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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价 Ｄａｙｔｏｎａ 超广角眼底成像系统对屈光手术术前

眼底病变的检查效果ꎮ
方法:连续检查拟接受屈光手术的患者 ３１２ 例 ６２４ 眼ꎬ分
别在自然瞳孔下行 Ｄａｙｔｏｎａ 超广角眼底成像系统检查和

散瞳后裂隙灯下前置镜结合三面镜检查ꎬ比较两种方法检

查用时和检出的病变类型和检出率ꎮ
结果:Ｄａｙｔｏｎａ 超广角眼底成像系统检查的平均时间 ５.３８±
１.２５ｍｉｎꎬ裂隙灯前置镜检查平均时间 ７.２５±３.２３ｍｉｎ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Ｄａｙｔｏｎａ 检出有眼底病变的 ６９
例 １０７ 眼ꎬ检出率 １７.１％ꎬ检出病变 １２６ 处ꎻ前置镜结合三

面镜检出 ７０ 例 １０８ 眼ꎬ检出率 １７.３％ꎬ检出病变 １２９ 处ꎮ
两种方法检出率的一致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１.０００)ꎮ
结论:Ｄａｙｔｏｎａ 具有免散瞳、非接触、检查快捷、超广角等优

点ꎬ用于眼底病变的检查ꎬ效果可靠ꎬ可以提升诊疗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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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屈光手术是目前满足患者摘除眼镜ꎬ提高和改善裸

眼视力的最普遍的矫正屈光不正的方式ꎬ临床应用多年
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ꎬ但由于近视患者往往伴随有不同
程度的周边视网膜变性等改变ꎬ有些病变影响手术的安

全性ꎬ因此对术前的眼底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和正确处
理ꎬ是保证手术效果、预防和减少术后并发症的重要措
施ꎮ 传统的散瞳后裂隙灯下前置镜或者三面镜检查ꎬ耗
时繁琐ꎬ依赖于检查医师的熟练程度和经验ꎬ不能满足屈
光手术术前临床检查时患者集中和数量庞大的需求ꎬ更不
能保证检查效果的均质化ꎮ Ｄａｙｔｏｎａ 超广角眼底成像系统

是最新一代的眼底检查仪器ꎬ具有免散瞳、超广角、操作简
便快速等优点ꎬ能提供高分辨率的眼底数码图像[１]ꎬ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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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两种检查方法的眼底病变检出情况 处

