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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观察青少年近视进展过程中优势眼中左眼及右
眼的占比和性别分布ꎬ优势眼及非优势眼近视程度及增长
速度的差别ꎬ分析优势眼在近视进展中的特点ꎮ
方法:前瞻性研究ꎮ 选取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５ 期间我院就诊的
２３５ 例 ７~１７ 岁青少年近视患者进行眼部结构检查排除各
种眼病ꎬ并进行优势眼(卡洞法)测定及散瞳后综合验光ꎬ
均配戴单焦框架眼镜矫正ꎬ１ａ 后复测优势眼(卡洞法)及
散瞳后综合验光ꎮ
结果:研究对象中ꎬ优势眼为右眼 １５９ 例(６７.７％)ꎬ左眼
７６ 例(３２.３％)ꎬ优势眼与非优势眼的性别分布无差异(Ｐ>
０.０５)ꎻ优势眼与非优势眼近视等效球镜度数无差异(Ｐ>
０.０５)ꎻ优势眼与非优势眼近视增长程度无差异 ( Ｐ >
０.０５)ꎻ右眼及左眼分别为优势眼和非优势眼时ꎬ近视增长
度及两眼间近视增长程度均无差异(Ｐ>０.０５)ꎻ优势眼近
视增长程度与双眼近视增长度数差异具有相关性(Ｐ <
０.０１)ꎮ
结论:青少年近视者中ꎬ优势眼以右眼为主ꎬ且无性别差
异ꎻ优势眼在近视程度和增长程度上无特异性表现ꎬ且优
势眼不影响近视增长程度和双眼参差大小的变化ꎬ但优势
眼近视增长速度可能会影响双眼屈光参差的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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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２２.６.３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ｉｎｇ － Ｊｉａｏ Ｌｉꎬ Ｈ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ꎬ Ｓｕ Ｚｈａｎｇꎬ Ｃｈｅｎｇ －
Ｗｅｉ Ｙａｎｇꎬ Ｔｉｎｇ Ｚｈｕ

Ａｉｅｒ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Ｅａｓｔ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５６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Ｊｉｎｇ － Ｊｉａｏ Ｌｉ. Ａｉｅｒ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 Ｅａｓｔ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５６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ｄｏｕｄｏｕｌｊｊ＠
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２１－１０－１３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２０２２－０４－２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ｅｙ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ｅｙ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ꎬ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ꎬ ｗ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２３５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７ － １７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ｙｏｐｉａ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ｔｏ Ｍａｙ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ｏｃ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ｏ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ｙ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 (ｃａｒｄ ｈｏ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ｃｙｃｌｏｐｌｅｇｉｃ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ｍｏｎｏｆｏｃａｌ ｇｌａｓ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 ( ｃａｒｄ ｈｏ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 ａｎｄ
ｃｙｃｌｏｐｌｅｇｉｃ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ｗｅｒｅ ｒｅｔｅｓ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１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ꎬ １５９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ｉｇｈｔ
ｅｙｅｓ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６７.７％ꎬ ａｎｄ ７６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ｌｅｆｔ ｅｙｅｓ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３２.３％ꎻ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ｓ ( Ｐ > ０. ０５ )ꎻ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ｄｅｇｒｅ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ｓ (Ｐ> ０.０５)ꎻ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ｎ －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ｓ ( Ｐ > ０. ０５)ꎻ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ｙｅ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ｅｙｅ ｗａ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ｅｙｅ ｗａｓ
ｎｏｎ －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 Ｐ > ０. ０５ )ꎻ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 ａｎ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ｅｙｅｓ (Ｐ<０.０１) .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ｙｏｐｉｃ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ꎬ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ｉｇｈｔ ｅｙ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ꎻ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ｎ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ꎬ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 ｔｙｐｅ ｄｏ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ｎｉｓｏｍｅｔｒｏｐｉａ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ｍｙｏｐｉ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ｎｉｓｏｍｅｔｒｏｐｉａ ｉｎ ｂｏｔｈ ｅｙｅ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ｙｏｐｉａꎻ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ꎻ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ꎻ
ｍｙｏｐｉ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ＪＪꎬ Ｊｉａｎｇ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ｙ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 (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 ２０２２ꎻ２２(６):１０６３－１０６５

