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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直角三棱镜和等腰三棱镜测量斜视角的差异ꎮ
方法:病例对照研究ꎬ选取 ２０２１－０６ / ２０２２－０４ 我院住院共
同性斜视患者 １７６ 例ꎬ其中共同性内斜视患者 ７９ 例ꎬ共同
性外斜视患者 ９７ 例ꎮ 所有患者分别运用交替遮盖直角三
棱镜和等腰三棱镜中和法进行斜视角测量ꎮ
结果:共同性内斜视患者直角三棱镜测量结果为 ４９.１６７△±
１３.５７３△ꎬ等腰三棱镜测定结果为 ３８.２５０△ ±１０.７５６△(Ｐ<
０.０１)ꎬ两者差值为 １０.９１７△±３.７５２△ꎻ直角三棱镜测量值转
换为圆周度为 １９.０９６° ± ２.４５６°ꎬ等腰三棱镜为 ２０.８４７° ±
５.３６４°(Ｐ<０.０５)ꎬ两者差值为 ２.４４３°±２.７０２°ꎻ共同性外斜
视患者直角三棱镜测量结果为 ５１.８７５△ ±１３.５６７△ꎬ等腰三
棱镜测量结果为 ４０.４９２△±１１.７５３△(Ｐ<０.０１)ꎬ两者差值为
１１.３８３△ ± ４. ７８３△ꎻ直角三棱镜测量值转换为圆周度为
１９.５８９°±２.５２１°ꎬ等腰三棱镜为 ２１.９４７°±５.８６４°(Ｐ<０.０１)ꎬ
两者差值为 ３.２００°±３.０７７°ꎮ 两种类型斜视患者使用不同
三棱镜检测结果差值及转化为圆周度比较均无差异(Ｐ>
０.０５)ꎮ
结论:直角三棱镜和等腰三棱镜查斜视角存在差别ꎬ直角
三棱镜测定的斜视度大于等腰三棱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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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斜视手术的效果与很多因素有关ꎬ但最重要的是术前
斜视度的测定ꎮ 斜视角测量方法有角膜映光法、弧形视野

计、同视机和交替遮盖加三棱镜中和法等[１]ꎬ其中最常用

方法是交替遮盖加三棱镜中和法[２－３]ꎮ 三棱镜有直角三

棱镜和等腰三棱镜ꎬ本研究分别使用直角三棱镜和等腰
三棱镜测量 １７６ 例共同性斜视患者的斜视角ꎬ将不同形

状三棱镜测量斜视角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其差异ꎬ现报告
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病例对照研究ꎮ 选取 ２０２１－０６ / ２０２２－０４ 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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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住院的 １７６ 例共同性斜视患者ꎮ
纳入标准:(１)患者交替注视ꎬ注视性质均为中心注视ꎻ
(２)无眼球震颤ꎻ(３)第一斜视角等于第二斜视角ꎻ(４)屈
光间质透明ꎬ眼底正常ꎬ无眼部器质性病变ꎻ(５)直角玻璃
三棱镜测量斜视角度为 ３０△ ~８０△ꎮ 排除标准:(１)非共同
性斜视ꎻ(２)伴其他眼部器质性病变ꎻ(３)直角玻璃三棱镜
测量斜视角< ３０△和>８０△者ꎮ 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
言»ꎬ经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
准ꎬ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检查器材　 材质是玻璃的医用直角三棱镜ꎬ三棱镜
柱体的横截面为直角三角形ꎮ 块状三棱镜每套 １８ 块ꎬ规
格为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４０、５０、
６０、８０ꎮ 材质是树脂的医用等腰三棱镜ꎬ三棱镜柱体的横
截面为等腰三角形ꎮ 块状三棱镜每套 ２２ 块ꎬ规格为(△):
１ / ２、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２、１４、１６、１８、２０、２５、３０、３５、
４０、４５、５０ꎮ ≤２０△的三棱镜形状为直角三棱镜ꎬ>２０△的三
棱镜形状为等腰三棱镜ꎮ
１.２.２检查方法　 斜视角的测量均由同一医师操作ꎮ 将视
标置于被检查者正前方 ３３ｃｍ 处ꎬ检查者于侧方把三棱镜
底朝内尖朝外放置于患者眼前ꎬ交替遮盖患者双眼ꎬ调整
三棱镜度数直至眼球不再运动为止ꎬ记录此时测得的棱镜
数值ꎮ 两种三棱镜的放置方式为三棱镜底垂直患者面部
平面平行放置ꎬ见图 １ꎮ
１.２.３计算方法　 根据国内外文献[４－６]报道三棱镜度数
通过理论计算可以转换为圆周度ꎬ见表 １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 软件处理数据ꎬ计数资料

