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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低视力学（供眼视光学专业用）（第2版）》的编写根据几年来在视光学
专业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意见，从视光学教学计划对学习《低视力学》的要求出发，以及适应低视力
学不断发展的需要，同时本着力求精简、更新内容的原则对初版内容作了较全面的修订和更新。
《低视力学（第2版）》仍将重点放在助视器及儿童和老年低视力方面，增加了低视力患者生存质量
及评估方面的内容，将“功能性视力和视觉康复训练”自成一章，将与低视力相关的其他学科，如听
力障碍、智力障碍及心理学等内容进行删减。
本版修订后内容更为精练，更适合教学需要。
　　《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低视力学（供眼视光学专业用）（第2版）》内容包括低视力概述、视功
能评估、助视器、功能性视力和视觉康复训练、儿童低视力、老年低视力及低视力与身体其他残疾等
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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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视功能的高低不单纯取决于所测视力的优劣 对视残儿童测定他们的残余视
力，无论是使用估计法（婴幼儿）还是视力表，所测得的结果对治疗与康复等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工作人员常把功能性视力等同于视功能，或等同于矫正视力，这是错误的认识
。
也有人把视力与视功能等同起来，这是概念不清所致。
下面介绍几种相关概念，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功能性视力、视功能、中心视力与矫正视力的意义。
 1.功能性视力 关于功能性视力可通过训练而获得，通过学习可更好地、经常地使用而得以提高，能够
在只有少量视觉信息的情况下就能获得有效的功能。
因此，我们强调低视力患儿的功能性视力的评估是提高其生存质量关键的一步。
 2.视功能 视功能包括中心视力、视野、对比敏感度，这是视功能的三要素。
此外，还包括色觉、光觉、双眼立体视觉等。
所以视功能的评估对评估低视力患者的生存质量不能说不无关系。
 3.视力 平时我们所说的“视力”一般都是指中心远视力而言，或称黄斑视力（锥体细胞功能）、视力
表视力，但并不代表视功能。
 4.矫正视力 矫正视力一般是指戴矫正眼镜后所测得的视力，严格来讲，最好的矫正视力是经过规范、
科学的医学验光（小儿通常是散瞳）后，充分、合适地利用矫正工具（如光学矫正眼镜或接触镜）后
所拥有的视力。
它与功能性视力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矫正患儿的屈光不正也是评估儿童低视力生存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1.视力与视功能的关系 严格
地讲，视力不等同于视功能，举例说明： 例1：一个近视眼患儿裸眼视力为0.5，矫正后（—1.75D）视
力为1.0，从不戴镜0.5到戴镜后矫正为1.0，其视力的改善程度为50％，那么医生／验光师会毫无疑问
地建议患儿配戴一副看远的矫正眼镜吗？
 例2：一位低视力患儿双眼裸眼视力为0.05，经矫正（+4.50DS+2.75DC×90）后视力可以提高到0.1。
这时医生会告之此类患儿不必做任何远视力矫正，因为无论矫正和不矫正均是视残患者。
 其实，基于该低视力患者原有的视力条件，这已是他最佳的矫正远视力结果了。
然而正是这一改善意味着患者在自主能力方面的重大进步。
进步的最好证据是患者的精神状态改善。
 这两例患者给医生的反馈信息是一样的，患者的视觉功能在主观上和功能上都有显著的提高，对视光
学疗法充满了信心。
所以同样也要给这位低视力患儿出具配镜处方，配戴普通矫正眼镜。
 关于这种视力改善，用数字方法来分析视力的改善程度仅为微弱的5％，因为0.05是正常视力的5％。
0.1是正常视力的10％（图5—2A）。
不过，若将纵坐标的小数视力变为对数视力，上述两个病例中矫正视力改进程度是相同的，都是0.3log
单位。
这种计算方法应用笔者研制的“低视力视力表”（China LogMAR），采用视角的对数作为视力记录值
，很容易推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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