０引言
优势眼的概念最早在 １５９３ 年由 Ｐｏｒｔａ 提出[１]ꎬ是指双

眼中选择性注视视线方向的眼睛ꎬ又称为主导眼、利眼、主
眼[２]ꎮ 优 势 眼 大 致 可 区 分 为 右 优 势 眼ꎬ 记 为 右 型
(Ｒ ｔｙｐｅ)ꎻ和左优势眼ꎬ记为左型(Ｌ ｔｙｐｅ)ꎬ也有少数难于
明确者ꎮ 有研究表明多数人有优势眼ꎬ不论双眼视力相同
或不同ꎬ优势眼也不一定是视力更好的眼[３]ꎮ 优势眼的确
定在配镜、弱视治疗、斜视矫正手术、屈光手术以及白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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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都有广泛的应用和深远的影响ꎮ 国内外研究表明优
势眼与近视存在一定相关性ꎬ多数研究旨在探索近视性屈
光程度或近视屈光参差程度与优势眼的联系ꎬ而本文则对
青少年近视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ꎬ通过观察近视进展过程
中优势眼与非优势眼近视程度及增长速度的差别ꎬ分析优
势眼在近视进展中的特点ꎬ进一步探索近视进展的成因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前瞻性研究ꎮ 选取 ２０２０－０２ / ０５ 期间我院就诊
的近视青少年患者符合以下条件者进行随访研究:(１)年
龄 ７~１８ 岁ꎻ(２)初检排除眼部器质性病变及全身疾病ꎬ无
眼球运动受限及显性斜视ꎻ(３)最佳矫正视力≥１.０ꎻ(４)
均配戴单焦框架眼镜矫正ꎮ 入选对象在我院初次就诊及
１２ｍｏ 进行睫状肌麻痹后综合验光ꎬ在 １２ｍｏ 的随访过程
中ꎬ有部分患者失访ꎬ有部分患者换成其他矫正方式(如
角膜塑形镜或周边离焦框架眼镜)ꎬ故最终纳入 ２３５ 例ꎬ其
中男 ９７ 例 (４１. ３％)ꎬ女 １３８ 例 ( ５８. ７％)ꎮ 初检时年龄
７~１７(平均 １１.８７±４.４１)岁ꎮ 入选对象两次随访的散光度
数以等效球镜度计入近视屈光度ꎬ且双眼屈光度差值<
２.００Ｄꎮ 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ꎬ并通过我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ꎮ 每位入选患者及其监护人均被告知研究目的、
流程及定期通知随访时间ꎬ并签署知情协议书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 眼科检查　 采用角膜映光法和遮盖－去遮盖法检查
眼位ꎬ并检查有无眼球运动异常ꎬ用裂隙灯显微镜及眼底
镜检查外眼、眼前节及眼底ꎮ
１.２.２近视屈光度检测　 两次检测均采用睫状肌麻痹下综
合验光ꎬ采用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滴眼ꎬ１０ｍｉｎ １ 次ꎬ连续
滴 ４ 次ꎬ再休息 １５ｍｉｎ 后进行综合验光ꎮ
１.２.３优势眼检测　 采取卡洞法ꎮ 首先在综合验光仪上
行规范的主觉验光ꎬ在近视性屈光不正完全矫正的基础
上进行卡洞法检测ꎮ 方法:用中心带有直径约 ３ｃｍ 大小
的圆孔的 Ａ４ 纸予患者双手持住并在眼前伸直双臂ꎬ嘱
其双眼通过小孔注视 ５ｍ 远处直径约 ３ｃｍ 的目标ꎬ然后
令其闭右眼ꎬ如仍能看到该点ꎬ则记为左优势眼ꎬ否则为
右优势眼ꎮ 反复检测 ３ 次确定优势眼的眼别均为同一
眼ꎮ 本研究的对象初次就诊与 １２ｍｏ 后就诊测得优势眼
均为同一眼ꎮ
１.２.４资料分组 　 在分析不同问题时分组方式不同:(１)
在比较优势眼与非优势眼近视差异时ꎬ分为优势眼组与非
优势眼组ꎻ(２)在比较左右眼分别为优势眼近视差异时ꎬ
分为右眼为优势眼组与左眼为优势眼组ꎻ(３)在比较优势
眼的性别分布时ꎬ分为右眼组与左眼组ꎮ