采用例表示ꎬ使用卡方检验ꎬ计量资料采用 ｘ±ｓ 表示ꎬ使
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 纳入研究患者的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共同性斜
视患者 １７６ 例ꎬ其中男 ９５ 例ꎬ女 ８１ 例ꎬ年龄 ３ ~ ４５(平均
　 　

１２.５９±８.１４)岁ꎮ 共同性内斜视患者 ７９ 例ꎬ其中男 ４６ 例ꎬ
女 ３３ 例ꎬ年龄 ４~４５(平均 １２.４６±７.６９)岁ꎻ共同性外斜视
患者 ９７ 例ꎬ其中男 ４９ 例ꎬ女 ４８ 例ꎬ年龄 ３ ~ ３７ (平均
１０.９８±５.８３)岁ꎮ 共同性内斜视和外斜视患者性别、年龄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２.２两种三棱镜测量共同性斜视患者棱镜度及转换为圆
周度后的结果比较　 两种三棱镜测量共同性内斜视和共
同性外斜视患者棱镜度及转换为圆周度后的结果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见表 ２ꎮ 不同斜视类型的两
种三棱镜检测结果差值及圆周度差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３ꎮ
３讨论

斜视在眼科临床上是一种常见的疾病ꎬ是指眼外肌协
调运动失常导致双眼不能同时注视同一物体ꎬ其中共同性
斜视是斜视最常见的类型ꎮ 斜视会影响患者的外观及双
眼视功能的正常建立ꎬ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ꎬ使患者产生
心理疾病[７－８]ꎬ及时正确的治疗斜视显得十分必要ꎮ 目前
斜视矫正手术是治疗斜视最有效的方法ꎮ 临床上术前交
替遮盖加三棱镜中和法所测的斜视角是斜视手术设计的
主要依据ꎬ斜视角是否准确直接影响着手术的效果ꎮ 树脂
等腰三棱镜在欧美等国应用较多ꎬ我国普遍应用的三棱镜
是直角玻璃三棱镜ꎮ

图 １　 不同三棱镜放置方法　 Ａ:直角三棱镜ꎻＢ:等腰三棱镜ꎮ

表 １　 三棱镜底垂直患者面部平面平行放置时测定值与理论计算转换的圆周度

三棱镜标示度(△) 理论矫正圆周度(°) 理论计算直角三棱镜可中和圆周度(°) 理论计算等腰三棱镜可中和圆周度(°)
２５ １４.０６ １２.７９ １４.０７
３０ １６.８４ １４.７０ １６.７１
３５ １９.３７ １９.２８
４０ ２１.７７ １７.７２ ２１.８７
４５ ２４.１０ ２４.２０
５０ ２６.５３ １９.９０ ２６.５２
６０ ３１.０７ ２１.３７
８０ ３８.５９ ２２.９４

表 ２　 两种三棱镜测量共同性斜视患者棱镜度及转换为圆周度后的结果比较 ｘ±ｓ

仪器
共同性内斜视(７９ 例)

测量值 转换值

共同性外斜视(９７ 例)
测量值 转换值

直角三棱镜 ４９.１６７△±１３.５７３△ １９.０９６°±２.４５６° ５１.８７５△±１３.５６７△ １９.５８９°±２.５２１°
等腰三棱镜 ３８.２５０△±１０.７５６△ ２０.８４７°±５.３６４° ４０.４９２△±１１.７５３△ ２１.９４７°±５.８６４°

ｔ ２６.６６７ －５.０１５ ２６.０７１ －６.８５５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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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斜视类型结果差值的差异性分析 ｘ±ｓ
分组 例数 三棱镜差值 圆周度差值