检查方法 格子样变性 囊样变性 霜样蜗牛迹 其他类型变性 裂孔形成 脱离或劈裂 其他病变 合计

Ｄａｙｔｏｎａ ２７ ２９ ２９ １８ １０ ６ ７ １２６
前置镜结合三面镜 ２６ ３１ ３０ １７ １１ ７ ７ １２９

床应用方便ꎬ现就我院将其应用于屈光手术术前检查眼底
改变的临床效果进行评价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连续性观察研究ꎬ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 ０３－３１ 我院进
行屈光手术术前检查的近视患者 ３１２ 例 ６２４ 眼ꎬ男 １８７
例ꎬ女 １２５ 例ꎬ年龄 １７ ~ ４９(平均 ２３ １１±５ ８５)岁ꎬ近视等
效球镜屈光度－０ ５０~ －１６ ３７(－５ ３６±２ ５５)Ｄꎮ 本研究通
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患者知情同意ꎬ并签定知情同
意书ꎮ
１ ２方法　 对所有患者进行屈光术前验光、眼压、眼前节
等常规检查ꎮ 在未散瞳前进行 Ｄａｙｔｏｎａ 超广角眼底成像
系统眼底检查ꎬ观察分析数码图像ꎬ记录检查结果ꎬ包括视
网膜有临床意义的变性和病变类型、部位ꎬ同时记录实施
检查的时间ꎮ 散瞳后由其他医师对同一患者行裂隙灯
７８Ｄ 前置镜检查ꎬ必要时补充三面镜检查ꎬ同样记录检查
结果和实施检查的时间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
析ꎮ 两种检查方法的时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ꎬ眼底
病变两种方法检出一致性的比较采用配对卡方检验
(ＭｃＮｅｍａｒ 检验)ꎮ Ｐ<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检查时间　 Ｄａｙｔｏｎａ 从输入患者资料开始到分析图像
记录结果完成ꎬ检查时间 ４ ~ １０(平均 ５ ３８±１ ２５)ｍｉｎꎬ散
瞳后(不计散瞳和等待时间)裂隙灯前置镜检查自患者和
检查医生准备好裂隙灯前检查坐位开始到结果记录完成ꎬ
检查时间 ３~１８(平均 ７ ２５±３ ２３)ｍｉｎꎮ 两种检查方法的
时间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４ ７４３ꎬＰ<０ ０１)ꎬ前置镜
结合三面镜检查时间明显长于 Ｄａｙｔｏｎａꎮ
２ ２检查结果　 视网膜变性中ꎬ无临床意义的非压迫白等
变性未予统计分析ꎬ记录有临床意义的变性和病变类型及
病灶数量ꎬ一眼有多处病变和不同类型的都分别作为一个
病灶予以记录ꎮ 两种检查共发现有眼底变性或病变的有
７１ 例 １０９ 眼ꎬ 本 组 病 例 眼 底 病 变 的 检 出 率 １７ ５％ꎮ
Ｄａｙｔｏｎａ 检出 ６９ 例 １０７ 眼病变ꎬ检出率 １７ １％ꎬ检出病变
１２６ 处ꎻ前置镜结合三面镜检出 ７０ 例 １０８ 眼ꎬ检出率
１７ ３％ꎬ检出病变 １２９ 处ꎮ 两种方法检出一致性比较ꎬ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１ ０００)ꎮ 两种检查方法检出的变性
类型情况见表 １ꎬＤａｙｔｏｎａ 图像中周边视网膜变性有 ２ 处是
前置镜第一次检查没有发现ꎬ经 Ｄａｙｔｏｎａ 图像提示后再次
检查得到证实ꎮ 前置镜结合三面镜检出 Ｄａｙｔｏｎａ 未发现
的病变 ５ 处ꎮ
２ ３病变处理 　 眼底病变 ７１ 例 １０９ 眼中ꎬ有 ３ 例患者主
动放弃视网膜病变的进一步处理及屈光手术ꎬ有 ４２ 例接
受了氩激光光凝治疗ꎬ其中 ３９ 例在等待至少 ２ｗｋ 以后复
查视网膜光凝恢复良好后接受了屈光手术ꎬ３ 例放弃了屈
光手术ꎮ 因视网膜劈裂、视网膜脱离行复位手术等原因而
暂时放弃手术 ２ 例ꎮ 另有 ２４ 例视网膜变性无需特殊处

理ꎬ其中 １４ 例接受了屈光手术ꎬ１０ 例因其他原因未行屈
光手术ꎮ 术后 ３~１２ｍｏ 的随访观察ꎬ未发现原有病变加重
或其它严重病变的报告ꎮ 未行手术者随访丢失ꎮ
３讨论

Ｄａｙｔｏｎａ 超广角眼底成像系统以激光共焦扫描检眼镜
为基础ꎬ结合椭圆形镜面组成的设备[２]ꎮ 椭圆镜有两个共
轭焦点ꎬ从一个焦点反射的光线必然通过另一个共轭焦
点ꎬＤａｙｔｏｎａ 利用共轭焦点原理ꎬ将激光扫描探头和被检眼
分别置于两个焦点处ꎬ扫描激光头精确而稳定地围绕共轭
焦点旋转ꎬ射出的激光束均反射到虚焦点ꎬ检查者将患者
眼睛的晶状体前表面中心精确定位到虚焦点处ꎬ激光束就
可以不受瞳孔影响形成眼内宽扫描角ꎬ扫描光线原路返
回ꎬ经系统处理形成视网膜图像ꎮ 调整扫描头的入射角
度ꎬ最大为 １４０°ꎬ经角膜、前房和晶状体组成的镜头组折
射ꎬ进入眼内对应的眼内角约为 ２００°ꎬＤａｙｔｏｎａ 这一独特设
计使得该仪器具有小瞳下视网膜一次成像 ２００°扫描到
８０％的视网膜面积的功能ꎬ超过涡静脉ꎬ部分患者可达到
锯齿缘[２]ꎮ 扫描激光由波长 ５３２ｎｍ 的绿激光和波长
６３０ｎｍ 的红激光组成ꎬ分别对视网膜和脉络膜扫描ꎬ可以
单独成像显示视网膜和脉络膜结构ꎬ也可以复合成彩色眼
底图像ꎮ Ｄａｙｔｏｎａ 完成一次扫描仅需 ０ ４ｓꎬ配合眼位向上
下左右四个方位的转动检查ꎬ在小瞳孔状态下绝大多数患
者 １ｍｉｎ 左右就可以获得约 ２４０°基本完整的眼底图像ꎮ

