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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间歇性外斜视的研究现状

和未来发展趋势ꎮ
方法:检索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核心合集

中收录的文献计量学相关文献ꎬ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ꎬ使
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６.２.Ｒ２ 软件对年发文量、国家、机构、杂志、作
者、参考文献和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ꎮ
结果: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共检索到 ６２０ 篇间歇性外斜视相关文

献ꎬ年发文量呈稳定增加的趋势ꎮ 韩国和美国为发文量最

多的国家ꎬ最具有生产力的机构为梅奥诊所ꎮ 发文量最多

的作者为 Ｈｏｌｍｅｓ ＪＭꎮ 刊文量最多的期刊是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Ｊ ＡＡＰＯＳ)(共计 ７８ 篇文献)ꎮ 关键词和突现

词分析可总结出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为间歇性外斜视

的手术治疗、流行病学、正位、复发ꎮ
结论:应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ꎬ可客观反映出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间歇性外斜视文献数量变化及分布情况ꎬ间
歇性外斜视的研究热点已从其手术和流行病学逐渐转移

到融合和复发等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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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间歇性外斜视是最常见的斜视类型之一ꎬ在美国儿童

中其发病率约为 １％ [１]ꎬ并且在亚洲儿童中高达 ４％ [２－３]ꎮ
间歇性外斜视的特征是有时有正常的双眼正位和感觉融

６７８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第 ２４ 卷　 第 ６ 期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电话: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０５９０６　 电子信箱:ＩＪＯ.２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合期ꎬ而在其他时间则出现明显的外斜视ꎮ 它不仅影响患
者的外观ꎬ还会导致双眼视觉功能受损和眼动异常ꎬ导致
患者不同程度的社会和心理问题[４－６]ꎮ 有一系列的非手
术和手术治疗方案可供选择ꎬ保守治疗包括矫正屈光不
正、过负镜片、三棱镜配戴和视功能矫正训练[７－９]ꎮ 然而ꎬ
关于最佳的治疗时机和治疗方法都存在争议ꎮ 过去 ２０ ａ
来ꎬ国内外发表大量间歇性外斜视相关的文献ꎬ但有关科
学研究数据库文献的客观评价和总结方面存在欠缺ꎬ此时
更需要对已有的研究进行系统性地分析和回顾ꎬ并对间歇
性外斜视的全球研究现状、趋势和前沿可视化ꎮ 文献计量
学分析是使用数学、统计学和语言学的方法来呈现在某个
领域的宏观研究观点[１０]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由陈超美于 ２００４
年创建的一种文献计量学分析工具ꎬ已被许多研究者使
用[１１－１２]ꎮ 近年来ꎬ文献计量学因其在管理政策制定、临床
指南和研究趋势方面的重要性而日益流行ꎮ 然而ꎬ据我们
所知ꎬ在间歇性外斜视领域中尚未使用文献计量学分析ꎮ
本研究旨在利用文献计量学工具分析从科学网络数据库
中检索到的间歇性外斜视文章ꎬ并评估间歇性外斜视在全
球各地的研究发展状况ꎮ 希望该分析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间歇性外斜视的现状和全球趋势ꎬ并为目前的间歇性外斜
视研究人员提供帮助ꎮ
１资料和方法
１.１资料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被广泛应用于医学文献
检 索[１３]ꎮ 检 索 公 式 为 “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 ｏｒ
“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ｔｒｏｐｉａ” 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ꎬ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３－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２２－１２－３１ꎬ语种不受限制ꎬ
共获得了 ７４５ 条记录ꎮ 在检索结果中ꎬ将文献类型限制为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和“Ｒｅｖｉｅｗ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后ꎬ获得 ６２０ 条记录ꎬ筛选流
程见图 １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数据导出和预处理　 发表文献量、国家 / 地区、机构、
作者、期刊、被引总次数、Ｈ 指数等信息从 ＷｏＳＣＣ 数据库
直接获取ꎮ ６２０ 条记录被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６.２.Ｒ２ 并删除部
分重复记录ꎬ结果显示 ５８９ 篇论文和 ３１ 篇综述ꎮ 因为同
一国 家 或 机 构 可 能 有 两 种 或 三 种 形 式 ( 例 如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ｏｒ“Ｍａｙｏ Ｃｌｉｎ”“Ｍａｙｏ Ｃｌｉｎ ＆
Ｍａｙｏ Ｆｅｄｎ”)ꎬ我们用统一的词条代替了原始数据中呈现
的不同形式ꎮ
１.２.２分析工具　 本研究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６.２.Ｒ２ 进行文献计
量学分析ꎮ 可视化图由节点和线条组成ꎮ 我们选择了国
家、机构、作者等信息作为节点ꎬ节点大小表示相关信息出
现的频次[１４]ꎬ节点间连线的粗细表示相关信息关联的强
度[１５]ꎬ线条和节点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年份[１２]ꎮ 中心性
是衡量网络地图中节点重要性的一个指标ꎬ被用于评估文
献、作者、期刊、机构等的重要性ꎬ紫色的圆圈通常用来表
示中间性中心性大于 ０.１ 的节点[１６]ꎮ
２结果
２.１出版物产出的分布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了 ６２０ 篇符合
要求的论文ꎮ 在研究期间ꎬ每年发表的论文总数有所增
加ꎬ但也有一些波动ꎮ 所调查的时间段可分为以下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ꎬ第二阶段为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是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ꎬ出版物数量从 ８ 篇
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６ 篇(图 ２)ꎮ 第二阶段有所波动ꎬ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年的年出版量下降ꎮ 但本阶段的总体趋势呈上升趋势ꎬ
第二阶段的论文总数(４８８ 篇)高于第一阶段(１３２ 篇)ꎮ
生成了线性回归方程( ｙ ＝ ２. ６８５７ｘ－ ５３７４ꎬＲ２ ＝ ０. ９０１６ꎬ
图 ２)ꎬ它显示了间歇性外斜视文献数量的进展ꎮ

