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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is to outline the status and
progress of dominant eye measurement, and to introduce
research progress of dominant eye application. These
researches mainly include dominant eye and ametropia,
dominant eye and strabismus, dominant eye and
amblyopia, dominant eye and refractive surgery,
dominant eye and handness, dominant eye and sports
vision.
誗KEYWORDS:dominant eye; dominant eye measurement;
functional asymmetry; ametropia

Citation:Wang L. Research status and progress of dominant eye.
Guoji Yanke Zazhi( Int Eye Sci) 2012;12(12):2319-2321

摘要
本文主要综述优势眼测定方法的现状与进展,并介绍了相
关优势眼应用研究(优势眼与屈光不正、优势眼与斜视、
优势眼与弱视、优势眼与屈光手术、优势眼与利手、优势眼
与运动视觉)的进展。
关键词:优势眼; 优势眼测定方法;功能性不对称;屈光
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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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优势眼是指人眼在确定物体的空间位置时,起主导作
用的眼。 优势眼在视觉光学矫正和双眼视觉功能应用过
程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文主要综述优势眼测定方法和相
关优势眼应用研究的现状与进展。
1 优势眼概论

摇 摇 优势眼是人类较常见的功能性不对称之一,多数研究
认可优势眼现象由基因决定或是幼年时期形成,较难改
变[1,2]。 优势眼一般指远用优势眼,其在临床可用于隐形
眼镜进行老视单眼视 (monovision)的验配,并可利用优势
眼清晰的原则缓解屈光矫正后的视觉疲劳症状,同时对于
屈光手术治疗[3]和斜弱视手术和屈光不正验配等也具有
一定的临床使用意义。
2 常见优势眼测试方法现状与进展

2. 1 测试方法的现状
2. 1. 1 手指法摇 又称为拇指法,测定时保持头与手勿动,
双眼注视远处一竖线,将拇指或食指竖起放在视线上,遮
盖右眼,若拇指遮盖一竖线则左眼为优势眼,遮盖右眼,拇
指从视线上移开,则右眼为优势眼。 现有文献显示手指法
较简单易行,无需检查器具,但也发现与其它两种常用方
法相比,该法较难被患者理解,且部分被检者由于生理性
复视常将一只手指看成两只手指致使检查无法进行[4]。
2. 1. 2 卡洞法摇 卡洞法(hole-in-card),该法通常选用一
定大小含有中间洞的纸板,置于眼前一定距离处,令双眼
同时能注视远距离视标,分别交替遮盖右、左眼,当遮盖右
眼时看视标,仍能看到视标,则左眼为优势眼,当遮盖右眼
时视标被纸板遮挡,则右眼为优势眼。
摇 摇 该法通过改良[5],检查者站在距离被检者 2m 远的距
离处,被检者通过中间的孔观察远处墙上的一点,保持孔
内的注视点不动,将含有孔洞的纸板移向被检者脸部,圆
孔靠近的那一眼为主导眼。 该法相对于普通卡洞法,是一
种一定程度的客观测量,摒弃主观主诉,且步骤简单,配合
容易,省略了被检查者分别闭眼、选择、表达的步骤,尤其
对于理解表达困难的被检查者优点非常明显,同时省时。
但卡洞法的实施时,优势手影响卡洞的位置,所以研究者
对于一些优势现象不明显的个体,可能会因为优势手所放
置的卡洞位置更靠近右眼的视线,而使得本来无优势眼或
呈弱优势眼的个体测量结果为右优势[6]。 卡洞法的检测
需要关注这一问题。 同时,上述卡洞法均无法提供确切的
数值进行判断,研究者提出如一些方法[7],利用一改造的
特殊装置以卡洞法为基本原理进行操作,过程中记录左
眼、右眼偏离参考视标的距离,便于进一步利用客观数值
以确定优势眼,并排除手部因素的干扰。
2. 1. 3 辐辏近点法摇 双眼注视逐渐靠近眼前的单根手指,
直到有一眼放弃集合,发生分离,始终保持注视的眼为优
势眼。
2. 1. 4 棱镜法摇 利用一基底向下棱镜分别置于双眼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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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分别快速进行遮盖和去遮盖测试以确定优势眼[6]。
2. 1. 5 Worth四点法摇 被检者戴用右眼为红色,左眼为绿
色的镜片。 注视综合验光仪上的 Worth 四图或 Worth 四
点灯,如果患者述看见四个点(灯),为二个红点(灯)二个
绿点(灯),则右眼为主导眼,若为三个绿点(灯)一个红
(灯,)则左眼为主导眼。
2. 2 测试方法的比较摇 优势眼的判断方法常用有手指法
和卡洞法两种,这两种方法被认为是等效的。 研究者[4,8]

