓ ０ ４７±０ ３２ꎬＰ<０ ０５)ꎮ 术前ꎬ两组患者角膜总高
阶像差和角膜球差均无差异ꎻ术后 ３ｍｏꎬ两组患者角膜总
高阶像差也无差异ꎬ但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患者角膜球差高于
ＳＭＩＬＥ 组(０ ４３±０ ２３μｍ ｖｓ ０ ３１±０ １１μｍꎬＰ<０ ０５)ꎮ
结论:ＦＳ－ＬＡＳＩＫ 和 ＳＭＩＬＥ 术均改变了角膜前表面非球面
性ꎬ术后角膜前表面 Ｑ 值均向正值方向变化ꎬ且 ＳＭＩＬＥ 术
对角膜前表面 Ｑ 值和角膜像差的改变均小于 ＦＳ －
ＬＡＳＩＫ 术ꎮ
关键词: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ꎻ飞秒激光
制瓣联合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ꎻ非球面ꎻＱ 值ꎻ角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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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角膜的非球面性即 Ｑ 值ꎬ描述角膜曲率由中央到周

边的变化趋势ꎮ 常规的角膜屈光手术后 Ｑ 值发生改变ꎬ
引起术后高阶像差ꎬ尤其是正球差的显著增加ꎬ导致视觉
质量降低[１－２]ꎮ 近年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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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两组患者术前基本资料比较

组别 眼数 男 /女(例) 年龄(岁) 角膜厚度(μｍ) 角膜曲率(Ｄ)
ＳＭＩＬＥ 组 ６０ ２９ / ３１ ２３ ６５±４ ３８(１８~３４) ５６６ ９２±２３ １５(５３４ ００~６１７ ００) ４２ ９６±１ ０５(３９ ７５~４４ ５０)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 ６０ ３２ / ２８ ２３ ４０±４ ７６(１８~３４) ５６１ ９４±２５ ６５(５２９ ００~６４１ ００) ４３ １９±１ ６０(３９ ２５~４６ ００)

　 　 　 　 　 　 　 　 　 　 　 　 　 　 　 　 　 　 　 　 　 　
ｔ / χ２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１ ０５ －１ ３７
Ｐ ０ ５８ ０ ２６ ０ ９８ ０ ０７
组别 眼数 球镜度数(Ｄ) 柱镜度数(Ｄ) 等效球镜度(Ｄ) ＢＣＶＡ(ＬｏｇＭＡＲ)