图 １　 文献筛选和文献计量分析流程图ꎮ

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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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国家和机构的分布情况　 纳入论文涉及 ４０ 个国家ꎬ由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默认设置生成的国家地图网络由 ４０ 个节点和
２５ 个线条组成ꎮ 每一个点都象征着一个国家ꎮ 圆点的半
径越大ꎬ这个国家发表的出版物就越多ꎮ 国家之间的联系
或合作用连接这些点的线表示ꎬ越粗的线表示国家之间的
合作更密切ꎬ每个节点中间的红色表明近些年来更加频繁
的爆发ꎮ 发表文献数量排名前 ５ 的国家为韩国(１９１ 篇)、
美国 ( １４５ 篇)、 中国 ( １０２ 篇)、 英国 ( ４０ 篇) 和日本
(３３ 篇)(图 ３)ꎮ 根据紫红色圆圈的粗细可以看出ꎬ英国
(０.３１)、德国(０.２３)、加拿大(０.２２)、意大利(０.１６)和韩国
(０.１４)是中心性排名前五的国家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英国虽

然发文量仅有 ４０ 篇ꎬ但中心性位居第一ꎬ表明它发表的间
歇性外斜视相关的文献影响力最大ꎬ另外根据节点中央的
红色圆圈大小ꎬ可以看出美国与意大利近些年文章数量较
前有所增长ꎮ
　 　 在合并一些特殊的机构重名节点后 (例如 “ Ｓｅｏｕｌ
Ｎａｔｌ” “ Ｓｅｏｕｌ Ｎａｔｌ Ｕｎｉｖ Ｈｏｓｐ” “Ｍａｙｏ Ｃｌｉｎ” “ Ｍａｙｏ Ｃｌｉｎ ＆
Ｍａｙｏ Ｆｅｄｎ”)ꎬ美国和韩国的机构发表文章数量排名前三
名(表 １)ꎬ它们分别是梅奥诊所、首尔大学和韩国大学ꎮ
此外ꎬ韩国的翰林大学和中国中山大学都对这一领域感兴
趣ꎮ 通过分析每个节点中心的红色部分ꎬ中山大学和温州
医科大学发表的论文数量最近有所增加(图 ４)ꎮ