指出 Worth 四点灯本是检查感觉融像的一种方法,在用其
检查主导眼时其检查的结果来自患者的主观判断,Worth
四点法则可能主要取决于两眼中的视网膜离焦状况,在一
些优势眼无明显倾向者中,其屈光矫正越精确的眼,可表
现为优势眼,而优势眼与右手优势的相关性可能会更弱。
同时受被检者自我感觉、理解和判断的影响,还受颜色的
干扰同时抑制反应、复像反应、融像反应也对结果产生较
大影响。 最近 Cheng 等[9] 使用卡洞法与辐辏近点法两种
方法测量优势眼,发现两者相关,但卡洞法的右优势比率
明显高于客观的辐辏近点法。 可能由于卡洞法是用手测
量,而由于眼与手逐步建立协调的密切关系,且右利手在
人群中占绝大多数,而使得一大批无眼优势或者眼优势不
明显的人表现为右眼优势[8]。 关于卡洞法检查结果是否
受到孔洞的大小、木板的大小、孔洞离眼的距离影响,目前
暂无文献报道。
3 优势眼应用研究现状与进展
3. 1 优势眼与屈光不正摇 很多研究表明,近视人群优势眼
分布以右眼为主,且这种分布与性别、最佳视力眼、屈光度
高低无显著相关。 裘凯凯等[8] 研究指出屈光参差可以影
响优势眼朝着更清晰像质方向漂移,优势眼从高屈光度眼
转为低屈光度眼。 尤其是在这种参差未能得到及时、合理
的矫正的时候。 这种漂移,若发生于儿童,最明显的表现,
即屈光参差性弱视中体现的优势眼为两眼中较低屈光不
正眼的现象。 同时研究表明,在习惯的屈光矫正情况下与
在双眼的各自单眼最佳矫正状态下测量的优势眼差异有
显著性,这可能与成年人已经适应了原有的屈光状态有
关。 推测,事先测量出习惯矫正的优势眼,并保持最终双
眼屈光矫正的习惯性平衡可能会更好[10]。
摇 摇 关于优势眼与近视发展,Linke 等[11] 对参加近视屈光
手术的人群进行的研究报告指出,揭示了非优势眼为在等
效屈光力>2. 5D 的屈光参差状态中为更近视的眼。 而在
>0. 5D 的散光性屈光参差中为散光更大的眼。 研究发现,
主导眼的发展与近视度数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Cheng 等[9]在其研究中发现在屈光参差组中,主导眼通常
较非主导眼近视度数更大,眼轴长度更长。 特别是在屈光
参差>1. 75D 的人群中。 当屈光参差臆1. 75D 时,这种规
律不明显。 同时研究发现,近视性屈光参差与远视性或混
合性屈光参差不同,主导眼眼别与屈光程度无相关性。 有
研究推测关于近视屈光参差出现该现象的可能与以下两
因素相关:首先近视时屈光状态的发展程度更多地决定于
用眼习惯,如握笔位置过靠近鼻尖或阅读姿势等[12],主导
眼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弱。 其次主导眼虽由基因决定或幼
年已形成,但不是固化,形成后会受到不同的干扰,这些干
扰将对视觉的神经网络产生影响。 同时诸多动物实验研
究已证实了主导眼的可塑性,主导眼视力丧失或减弱主导
眼的信号输入,持续足够长时间,非主导眼会转换为主导
眼。 因此未获得适当矫正的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由于近

视度数深的眼成像较模糊,其输入的信号相对少,长时间
的屈光参差导致主导眼向视网膜像清晰的方向漂移。 何
青等[13]研究也证实了该点,研究同时发现了远视性屈光
参差组中非主导眼的屈光度大于主导眼,混合组中主导眼
屈光状态多为近视眼别。 即主导眼较非主导眼更趋向于
近视。 关于近视相关参数变化,Yang 等[14] 在一项研究优
势眼与近视发展关系的 2a 长期研究中,认为优势眼与非
优势眼在屈光不正度和轴长方面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部分研究结果还提示存在不良读写姿势的群体中大多数
人为右眼主导眼的可能原因是在右手持笔写字。 研究[12]