ＳＭＩＬＥ 组 ６０
－４ ７７±１ ２６

(－２ ５０~ －７ ２５)
－０ ４７±０ ４８

(－１ ７５~０ ００)
－５ ０１±１ ３２

(－２ ８８~ －７ ８８)
０ ０１±０ ０４

(－０ １０~０ １０)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 ６０
－５ １２±１ ４２

(－１ ５０~ －８ ５０)
－０ ４８±０ ５７

(－２ ００~０ ００)
－５ ３６±１ ５１

(－１ ５０~ －８ ５０)
０ ０１±０ ０４

(－０ １０~０ １０)
　 　 　 　 　 　 　 　 　 　 　 　
ｔ １ ３１ ０ １０ １ ２５ ０ ２１
Ｐ ０ ９４ ０ ２０ ０ ９７ ０ ８４

术(ｓｍａｌｌ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ｌｅｎｔｉｃｕｌ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ꎬＳＭＩＬＥ)以其切口小ꎬ
无需制作角膜瓣ꎬ视力恢复快等特点ꎬ成为众多眼科专家
研究的热点[３－４]ꎮ 本研究拟分析比较 ＳＭＩＬＥ 和飞秒激光
制瓣联合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 ｆｅｍｔｏ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ｓｉｔｕ ｋｅｒａｔｏｍｉｌｅｕｓｉｓꎬＦＳ－ＬＡＳＩＫ)术后 ３ｍｏ 角膜前
表面 Ｑ 值和球差的变化ꎬ并对其相关因素进行分析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前瞻性临床对照研究ꎮ 选取 ２０１６－１１ / ２０１７－
０９ 在我院行 ＦＳ－ＬＡＳＩＫ 手术(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和 ＳＭＩＬＥ 手
术(ＳＭＩＬＥ 组)的近视患者各 ６０ 例 ６０ 眼(均纳入右眼数
据进行研究)ꎮ 纳入标准:(１)年龄≥１８ 周岁ꎻ(２)屈光状
态稳定 ２ａ 以上ꎻ(３)术前停戴隐形眼镜 ２ｗｋ 以上ꎻ(４)无
全身性和其它眼部疾病ꎻ(５)术后角膜基质床厚度大于
２８０μｍꎻ(６)术后遵医嘱定期随诊 ３ｍｏ 以上ꎮ 排除标准:
(１)存在全身结缔组织疾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ꎻ(２)孕期
和哺乳期女性ꎻ(３)活动性眼部疾病ꎬ角膜斑翳ꎬ圆锥角膜
或可疑圆锥角膜等患者ꎮ 两组患者性别构成比、年龄、术
前球镜度数、柱镜度数、等效球镜度、最佳矫正视力
(ＢＣＶＡ)、角膜厚度、角膜曲率等基本资料比较ꎬ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表 １)ꎬ具有可比性ꎮ 本研究通过了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ꎬ所有检查项目均在被检查者知情同
意的基础上进行ꎮ
１ ２方法
１ ２ １术前检查　 所有患者术前均进行系统的眼科检查ꎬ
包括裸眼远近视力、最佳矫正远近视力、裂隙灯、散瞳眼底
检查、电脑散瞳验光、主觉验光、眼内压测定、角膜测厚、角
膜地形图等ꎬ并采用 Ｐｅｎｔａｃａｍ 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
角膜非球面性和角膜前表面像差ꎬ其中角膜非球面性检测
包括角膜前表面 ６、７、８、９、１０ｍｍ 直径范围 Ｑ 值ꎬ但由于
１０ｍｍ 范围 Ｑ 值存在变异性ꎬ可重复性较差ꎬ本研究未纳
入分析ꎻ角膜前表面像差检测包括角膜总高阶像差和角膜
球差ꎮ Ｐｅｎｔａｃａｍ 检查在暗室自然瞳孔状态下进行ꎬ取成像
质量结果显示为 ＯＫꎬ并且角膜暴露区域大于 ９ｍｍ 的检测
结果ꎮ
１ ２ ２手术方法 　 手术均由同一位资深医师完成ꎮ (１)
ＦＳ－ＬＡＳＩＫ 术:采用 Ｉｎｔｒａｌａｓｅ 飞秒激光系统制作角膜瓣ꎬ蒂
部位于上方ꎬ直径 ８ ３０ ~ ８ ５０ｍｍꎬ厚度 １０５ ~ １１０μｍꎻ采用
Ｅｙｅ－Ｑ ４００Ｈｚ 准分子激光系统行角膜切削ꎬ目标 Ｑ 值为
Ｑ术前－０ １ꎬ光学区 ６ ００~６ ６０ｍｍꎬ过渡区为 １ ００ｍｍꎮ (２)