图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间歇性外斜视的年发文量ꎮ

图 ３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间歇性外斜视的国家合作共现图ꎮ

图 ４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间歇性外斜视的机构合作共现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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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期刊分布　 近 ２０ 年来间歇性外斜视领域的 ６２０ 篇文
章发表于 １１８ 种期刊ꎬ其中 ２５ 种期刊发表了 ５ 篇以上的
文章ꎬ占文献总数的 ４７３ 篇(７６.３％)ꎮ 影响因子(ＩＦ)收集
自 ２０２２ 年的期刊引证报告ꎮ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ＡＰＯＳ 发表的文
章最多(７８ 篇)ꎬ其次是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 ４６ 篇 ) 和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４４ 篇)ꎮ 在发表的杂志中ꎬ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ＩＦ ＝ １４.２７７)有
最高的影响因子ꎬ其次是 Ｊａｍ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ＩＦ ＝ ８.２５３)
和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ＩＦ＝ ５.４８８)ꎬ见图 ５ꎮ

２.４作者分布　 总共有 １ ７４１ 位作者对间歇性外斜视领域
作出贡献ꎮ 此领域排名前十的作者共撰写了 ２６８ 篇文章ꎬ
占所有出版物的 ４３.２％ꎮ 排名最高的作者是 Ｈｏｌｍｅｓ ＪＭꎬ
他发表了 ３８ 篇论文ꎬＨ 指数最高(４５) (表 ２)ꎮ Ｈ 指数
是一种定量测量方法ꎬ可以用来评估一个研究者的学术
成果的数量和质量[１７] ꎮ 为了展示作者之间的协作关系ꎬ
作者 们 的 合 作 被 展 示 为 一 个 网 络 地 图 ( 图 ６ )ꎬ
Ｈｏｌｍｅｓ ＪＭꎬ Ｄａｖｉｄ Ａ Ｌｅｓｋｅ 和 Ｂｒｉｎ Ｇ Ｍｏｈｎｅ 有着密切的
合作关系ꎮ

图 ５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间歇性外斜视研究领域发文量最多的 ２５ 个期刊　 ∗:期刊未被 ２０２２ 年的期刊引证报告纳入ꎮ

图 ６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间歇性外斜视的作者合作共现图ꎮ

表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间歇性外斜视研究领域发文量最多的 ５ 个机构

排名 机构 发文量(篇) 百分比(％) 国家

１ 梅奥诊所 ５３ ８.５ 美国

２ 首尔大学 ５１ ８.２ 韩国

３ 韩国大学 ２８ ４.５ 韩国

４ 翰林大学 ２４ ３.９ 韩国

５ 中山大学 １８ ２.９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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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参考文献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间歇性外斜视研究领域发文

的参考文献被引频次最多的 １０ 篇文章见表 ３ꎬ大多数的

文章都集中在间歇性外斜视的手术和流行病学上ꎮ 这意

味着间歇性外斜视作为最常见的一种手术类型ꎬ我们真正

关心的是手术方式的选择以及预后ꎮ
２.６关键词　 关键词是一个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ꎮ
我们合并了类似的术语并且剔除了斜视、外斜视等关键

词ꎬ因为它们本身即为主题词ꎮ 手术(３１５)、儿童(１３１)、
立体视(９４)、弱视(４８)和患病率(３８)为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统计使

用频次最多的前 ５ 个关键词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还支持基于

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 算法的突现词ꎬ该算法识别了一个变量随时间与

同一人群中其他变量的变化ꎬ证明了一个特定出版物与引

用激增有关[２５]ꎮ 突现词展示了研究热点随时间的演变ꎬ
表明了近期的研究趋势ꎬ 预示了未来的发 展 方 向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将 γ 设置为 ０.８ꎬ最小持续时间设置为 ２ꎬ并人工