共同性内斜视组 ７９ １０.９１７△±３.７５２△ ２.４４３°±２.７０２°
共同性外斜视组 ９７ １１.３８３△±４.７８３△ ３.２００°±３.０７７°

　 　 　 　 　 　 　
ｔ －０.７８０ －１.８１７
Ｐ ０.４３６ ０.０７１

　 　 本研究使用两种三棱镜测量 １７６ 例共同性斜视病例
的斜视角ꎬ其中共同性内斜视病例 ７９ 例ꎬ共同性外斜视病
例 ９７ 例ꎮ 共同性内斜视患者直角三棱镜测量结果为
４９.１６７△±１３. ５７３△ꎬ等腰三棱镜测定结果为 ３８. ２５０△ ±
１０.７５６△(Ｐ<０.０１)ꎬ两者差值为 １０.９１７△ ±３.７５２△ꎻ直角三
棱镜测量值转换为圆周度为 １９.０９６°±２.４５６°ꎬ等腰三棱镜
为 ２０.８４７°±５.３６４°(Ｐ<０.０１)ꎬ两者差值为 ２.４４３°±２.７０２°ꎻ
共同性外斜视患者直角三棱镜测量结果为 ５１. ８７５△ ±
１３.５６７△ꎬ等腰三棱镜测量结果为 ４０.４９２△ ±１１.７５３△(Ｐ<
０.０１)ꎬ两者差值为 １１.３８３△±４.７８３△ꎻ直角三棱镜测量值转
换为圆周度为 １９.５８９° ± ２.５２１°ꎬ等腰三棱镜为 ２１.９４７° ±
５.８６４°(Ｐ<０.０１)ꎬ两者差值为 ３.２００°±３.０７７°ꎮ 两种类型
斜视患者使用不同三棱镜检测结果差值及转化为圆周
度比较均无差异(Ｐ> ０. ０５)ꎮ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
异呢?

众所周知ꎬ三棱镜是由透明材料制作成的截面呈三角
形的光学仪器ꎮ 三棱镜是通过光线的折射ꎬ使光线向底部
偏折ꎬ让斜视眼和正视眼可以注视同一个视标ꎮ 三棱镜度
是指三棱镜偏折光线的能力ꎬ１ｍ 远的物像通过三棱镜后
移位 １ｃｍꎬ 可以写作 １ 个三棱镜度[９]ꎮ 根据斯涅耳
(Ｓｎｅｌｌｓ ｌａｗ) 定律ꎬ 偏转角是指入射光线和出射光线形成
的夹角ꎮ 为了接近用到三棱镜的最小偏转角ꎬ等腰三棱镜
的校准方式是棱镜内部的视轴垂直于将棱镜的顶点角平
分的线ꎬ放置方式是平行于额面(即平行于眶缘表面)ꎬ 玻
璃三棱镜校准方式使入射光线垂直于三棱镜的直角边ꎬ玻
璃三棱镜放置是应使棱镜底垂直于视轴ꎬ 这样与校准时
光线的走行方向一致[１０]ꎮ 基于这些不同以及树脂和玻璃
两种材质折射率的不同两种棱镜测量时产生了差异ꎮ

牛玉玲等[６]曾做过类似的研究ꎬ他们虽然没有行共同

性内斜视斜视角的测量ꎬ但是用两种三棱镜对共同性外斜
视患者斜视角的测量ꎬ得出的结果与本文有些相似ꎬ他们
认为只需注意两种三棱镜标注规格和放置方式的差别则
都能较准确的测量斜视角度ꎮ 国外的报道则认为直角三
棱镜测量产生的误差太大ꎬ应放弃使用直角三棱镜ꎬ或者
在测量小角度斜视时使用ꎬ而等腰三棱镜只需要注意测量
时的放置方式ꎬ则测量产生的斜度误差较小ꎬ特别是当测
量大角度斜视时比直角三棱镜更接近真实的斜度ꎬ应推广
使用等腰三棱镜[１１]ꎮ

本研究旨在单纯比较两种三棱镜测量共同性斜视患
者斜视角的差异及其可能原因ꎬ鉴于样本量有限以及目前
相关研究较少ꎬ后期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研究两种测
量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斜视中的差异ꎬ以及差异程度ꎬ是否
具有相关性ꎬ应用哪种测量方法斜视术后正位率较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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