ＳＭＩＬＥ 术:采用 ＶｉｓｕＭａｘ 飞秒激光仪进行激光扫描ꎬ帽直
径 ７ ３０ ~ ７ ５０ｍｍꎬ厚度 １２０ ~ １３０μｍꎬ透镜直径 ６ ３０ ~
６ ５０ｍｍꎬ手术边切口位于 １１∶ ００ 位ꎬ长度 ２ ５０ｍｍꎬ扫描完
成后钝性分离基质透镜的上下表面并取出ꎮ 术后第 １ｄꎬ
两组患者均采用皮质类固醇滴眼液、抗生素滴眼液、人工
泪液点眼ꎬ４ 次 / ｄꎻ７ｄ 后皮质类固醇滴眼液减量至 ３ 次 / ｄꎬ
持续使用 ４ｗｋꎬ同时停用抗生素滴眼液ꎬ酌情使用人工
泪液ꎮ
１ ２ ３术后随访　 术后 １ｄꎬ１ｗｋꎬ１、３ｍｏ 进行视力、裂隙灯
眼前节检查、主觉验光、眼压等眼科检查ꎬ术后 ３ｍｏ 采用
Ｐｅｎｔａｃａｍ 眼前节分析系统检测角膜非球面性和角膜前表
面像差ꎮ

统计学分析: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４ 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ꎮ 计量资料采用 ｘ±ｓ 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
验ꎬ手术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ꎮ 计数资料的组间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ꎮ 相关性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
法ꎮ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两组患者手术情况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ꎬ术中
和术后均无严重并发症发生ꎬ术后均达到术前预矫效果ꎮ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和 ＳＭＩＬＥ 组切削深度分别为 ７７ ７０±１６ ２０、
１０１ ６０ ± ２１ ９１μｍꎬ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ｔ ＝ ７ ３０ꎬ Ｐ <
０ ００１)ꎮ 术后 ３ｍｏꎬ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和 ＳＭＩＬＥ 组患者裸眼视
力(ＬｏｇＭＡＲ)分别为－０ ０７±０ ０６ 和－０ ０５±０ ０７ꎬ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ｔ＝ ０ ４３ꎬＰ>０ ０５)ꎮ
２ ２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角膜前表面 Ｑ 值情况 　 术前ꎬ两
组患者角膜前表面 ６、７、８、９ｍｍ 直径范围 Ｑ 值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ꎻ术后 ３ｍｏꎬ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患者角膜前
表面 ６ｍｍ 直径范围 Ｑ 值明显高于 ＳＭＩＬＥ 组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其余各角膜前表面直径范围内 Ｑ 值两
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两组患者术后 ３ｍｏ
角膜前表面各直径范围 Ｑ 值均明显高于术前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见表 ２ꎬ图 １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ꎬ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和 ＳＭＩＬＥ 组患者手术前后角膜前表
面 ６ｍｍ 直径范围△Ｑ 值(Ｑ术后３ｍｏ －Ｑ术前)和切削深度均呈
正相关( ｒ＝ ０ ７２６、０ ８３５ꎬ均 Ｐ<０ ０１)ꎮ
２ ３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角膜前表面像差情况　 术前ꎬ两组
患者角膜总高阶像差和角膜球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ꎻ术后 ３ｍｏꎬ两组患者角膜总高阶像差差异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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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角膜前表面 Ｑ 值比较 ｘ±ｓ
范围 组别 术前 术后 ３ｍｏ ｔ Ｐ
６ｍｍ ＳＭＩＬＥ 组 －０ ２７±０ ０８ ０ ４７±０ ３２ －１６ ２７ <０ ００１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 －０ ２６±０ ０７ ０ ８９±０ ４３ －２０ ３９ <０ ００１
　 　 　 　

ｔ －０ ８０ －５ ６３
Ｐ ０ １３ ０ ０３

７ｍｍ ＳＭＩＬＥ 组 －０ ３０±０ ０９ ０ ５０±０ ３２ －１８ １６ <０ ００１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 －０ ２９±０ ０７ ０ ８３±０ ３７ －２２ ５４ <０ ００１

　 　 　 　
ｔ －０ ５３ －４ ６７
Ｐ ０ ３８ ０ ３５

８ｍｍ ＳＭＩＬＥ 组 －０ ３３±０ １０ ０ ４９±０ ３０ －１９ ３７ <０ ００１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 －０ ３２±０ ０９ ０ ７２±０ ３１ －２４ ５９ <０ ００１