删除了一些不相关的关键词ꎬ对纳入的文献进行突现词检

索ꎬ共得到 ９ 个突现词ꎬ突现值大小代表关键词在该时间

段内对该领域的影响度ꎬ位于右侧的红条代表热点持续的

时间ꎮ 如图 ７ 所示ꎬ正位的突发强度最高(３.８)ꎮ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年ꎬ具有高爆发强度的突现词术语包括融合和复发ꎬ
这些都代表了间歇性外斜视研究方向从手术和流行病学

转至复发和融合ꎮ

图 ７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间歇性外斜视的突现词ꎮ

表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间歇性外斜视研究领域发文量最多的 １０ 位作者

排名 作者 发文量(篇) 百分比(％) 机构 Ｈ 指数

１ Ｈｏｌｍｅｓ ＪＭ ３８ ６.１ 梅奥诊所 ４５
２ Ｈａｔｔ ＳＲ ３１ ５.０ 梅奥诊所 ２７
３ Ｍｏｈｎｅｙ ＢＧ ３１ ５.０ 梅奥诊所 ３３
４ Ｈｗａｎｇ ＪＭ ３０ ４.８ 首尔大学 ２２
５ Ｋｉｍ ＳＨ ２８ ４.５ 韩国大学 １２
６ Ｌｅｓｋｅ ＤＡ ２８ ４.５ 梅奥诊所 ３３
７ Ｋｉｍ ＳＪ ２３ ３.７ 首尔大学 １７
８ Ｙａｎｇ ＨＫ ２２ ３.５ 首尔大学 １７
９ Ｃｈｏｉ ＤＧ ２０ ３.２ 翰林大学 １３
１０ Ｌｅｅ ＪＹ １７ ２.７ 首尔大学 ９

表 ３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间歇性外斜视研究领域发文的参考文献被引频次最多的 １０ 篇文章

排名 被引频次 文献 第一作者 年份 ＩＦ(２０２２)

１ ２５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ｃｔｕｓ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１８] Ｃｈｏｉ Ｊ ２０１２ ５.４８８

２ ２４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ｃｏｈｏｒｔ[１９]

Ｅｋｄａｗｉ ＮＳ ２００９ １.３２５

３ ２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１] Ｇｏｖｉｎｄａｎ Ｍ ２００５ １４.２７７
４ １９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２０] Ｐｉｎｅｌｅｓ ＳＬ ２０１０ １.３２５

５ １８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ｃｔｕｓ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ｃｔ ｆｏｒ Ｂａｓｉｃ－Ｔｙｐｅ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２１] Ｄｏｎａｈｕｅ ＳＰ ２０１９ １４.２７７

６ １８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ｉ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３] Ｐａｎ ＣＷ ２０１６ ２.１０６

７ １５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２２] Ｃｈｏｉ Ｊ ２０１１ １.３２５

８ １５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２３] Ｈａｔｔ ＳＲ ２０１５ １.３２５

９ １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２４] Ｐａｎ Ｙ ２０２１ １２.００８

１０ １４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ｌ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７] Ｊｏｙｃｅ ＫＥ ２０１５ ５.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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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

目前研究人员预测某个领域趋势的最流行的技术之

一是文献计量学分析ꎬ它在信息科学领域作为一种评估学

术领 域 详 细 内 容 的 替 代 技 术 而 闻 名ꎮ 本 研 究 运 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６.２.Ｒ２ 软件对间歇性外斜视的当前研究方向和