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经 ＳＰＳＳ２３.０ 统计学软件处理ꎮ
计量资料经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检验后ꎬ采用 ｘ±ｓ 表示ꎬ
两组间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及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计数资料
对比采用 χ２检验ꎮ 连续型随机变量间的相关性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直线相关分析ꎮ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一般资料　 入选的 ２３５ 例研究对象中以右眼为优势眼
者 １５９ 例(６７.７％)ꎬ以左眼为优势眼者 ７６ 例(３２.３％)ꎮ 所
有患者初次验光:右眼平均等效球镜度数为－２.７５±１.５９Ｄꎬ
左眼平均等效球镜度数为－２.７２±１.６２Ｄꎻ１２ｍｏ 验光:右眼
平均等效球镜度数为－３.５８±１.８１Ｄꎬ左眼平均等效球镜度
数为－３.５２±１.８９Ｄꎮ
２.２优势眼的男女分布 　 以右眼为优势眼者中男 ６６ 例

(４１.５％)ꎬ女 ９３ 例(５８.５％)ꎻ以左眼为优势眼者中男 ３１ 例
(４０.８％)ꎬ女 ４５ 例(５９.２％)ꎮ 左优势眼与右优势眼的性
别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０１１ꎬＰ＝ ０.９１６)ꎮ
２.３优势眼与非优势眼近视程度及近视进展程度的比较
　 优势眼与非优势眼两次检测近视等效球镜度数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优势眼与非优势眼近视增长
程度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２.４优势眼与非优势眼在不同眼别时近视增长及双眼近
视增长差别的比较　 右眼及左眼分别为优势眼和非优势
眼时ꎬ近视增长度及两眼间近视增长差值比较ꎬ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２.５优势眼近视增长程度与双眼近视增长度数差异的相
关性　 对于所有研究对象ꎬ优势眼近视增长程度与双眼近
视增长度数差异具有相关性( ｒ＝ ０.２７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讨论

优势眼又称为主导眼ꎬ其本质上是视觉优势半球的体
现ꎬ其优势不仅体现在视觉信号输出的优势ꎬ也体现在皮
层对优势眼信号的优先选择[４]ꎮ 人类较常见的一侧性优
势功能特征ꎬ比如利手、利足、起步类型及交叉臂等ꎬ与优
势眼一样ꎬ具有一定的神经解剖学基础[５]ꎮ 有动物实验表
明ꎬ优势眼形成存在内在的分子机制ꎬ也存在双眼相互竞
争机制[６]ꎮ 国内外有研究根据优势眼的检查方法原理不
同将优势眼分为 ３ 类ꎬ分别为注视性优势眼、运动性优势
眼和知觉性优势眼ꎮ 其中注视性优势眼多指人们在注视
物体时优先选择的一眼ꎬ主要与视觉方向及定位有关ꎬ其
在临床中应用最为广泛ꎬ如果未加特殊说明ꎬ优势眼大多
指的是注视性优势眼ꎻ运动性优势眼是在双眼注视视差不
断增大的过程中ꎬ始终维持注视的一眼ꎬ其检查过程较注
视性优势眼更为客观ꎬ缺点是更容易出现无法判断优势眼
的情况ꎻ知觉性优势眼一般定义为在双眼视觉竞争中占优
势的一眼ꎬ其优势为可定量分析双眼之间的知觉优势差
异ꎬ但对检查者及检查程序要求较高ꎬ操作耗时ꎬ目前多局
限于双眼视觉的实验室研究[７]ꎮ 故本研究采取的是注视
性优势眼ꎮ 而关于优势眼的检测ꎬ临床上常用的方法有手
指法、卡洞法和 Ｗｏｒｄｓ 四点法ꎬ均为定性检查ꎬ其中 Ｗｏｒｄｓ
四点法需要专门的仪器ꎬ且有研究表明ꎬ三种主导眼检查
法ꎬ手指法与卡洞法一致性好ꎬ符合率高(９６.３５％)ꎻＷｏｒｔｈ
四点法与手指法、卡洞法一致性差ꎬ符合率低(５８. ６％、
５５.６％) [８－９]ꎬ故本研究采用卡洞法检测优势眼ꎮ