　 　 　 　
ｔ －０ ４２ －３ ８０
Ｐ ０ ８６ ０ ８０

９ｍｍ ＳＭＩＬＥ 组 －０ ３５±０ １１ ０ ４１±０ ２８ －１９ ７９ <０ ００１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 －０ ３６±０ １０ ０ ５３±０ ２７ －２３ ７１ <０ ００１

　 　 　 　
ｔ ０ １４ －２ ０５
Ｐ ０ ８１ ０ ３６

表 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角膜前表面相差比较 (ｘ±ｓꎬμｍ)

组别
总高阶像差

术前 术后 ３ｍｏ
ｔ Ｐ

球差

术前 术后 ３ｍｏ
ｔ Ｐ

ＳＭＩＬＥ 组 ０ ４１±０ ０８ ０ ７２±０ ２１ －９ ２６ <０ ００１ ０ １８±０ ０８ ０ ３１±０ １１ －６ ２７ <０ ００１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 ０ ４１±０ ０９ ０ ８３±０ ２７ －８ ３３ <０ ００１ ０ ２０±０ ０７ ０ ４３±０ ２３ －７ ３９ <０ ００１

　 　 　 　 　 　 　 　 　 　 　
ｔ ０ ５５ －２ ２７ －１ ５４ －３ ３０
Ｐ ０ １３ ０ ０７ ０ ５３ <０ ００１

图 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角膜前表面 Ｑ 值变化趋势ꎮ

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但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患者角膜球差高于

ＳＭＩＬＥ 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１)ꎬ见表 ３ꎮ
３讨论

角膜 Ｑ 值是用来定量角膜非球面性程度的数值ꎬ描
述角膜前表面从顶点到周边的曲率变化趋势ꎬ当 Ｑ＝ ０ 时ꎬ
角膜为完美的球面ꎻ当 Ｑ>０ 时ꎬ角膜为扁球型ꎬ表示角膜

曲率由中心到周边逐渐变陡ꎻ当 Ｑ<０ 时ꎬ角膜为椭球型ꎬ
表示角膜曲率由中心到周边逐渐扁平ꎮ Ｍｏｌｃｈａｎ 等[５] 研

究中ꎬ不同屈光手术的近视患者术前 Ｑ 值为－０ ３２±０ １３
和－０ ３１±０ １１ꎮ Ｚｈａｎｇ 等[６] 研究发现该值为－０ ２２±０ ０９
和－０ ２５±０ １０ꎮ 苏小连等[７] 研究发现ꎬ近视患者术前角

膜前表面 ６~９ｍｍ 直径范围 Ｑ 值约为－０ ３８ ~ －０ ２４ꎮ 本

研究发现ꎬ术前 ＳＭＩＬＥ 组和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角膜前表面 Ｑ 值

分别为－０ ３５ ~ －０ ２７ 和－０ ３６ ~ －０ ２６ꎬ与以往研究结果

相似ꎮ
ＳＭＩＬＥ 手术于 ２０１１ 年由 Ｓｈａｈ 等专家首次报道ꎬ其安

全性、可靠性已得到了广泛认可[３－４]ꎮ 本研究中ꎬＳＭＩＬＥ
组患者手术切口长度为 ２ ５０ｍｍꎬ术后角膜前表面 ６、７、８、
９ｍｍ 范围 Ｑ 值均为正值(０ ４１ ~ ０ ５０)ꎬ较术前显著增加ꎮ
由此可见ꎬＳＭＩＬＥ 手术改变了角膜前表面的非球面性ꎬ由
术前的椭球型变为术后的扁球型ꎬ术前角膜前表面由中央