热点进行分析ꎮ
３.１ 数据分析 　 间歇性外斜视的发文量整体呈波浪形上

升趋势ꎬ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有了巨大的飞跃ꎮ 近年来有关研究

越来越多ꎬ研究者们对间歇性外斜视兴趣显著增加ꎬ这可

能是由于父母密切关注孩子的眼睛有关[２６－２８]ꎬ因此ꎬ我们

预测未来 ２０ ａ 将有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ꎮ 然而相对于其

他眼科亚专科ꎬ斜视专科医生的比例较少[２９]ꎬ并且英语仍

然是间歇性外斜视相关文献的主要语言ꎬ由于语言障碍ꎬ
这可能会使来自其他非英语国家的研究人员更难以有效

地展示他们的发现ꎬ这些均是我们在未来将继续研究的

挑战ꎮ
３.２可视化网络地图分析　 本文的合作网络有三种类型:
国家、机构和作者ꎮ 中心性是节点的重要性指标ꎬ计数则

为基础指标ꎮ 通过对国家和机构的分析ꎬ我们可以确定韩

国、美国和中国是间歇性外斜视中生产力最高的国家ꎮ 在

中心性方面ꎬ英国是最重要的国家ꎬ在发文量方面位居

４ 名ꎬ在国家间的合作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就机构而

言ꎬ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美国的梅奥诊所、韩国的首尔大

学和韩国大学ꎬ从爆发频率的角度ꎬ中山大学和温州医科

大学的力量不容忽视ꎮ 我们推测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是:中
国人口基础较大ꎬ间歇性外斜视患者的数量正在增加ꎮ 近

期中山大学和温州医科大学团队就间歇性外斜视儿童的

阅读速度进行调查ꎬ他们认为ꎬ斜视儿童的立体视力较差ꎬ
抑制能力较强ꎬ这导致间歇性外斜视患者阅读速度较

慢[３０]ꎮ 拥有出版物最多的两个国家ꎬ即韩国和美国ꎬ并没

有牢固的联系ꎮ 因此ꎬ在今后的研究中ꎬ应加强不同机构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ꎮ
下列显示了期刊的影响因子分布:间歇性外斜视发文

量前 ２５ 个期刊中ꎬ影响因子在 １.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的期刊占

５０.７％ꎬ在 ３.０００－６.０００ 的占总数的 ３６.８％ꎬ并且有部分期

刊没有被 ２０２２ 年期刊引证报告纳入ꎮ 这表明大多数间歇

性外斜视研究集中在 ＩＦ 为 １－３ 的期刊上ꎮ 但其中部分文

章被高度引用ꎬ如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上的 １ 篇文章被引用 １８１
次ꎬ并进行了间歇性外斜视的回顾性队列调查ꎬ根据本研

究ꎬ外斜视在生命的前 １０ ａ 最为常见ꎬ而间歇性外斜视是

最常见的类型[１]ꎮ 对于发表间歇性外斜视的高分论文ꎬ我
们仍然任重道远ꎮ

就作者而言ꎬＨｏｌｍｅｓ ＪＭ 是排名最高的作者ꎬ有 ３８ 篇

文章ꎬＨ 指数最高(４５)ꎮ 他发表了一项前瞻性研究(被引

用 ６２ 次)ꎬ显示间歇性外斜视的斜视度 １ ｄ 内甚至 ５ ｍｉｎ
内都可能发生变化[３１]ꎮ 有趣的是ꎬＨａｔｔ ＳＲ 是这篇文章的

合著者ꎬ他的出版物数量第二多ꎮ ２００８ 年ꎬ他们合作发表

了一篇关于间歇性外斜视的立体视变化文章ꎬ此文采取前

瞻性队列研究ꎬ表明了近一半间歇性外斜视患者会有明显

的立体视变化[３２]ꎮ 由于间歇性外斜视变化多端的斜视度

和立体视ꎬ正确地诊断和治疗方式的选择仍是对当前眼科

医生的一个挑战ꎬ这告诫我们不能根据患者的单次就诊下

决策ꎮ
被引用最多的参考文献第一作者是 Ｃｈｏｉ Ｊꎬ他报道了

双眼外直肌徙后组和单眼退缩组的间歇性外斜视术后 ２ ａ
的手术结果没有明显差异[１８]ꎮ 随后ꎬＤｏｎａｈｕｅ 等在一项为

期 ３ ａ 的随机对照研究中再次证实了这一理论ꎬ本文的影

响因子在被引用文献的首位[２１]ꎮ 另一篇类似的高引用文

章关注的是间歇性外斜视的流行病学[１]ꎮ 可以看出ꎬ学者

们更加关注间歇性外斜视的外科手术和流行病学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参考文献分析是使用筛选的 ６２０ 篇文献的参