Ｄａｙｔｏｎａ 的优点:(１)免散瞳、操作简便、快捷、检查效
率高ꎬ操作者可快速掌握并熟练使用ꎬ避免了传统散瞳眼
底检查的经验和熟练程度的影响ꎮ (２)红绿激光双通道
同时扫描ꎬ但可分别成像ꎬ绿激光可清晰显示视网膜色素
上皮以内的各层ꎬ红激光显示色素上皮和脉络膜ꎬ还可以
单独使用绿激光完成眼底自发荧光检查ꎬ对视网膜色素上
皮代谢相关的眼底病变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ꎮ (３)３９００×
３０７２ 像素的高质量数字图片ꎬ结合图像管理系统的放大
倍率、对比度、亮度调节、局部放大镜功能可以增强诊断能
力ꎬ还有后极部显示模式、杯盘比测量、病例模拟演示、３Ｄ
动态演示等诸多辅助功能ꎬ可以形象直观显示病变部位和
形态ꎬ非常有利于对患者进行病情讲解和沟通ꎮ (４)电子
化病历管理ꎬ可以进行图片备注、诊断记录、个性化分类ꎬ
比较和对照治疗效果等便捷功能ꎮ (５)数字图片的好处
还在于系统既可以单机使用ꎬ也可以院内网络共享或者远
程会诊ꎬ这使得临床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习惯远程
查看和处理图像ꎬ提高了临床效率ꎮ

陈兵等[３]对 ＬＡＳＩＫ 术前 ７２１ 眼三面镜检查发现各种
视网膜周边变性 １８ ８６％ꎬ刘建国等[４]对 ＬＡＳＩＫ 术前 ４ ２４８
眼的大样本病例三面镜检查发现各种视网膜周边变性
１８ ３１％ꎬ本研究中 Ｄａｙｔｏｎａ 对视网膜变性或病变的检出率
１７ １％ꎬ与二位学者的报道基本一致ꎮ 国外学者 Ｍｅｈｒｅｅｎ
等报道 Ｄａｙｔｏｎａ 超广角眼底检查设备 Ｄａｙｔｏｎａ 在平均 ５９ ６
岁的人群体检中视网膜周边病变的检出发病率 １８ ４％ [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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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也与此相近ꎮ Ｌｅｅ 等[６] 报道 Ｄａｙｔｏｎａ 超广角眼
底检查设备的前一代 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 ２００Ｃ 对近视术前眼底病
变的检查敏感率和视网膜专家相比为 ９０ ９％ꎮ 以上研究
均说明 Ｄａｙｔｏｎａ 在屈光手术术前的眼底检查可以满足临
床需要ꎬ作为眼底病变的检查新型设备ꎬ能快速发现眼底
病变ꎬ避免了散瞳检查的禁忌证问题ꎬ也节约了时间和护
理工作ꎬ明显提升了对周边视网膜病变的诊断效率ꎬ具有
较高的应用价值ꎮ 当然ꎬＤａｙｔｏｎａ 彩图为红绿激光扫描的
复合像ꎬ颜色上不如普通眼底数码照相与眼底本身色调那
样逼真ꎬ并且由于它是利用共轭双焦点的原理成像ꎬ眼底
图像有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ꎬ需要分析者一个短时间的
适应与接受的过程ꎮ Ｄａｙｔｏｎａ 由于注视角度转动不到位ꎬ
或者眼裂太小的原因ꎬ或者操作者不熟练ꎬ均有可能出现
周边变性未能检出或者未能识别ꎮ 对某些小睑裂或眼位
转动难以配合到位的患者ꎬ或者 Ｄａｙｔｏｎａ 图像可疑的病
变ꎬ仍需补充散瞳后前置镜必要时使用三面镜检查以明确
诊断ꎮ 但前置镜或者三面镜与检查医师的熟练程度有直
接关系ꎬ而且效率较低ꎬ耗时较长ꎬ不熟练的医师很容易漏
诊ꎮ 二者结合可以有效减少对周边视网膜病变的漏诊ꎬ提
高检查的准确性ꎮ

总之ꎬＤａｙｔｏｎａ 具有免散瞳、非接触、检查快捷、超广角
等优点ꎬ为眼底疾病的检查提供了一种较好的临床检查
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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