目前ꎬ青少年近视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ꎬ
且呈高发病率、低龄化的特点ꎬ被认为是遗传和环境因素
共同作用的一类疾病[１０]ꎮ 在近视发病率既往的研究结果
显示ꎬ２０１０ 年全球近视患病率为 ２８. ３％ꎬ这一数字将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４.０％增加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３９.９％ꎬ预计 ２０５０ 年将
达到 ４９.８％ [１１]ꎮ 因此ꎬ对近视成因及其进展的影响因素
研究包括遗传、近距离工作距离与时间、户外活动时间以
及睡眠饮食等成为当下热门ꎬ在众多研究中ꎬ近距离用眼
距离、时间和强度被认为是近视环境因素中的关键因
素[１０]ꎮ 相关研究提示ꎬ在同一个个体近距离用眼时ꎬ其优
势眼总是较非优势眼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视线更短更精
确ꎬ离焦更少ꎬ用眼的强度更大[１２]ꎬ那么我们推测青少年
近视者优势眼的近视等效球镜度数是否比非优势眼更高?
或者在近视进展过程中ꎬ优势眼增长更快? 优势眼增长度
数是否与双眼屈光参差程度相关?

关于近视与优势眼之间的关系ꎬ国内外均有相关研
究ꎬ但并无一致结论ꎬ且大多数为近视稳定人群的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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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优势眼与非优势眼的近视程度及近视进展程度的差异

(ｘ±ｓꎬＤ)

分组
近视程度

首次验光 １２ｍｏ 后验光
近视增长

优势眼 －２.６９±１.５５ －３.５６±１.７９ １.０４±０.６６
非优势眼 －２.７８±１.６６ －３.５４±１.９１ ０.９８±０.６６

ｔ ０.６１５ －０.３８７ ０.９８７
Ｐ ０.５３９ ０.６９９ ０.３２４

表 ２　 优势眼与非优势眼在不同眼别时近视增长及双眼近视增

长差别的比较 (ｘ±ｓꎬＤ)