考文献进行分析ꎬ参考文献比自己下载的文章在时间上要

久远ꎬ所以侧面反映参考文献分析的结果反映的情况比关

键词分析要滞后ꎮ
根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展示的关键词ꎬ我们可以看到术前的

准确评估、手术方式的选择以及手术结果均是热门话题ꎮ
远距离和近距离的三棱镜遮盖试验用于术前测量间歇性

外斜视的斜视度ꎮ 为了评估最大的斜视度数ꎬ间歇性外斜

视患者应接受长时间的单眼遮盖(即在患者注意力不集

中时) [３３]ꎮ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控制评分是追踪间歇性外斜视控制

和治疗反应的可靠工具ꎬ与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控制评分相比ꎬ
Ｍｏｈｎｅｙ ａｎｄ Ｈｏｌｍｅｓ 量表消除了父母在观察中出现错误的

可能性ꎬ并可能最终成为未来调查的规范[３４]ꎮ 术后的欠

矫和过矫一直是主要的关注点ꎬ因为它们直接与生活质量

相关ꎮ 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ꎬ术前远距离评估联合并且单

眼遮盖达 ３０ ｍｉｎ 以上可以得到最大的斜视度ꎬ这可以显

著降低手术欠矫[３５]ꎮ 对于爆发最强的关键字ꎬ“正位”排
在榜首ꎮ 此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文章发表在 ２０１３ 年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上ꎮ 有趣的是ꎬ不同于之

前 Ｃｈｏｉ 等[１８]的观点ꎬ他们做了比 ２ ａ 更长时间的随访ꎬ认
为对于儿童的基本型间歇性外斜视ꎬ单眼退缩术比双眼外

直肌徙后的长期手术效果更有效[３６]ꎮ 随后不少学者就此

两种手术方式的远期效果进行随访ꎬ来自首尔大学团队对

５６０ 例基本型间歇性外斜视进行平均 ９.５ ａ 的随访ꎬ他们

认为单眼退缩术的成功率更高ꎬ复发率更低[３７]ꎮ 此外ꎬ最
近在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上发表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也得出了

相似的结论ꎬ即单眼退缩术在远期手术效果方面优于双眼

外直肌徙后术[３８]ꎮ 这表明复发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ꎬ但
我们仍需要更多的病例数量和更长的随访时间来得到可

靠的观点ꎮ 另一个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突现词是“融
合”ꎬ研究者们探索更多的是与之相关的间歇性外斜视发

病机制ꎮ ｆＭＲＩ 检测间歇性外斜视患者存在脑白质微结构

异常ꎬ表现为眼动和双眼融合的脑区自发神经活动降

低[３９－４１]ꎬ这些发现很可能与间歇性外斜视的神经病理机

制有关ꎬ还需我们进一步研究ꎮ
３.３优势和局限性　 在眼科学领域ꎬ眼内注药[４２]、儿童白

内障[４３]、弱视[４４]、近视[４５]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４６] 的文献

计量学研究已被报道ꎬ然而间歇性外斜视作为儿童最常见

的斜视类型ꎬ尚未见相关文献计量学研究ꎮ 本研究是首次

使用文献计量学对近 ２０ ａ 的间歇性外斜视领域分析ꎮ 为

了深入了解间歇性外斜视研究ꎬ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来检索该

领域的热点和趋势ꎮ 然而ꎬ尽管有这些优点ꎬ但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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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仍有局限性:(１)研究是对于既往的文献进行分析ꎬ
前瞻性欠缺ꎻ(２)数据仅从 ＷＯＳ 数据库中检索ꎬ不包括其

他医学数据库ꎬ如 ＰｕｂＭｅｄ 和 Ｓｃｏｐｕｓꎬ据报道ꎬＷＯＳ 数据库

在文献类型分配方面比 Ｓｃｏｐｕｓ 更准确ꎬ并且具有独特的

引文报告功能[４７]ꎬ结果出现偏差的可能性较小ꎻ ( ３)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识别的术语有部分同义词ꎬ需要人工合并ꎬ这可