至周边 Ｑ 值呈负性增加的趋势ꎬ而术后这一趋势发生改

变ꎬ这与 Ｙｕ 等[８] 和张亚丽等[９] 研究结果相同ꎬ但与苏小

连等[７]研究结果有所不同ꎬ考虑与手术方式和光学区的设

定有关ꎬ该手术无瓣ꎬ手术光学区设定为 ６ ３０ ~ ６ ５０ｍｍꎬ
过渡区为 ０ １ｍｍꎬ所以 ７ｍｍ 左右的直径范围内应该是角

膜曲率半径变化最大的区域ꎬ对 Ｑ 值的影响也应该是偏

大的ꎬ越靠近周边影响相对越小ꎮ 以往研究表明ꎬ角膜椭

球型的非球面性(Ｑ<０)与晶状体的扁球型的非球面性

(Ｑ>０)相互补偿ꎬ从而得到眼球整体更小的球差ꎬ更好的

视觉质量[１０]ꎮ ＳＭＩＬＥ 手术改变了角膜的非球面性ꎬ故手

术引入了过多的像差ꎬ从而影响了术后的视觉质量ꎮ 本研

究表明ꎬ该组患者术前角膜总高阶像差和角膜球差分别为

０ ４１±０ ０８、０ １８±０ ０８μｍꎬ术后 ３ｍｏ 分别为 ０ ７２±０ ２１、
０ ３１±０ １１μｍꎬ均显著增加ꎮ 此外ꎬ通过计算我们发现ꎬ术
后 ３ｍｏ 球差占总高阶像差的比例并没有因手术而发生明

显改变(４３ １％ ｖｓ ４３ ９％)ꎬ推测手术导致了角膜总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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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差的改变ꎬ其球差亦呈比例增加ꎬ并没有引入额外过多

的球差ꎬ角膜基质透镜的设计本身就考虑了角膜非球面性

这一因素ꎬ但尚需进一步研究ꎮ
传统的准分子激光切削在矫正屈光不正的同时ꎬ可导

致球差和角膜非球面性增加ꎬ若伴有偏心ꎬ切削不规则ꎬ回
退和角膜膨隆等情况ꎬ则更会引入过多的彗差和其它高阶

像差[２ꎬ１１]ꎮ 角膜非球面性的改变是引起屈光不正术后视

功能降低的主要因素[１２]ꎬ因而减少术源性 Ｑ 值变化显得

尤其重要ꎮ 在临床治疗中ꎬＱ 值引导的屈光手术也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１ꎬ５]ꎮ 本研究中ꎬ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患者术前角膜

前表面 ６~９ｍｍ 范围 Ｑ 值为－０ ３６~ －０ ２６ꎬ术后均为正值

(０ ５３~０ ８９)ꎬ显著增加ꎬ这与 Ｈｕａｎｇ 等[１]研究结果相似ꎬ
该研究中 ＬＡＳＩＫ 组和 ＬＡＳＥＫ 组患者平均 Ｑ 值均从术前
－０ ３５± ０ １５ 增 加 到 术 后 ０ ７９ ± ０ ３３ 和 ０ ７９ ± ０ ３０ꎮ
Ｓｔｏｊａｎｏｖｉｃ 等[１３]研究结果显示ꎬＱ 值引导的切削模式对角

膜非球面性的改变(术前 Ｑ 值－０ ３６ꎬ术后 Ｑ 值－０ ０３)显
著低于像差引导模式(术前 Ｑ 值－０ ３３ꎬ术后 Ｑ 值 ０ ０６)ꎬ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目标 Ｑ 值的设置不同ꎮ 目前ꎬ目标 Ｑ
值的设定尚无统一规定ꎬ缺乏规范性ꎮ 在本研究中ꎬ目标