眼别 例数
优势眼

近视增长
非优势眼
近视增长

双眼近视
增长差值

右眼 １５９ １.０２±０.６３ ０.９９±０.６７ ０.３８±０.４１
左眼 ７６ １.０８±０.７３ ０.９４±０.６６ ０.４０±０.５１

ｔ －０.５３ ０.５４ －０.４３
Ｐ ０.５９ ０.５９ ０.６６

研究ꎮ 比如ꎬ元力等[５]对 １５０３ 例 １７~ ４９ 岁双眼近视患者
进行优势眼与近视和散光程度的相关分析发现ꎬ近视人群
双眼中较低近视程度眼更多表现为优势眼ꎬ这种相关性随
着双眼间近视度数和散光度数差异的加大而增强ꎮ 这与
Ｌｉｎｋｅ 等[１３]研究结果相似ꎬ其研究团队对 １０２６４ 例近视人
群进行分析发现非优势眼近视程度更高ꎮ 与上述研究不
同的是ꎬ在对近视屈光参差者的优势眼与非优势眼比较分
析中ꎬ王海英等[１４]与 Ｃｈｅｎｇ 等[１５]结果一致ꎬ即近视性屈光
参差患者的优势眼比非优势眼近视程度深ꎬ眼轴长ꎮ 本研
究则是对 ２３５ 例处于近视进展期的青少年进行的前瞻性
研究ꎬ结果发现在初次验光和 １２ｍｏ 后复查验光的近视等
效球镜度数中优势眼和非优势眼无明显差异ꎬ这说明近视
的青少年优势眼眼别与近视性屈光程度无相关性ꎬ这与何
青等[１６]的研究结果相似ꎬ且 Ｙａｎｇ 等[１７]对一组近视儿童跟
踪研究了 ２ａ 也发现注视性优势眼与近视的发展无明显相
关ꎮ 本研究还进一步发现ꎬ优势眼与非优势眼近视进展程
度也无明显差异ꎬ这说明优势眼虽然在视远时属于主动注
视的眼ꎬ而非优势眼处于被动的状态ꎬ但在配镜时使双眼
平衡远视力矫正至 １.０ 以上ꎬ也就是说双眼清晰度一致ꎬ
即使在近距离工作时ꎬ优势眼可能为主动调节而非优势眼
为从动调节ꎬ这也并未对两眼近视增长程度产生影响[１５]ꎮ

遗传与环境因素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近视的成因ꎬ那
么ꎬ优势眼的选择和维持也可以认为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影
响的ꎬ且在不同人种以及民族中有着不同的分布特征ꎬ但
右眼为优势眼占有主导地位ꎮ 本研究也发现在近视青少
年人群中ꎬ右眼优势眼比左眼优势眼分布率更高ꎬ占
６７.７％ꎬ而左眼优势眼占 ３２.３％ꎬ这与许多的研究结果一
致[５ꎬ１２ꎬ１８]ꎮ 本研究也发现青少年近视优势眼的性别分布
无明显的差异ꎬ以右眼为优势眼者中男占 ４１. ５％ꎬ女占
５８.５％ꎬ以左眼为优势眼者中男占 ４０.８％ꎬ女占 ５９.２％ꎬ这
与元力等[５] 研究结果相似ꎬ其研究对象为近视稳定的成
人ꎬ这说明处于近视进展期的青少年与近视稳定的成人性
别间优势眼分布无差异ꎮ 关于青少年近视患者的优势眼
不同眼别分布下近视进展的差异国内外鲜有报道ꎬ本研究
发现优势眼与非优势眼在不同眼别时近视增长值及双眼
近视增长差值并无明显差别ꎬ这说明无论优势眼是在右眼
还是左眼都不影响近视进展的程度ꎮ 但对于所有研究对

象ꎬ优势眼近视增长程度与双眼近视增长度数差值呈正相
关ꎬ说明优势眼近视若增长过快ꎬ可能会导致两眼的参差
度增大ꎬ这一发现也能进一步解释近视屈光参差者中优势
眼比非优势眼近视程度深ꎮ

本研究与以往大部分研究不同的在于其前瞻性ꎬ不仅
动态观察优势眼近视进展的特点ꎬ还对优势眼别进行前后
验证ꎮ 但本研究也存在不足ꎬ首先样本量不多观察ꎬ时间
仅为 １ａꎬ其次本研究的对象均用全矫单焦的框架眼镜矫
正近视ꎬ考虑到屈光参差者中近视度数更高者所受眼镜放
大率的影响ꎬ可能会影响到优势眼别的判定ꎮ 因此ꎬ在未
来的研究中在进一步扩大样本量的同时延长观察时间ꎬ并
对屈光参差者中双眼等效球镜差值大于 ２.００Ｄ 的患者单
独归入一组再进行分析ꎬ争取得出更加准确客观的结果ꎮ

综上所述ꎬ优势眼在青少年近视进展中与非优势眼的
部分参数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但其近视程度加深可导
致双眼间参差程度的增加ꎬ故而在对其近视进行矫正和控
制的方案制定时ꎬ应将优势眼考虑在内ꎬ避免双眼参差程
度的加深ꎮ 对于存在屈光参差以及屈光参差程度不同的
青少年近视者的近视进展中优势眼的差异性表现ꎬ还有采
取不同近视防控方案的青少年近视者优势眼的表现等问
题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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