能会使结果出现偏差ꎮ
根据文献计量分析ꎬ间歇性外斜视已成为一个核心研

究领域ꎮ 韩国和美国发表文献数量最多ꎬ英国对间歇性外

斜视研究的学术影响最为显著ꎬ最有生产力机构是梅奥诊

所ꎬＨｏｌｍｅｓ ＪＭ 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ꎬ目前间歇

性外斜视研究方向从手术和流行病学转至复发和融合ꎮ
随着社会和家庭对儿童斜视的不断重视ꎬ间歇性外斜视的

干预措施成为潜在的研究热点和紧迫问题ꎮ 综上所述ꎬ这
些分析结果应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现状ꎬ并为未来的研究

提供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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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Ｙａｏ ＬＭꎬ Ｈｕｉ Ｌꎬ Ｙａｎｇ Ｚꎬ ｅｔ ａｌ.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ＩＩ.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ꎬ ２０２０ꎬ２４５:１２５６２７.

[１３] Ｋｕｌｋａｒｎｉ ＡＶꎬ Ａｚｉｚ Ｂꎬ Ｓｈａｍｓ Ｉ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Ｓｃｏｐｕｓꎬ ａｎｄ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ＪＡＭＡꎬ ２００９ꎬ３０２(１０):１０９２－１０９６.
[１４] Ｃｈｅｎ ＣＭꎬ Ｉｂｅｋｗｅ － ＳａｎＪｕａｎ Ｆꎬ Ｈｏｕ Ｊ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Ａｍ Ｓｏｃ Ｉｎｆ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２０１０ꎬ６１(７):１３８６－１４０９.
[１５] Ｘｉｅ Ｐ.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ｅｎｄｓ ｖｉａ ｃｏ －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ｏ －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ꎬ
２０１５ꎬ１０５(１):６１１－６２２.
[１６] Ｚｈｅｎｇ ＫＹꎬ Ｗａｎｇ ＸＱ.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ｉ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Ｍｅｄ Ｓｃｉ Ｍｏｎｉｔꎬ ２０１９ꎬ２５:８９４０－８９５１.
[１７] Ｈｉｒｓｃｈ Ｊ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ｕｔｐｕｔ.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ꎬ ２００５ꎬ１０２(４６):１６５６９－１６５７２.
[１８] Ｃｈｏｉ Ｊꎬ Ｃｈａｎｇ ＪＷꎬ Ｋｉｍ Ｓ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ｃｔｕｓ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１２ꎬ１５３(２):３４３－３５１.ｅ１.
[１９] Ｅｋｄａｗｉ ＮＳꎬ Ｎｕｓｚ ＫＪꎬ Ｄｉｅｈｌ ＮＮꎬ 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ｈｏｒｔ.
Ｊ ＡＡＰＯＳꎬ ２００９ꎬ１３(１):４－７.
[２０] Ｐｉｎｅｌｅｓ ＳＬꎬ Ｅｌａ－Ｄａｌｍａｎ Ｎꎬ Ｚｖａｎｓｋｙ ＡＧ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Ｊ ＡＡＰＯＳꎬ ２０１０ꎬ１４
(４):２９８－３０４.
[ ２１]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Ｅｙ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 Ｇｒｏｕｐꎬ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Ｄｏｎａｈｕｅ ＳＰꎬ ｅｔ ａｌ.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ｃｔｕｓ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ｃｔ ｆｏｒ ｂａｓｉｃ－ ｔｙｐｅ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１２６(２):３０５－３１７.
[２２] Ｃｈｏｉ Ｊꎬ Ｋｉｍ ＳＪꎬ Ｙｕ Ｙ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Ｊ ＡＡＰＯＳꎬ ２０１１ꎬ１５(３):２２４－２２９.
[２３] Ｈａｔｔ ＳＲꎬ Ｌｅｓｋｅ ＤＡꎬ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 Ｌꎬ ｅｔ 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Ｊ ＡＡＰＯＳꎬ ２０１５ꎬ１９
(１):３３－３７.