Ｑ 值设定为 Ｑ术前 － ０ １ꎬＨｕａｎｇ 等[１] 研究中目标 Ｑ 值为

Ｑ术前ꎬ而 Ｓｔｏｊａｎｏｖｉｃ 等[１３] 研究中目标 Ｑ 值为 Ｑ术前 －０ ５ 或

Ｑ术前－０ ６ꎮ Ｋｏｌｌｅｒ 等[１４]研究指出 Ｑ术前－０ ４ 在矫正近视散

光中可以获得和波前像差引导手术一样的视觉效果ꎮ 值

得注意的是ꎬ目标 Ｑ 值的设定并非是指使术后的 Ｑ 值达

到这一目标ꎬ而是指准分子激光对角膜从中央至周边的非

球面切削模式的改变ꎬＱ 值改变越大ꎬ切削的角膜组织越

多ꎮ Ｑ 值引导的准分子激光手术ꎬ目标 Ｑ 值的设定还有待

改进、设计和完善ꎬ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ꎮ 本研究结果

表明ꎬＦＳ－ＬＡＳＩＫ 手术能够改变角膜前表面的非球面性ꎬ由
术前的椭球型变为术后的扁球型ꎬ但术前角膜前表面由中

央至周边 Ｑ 值呈负性增加的趋势在术后未发生改变ꎬ这
与侯杰等[１５]研究结果一致ꎬ考虑除了与切削区域有关外ꎬ
亦可能与 ＦＳ－ＬＡＳＩＫ 手术角膜瓣的制作有关ꎬ但角膜瓣的

制作是否影响角膜前表面的非球面性仍需进一步研究证

实ꎮ 角膜非球面性的改变必然会引入更多的高阶像差ꎬ本
研究发现ꎬ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患者术前角膜总高阶像差和球差

分别为 ０ ４１ ± ０ ０９、０ ２０ ± ０ ０７μｍꎬ术后 ３ｍｏ 为 ０ ８３ ±
０ ２７、０ ４３±０ ２３μｍꎬ显著增加ꎬ通过计算发现ꎬ术后 ３ｍｏ
角膜球差占角膜总高阶像差的比例较术前稍有增加

(５１ ８％ ｖｓ ４８ ８％)ꎮ
此外ꎬ通过对两组患者手术前后 Ｑ 值进行对比发现ꎬ

术前均无统计学差异ꎬ术后 ３ｍｏꎬＳＭＩＬＥ 组患者 ６ｍｍ 直径

范围角膜前表面 Ｑ 值显著低于 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ꎬ其它直径范

围内 Ｑ 值也是明显较低ꎬ但无统计学差异ꎬ表明ＦＳ－ＬＡＳＩＫ
手术对角膜前表面非球面性的影响显著高于 ＳＭＩＬＥ 手

术ꎮ 我们也发现ꎬＦＳ－ＬＡＳＩＫ 组患者术后角膜总高阶像差

和球差均高于 ＳＭＩＬＥ 组ꎬ在球差方面有显著性差异ꎬ表明

ＳＭＩＬＥ 手术对角膜高阶像差的影响小于 ＦＳ－ＬＡＳＩＫ 手术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两组患者角膜前表面 ６ｍｍ 直

径范围△Ｑ 值和切削深度均呈正相关ꎬ分析认为矫正的屈

光度数越高ꎬ中央切削深度越大ꎬＱ 值的变化越显著ꎮ 本

研究中ꎬＳＭＩＬＥ 组患者的切削深度显著高于 ＦＳ －ＬＡＳＩＫ
组ꎬ结合 Ｑ 值和像差的分析结果ꎬ充分表明与 ＦＳ－ＬＡＳＩＫ
手术相比ꎬＳＭＩＬＥ 手术对角膜前表面 Ｑ 值改变较小ꎬ这与

苏小连等[７]研究结果相符ꎮ
综上所述ꎬＦＳ－ＬＡＳＩＫ 手术和 ＳＭＩＬＥ 手术均改变了角

膜前表面的非球面性ꎬ术后角膜前表面 Ｑ 值均向正值方

向变化ꎬ且 ＳＭＩＬＥ 手术对角膜前表面 Ｑ 值和角膜像差的

改变均小于 ＦＳ－ＬＡＳＩＫ 手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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