认为若读写距离过近或眼位偏斜,必然会增大斜角,更加
强化右眼的主导眼优势。 研究者推测持笔写字时的视角
向右偏斜可能与右眼近视程度偏深这一现象间存在某种
联系。
3. 2 优势眼与斜视 摇 在间歇性外斜的手术矫正中,研
究[15]发现优势眼的测定可以帮助医生确定小角度间歇性
外斜患者的主导眼。 这部分患者注视眼与主导眼符合率
高达 97% (34 / 35),因此术前测试主导眼而判定注视眼。
在主导眼上施行手术矫正外斜视得到国内外不少学者[16]

的认可,研究者认为主导眼上进行手术矫正共同性斜视效
果良好,具有矫正度数大、手术量小、手术肌肉涉及数目
少、恢复双眼单视快、改善弱视等优点。
3. 3 优势眼与弱视摇 弱视治疗中,利用遮盖疗法和压抑疗
法消除主导眼的抑制,强迫弱视眼注视,最终实现双眼视
力平衡。 一般认为,在弱视矫正敏感期后,视皮质神经元
眼优势变化趋于稳定,且不再容易被视环境干扰。 在对小
儿弱视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结论,优势眼于 4 岁前可以转
变,但到 6 岁后则多不能改变。 但最近一些研究[17,18]用不
同的方法如运用 VEP 记录活动依赖性信号及标记皮质细
胞的即刻早期基因( immediate early gene,IEGs)的快速表
达,都记录到成年小鼠在单眼剥夺一段时间后主导眼和眼
优势柱的改变。 这些实验表明在小鼠关键期后眼优势柱、
主导眼存在可塑性。
3. 4 优势眼与屈光手术摇 李可嘉等[19] 研究发现 LASIK 术
后未发现优势眼眼别的调换,同时指出,即使手术前后优
势眼与非优势眼视力发生颠倒,对视觉舒适度亦未造成较
大影响。 罗武强等[20]指出屈光不正患者行 LASIK 手术后
可能导致优势眼发生转换。 同时指出发生优势眼转换,可
能与术前裸眼视力高低和近视程度有一定关系,但与患者
年龄、性别、术前球镜度数高低、近视性质无关。 胡裕坤
等[21]在准分子激光治疗老视方面,以单眼视矫正为基础,
利用大脑的选择性抑制,在手术设计中,主导眼完全矫正,
保持正视用于视远;非主导眼保留一定的近视度数,近视
者低矫-0. 75 ~ -2. 0D,远视者过矫 0. 75 ~ 2. 0D,用于视
近。 单眼视术后获得的双眼远视力明显优于主导眼的远
视力。 在单眼植入多焦人工晶状体方面,Shoji 等[22] 指出
在主导眼内植入优于在主导眼内植入。 Handa 等[23] 指
出,患者对单眼视的满意度与其主导眼的优势程度相关,
满意组主导眼的优势程度较非满意组的高。
3. 5 优势眼与利手摇 双手之间优势不等,优势手被称作利
手。 优势眼与利手常用于研究人体感知功能不对称性,但
是优势手会由于社会习惯的影响和教育因素发生改变。
优势手的存在会影响优势眼的测量结果[6]。 李霞等[24] 研
究认为,近视的形成与右利手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应
提倡孩子自小用左手进行一些日常生活活动,从而预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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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减少两眼的屈光参差度数,预防屈光参差性弱视的发
生。 研究[25]还发现,大学生以右利手为主,McManus 法检
测发现右利手似乎与有眼优势更为相关。 左或右利手和
优势眼似乎是研究大脑功能不对称性和大脑偏侧型的最
可靠的方法。
3. 6 优势眼与运动视觉摇 目前已有研究[26] 将优势眼的检
查将作为评估体育运动员标准视功能的一部分。 Portal
等[27]研究眼部注视优势对于高校棒球手运动的意义,探
讨其眼、手优势与运动优势的关系。 认为对于成功的投球
手,其优势眼与利手的选择性的比例与一般人群有着显著
的差异。 孙卫星等[28]报道视敏度与视觉深度对优势眼没
有直接影响,优势眼与网球正手击球线路有关,同时优势
眼理论对于认为合理的网球发球站位角度有重要意义。
如果优势眼和优势手在身体的两侧,则为交叉优势,周
东[29]认为,网球中有交叉优势的运动员正手强大,往往能
占得先机。
4 小结
摇 摇 综上所述,优势眼测量和相关研究对于屈光不正、斜
视、弱视、屈光手术、利手、运动视觉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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