[２４ ] Ｐａｎｇ Ｙꎬ Ｇｎａｎａｒａｊ Ｌꎬ Ｇａｙｌｅａｒｄ Ｊ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ꎬ ２０２１ꎬ９:ＣＤ００３７３７.
[２５] Ｘｕ Ｓꎬ Ｘｕ Ｄꎬ Ｗｅｎ Ｌ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ｓ ｂｕｒｓ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ｓｔ －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Ｄｒｕｇ Ｄｅｓ Ｄｅｖｅｌ Ｔｈｅｒꎬ
２０２０ꎬ１４:３８９９－３９１３.
[２６] Ｂｕｆｆｅｎｎ Ａ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ｈ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ｕｒｖ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２１ꎬ ６６ ( ６):
１０５１－１０６４.
[２７] Ｔｅｍｅｌｔüｒｋ ＲＤꎬ Ｋｏçｅｒ ＡＭꎬ Ｙａşａｒ ＨＨ.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ꎬ ２０２２ꎬ５９(４):２６１－２６８.
[２８] Ｐｉｎｅｌｅｓ ＳＬꎬ Ｒｅｐｋａ ＭＸꎬ Ｙｕ Ｆꎬ 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ｅ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ｕｍＬａｂｓ Ｄａｔａ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Ｊ ＡＡＰＯＳꎬ ２０２１ꎬ２５(６):３４６.ｅ１－３４６.ｅ７.
[２９] Ｌｅｅ ＫＥꎬ Ｓｕｓｓｂｅｒｇ ＪＡꎬ Ｎｅｌｓｏｎ ＬＢꎬ ｅｔ ａｌ.Ｗｈａｔ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ｅｙｅ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ꎬ ２０２３ꎬ６０
(５):３２３－３２９.
[３０] Ｆａｎｇ Ｃꎬ Ｗｕ ＹＤꎬ ｐｅｎｇ ＴＴ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Ｓｃｉ Ｒｅｐꎬ ２０２２ꎬ１２:９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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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Ｈａｔｔ ＳＲꎬ Ｍｏｈｎｅｙ ＢＧꎬ Ｌｅｓｋｅ ＤＡꎬ ｅｔ 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８ꎬ１１５(２):３７１－３７６.ｅ２.
[３２] Ｈａｔｔ ＳＲꎬ Ｍｏｈｎｅｙ ＢＧꎬ Ｌｅｓｋｅ ＤＡꎬ ｅｔ 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ｅｒｅｏａｃｕ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１４５(３):５５６－５６１.
[３３ ] Ａｕｄｒｅｎ Ｆ. Ｌｅｓ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ｅｓ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ｓ. Ｊ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Ｄｏｐｈｔａｌｍｏｌｏｇｉｅꎬ ２０１９ꎬ４２(９):１００７－１０１９.
[３４] Ｍｏｈｎｅｙ ＢＧꎬ Ｈｏｌｍｅｓ ＪＭ. Ａｎ ｏｆｆｉｃｅ － ｂａｓｅｄ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ꎬ ２００６ꎬ１４(３):１４７－１５０.
[３５] Ｋｕｓｈｎｅｒ ＢＪ.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ｇｌｅ ｔｏ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Ａｒｃｈ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１９９８ꎬ１１６(２):１８９－１９４.
[３６] Ｗａｎｇ ＬＨꎬ Ｗｕ ＱＺꎬ Ｋｏｎｇ ＸＹꎬ 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ｃｔｕｓ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ａｓｉｃ ｔｙｐｅ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ｅｘｏｔｒ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Ｂｒ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１３ꎬ ９７ ( ７ ):
８７０－８７３.
[３７] Ｋｉｍ ＤＨꎬ Ｙａｎｇ ＨＫꎬ Ｈｗａｎｇ ＪＭ.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ｃｔｕｓ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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