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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双眼视与低视力》共分为两大篇幅，主要介绍了视觉生理、正常双眼视、隐斜视、调节、辐辏
、非斜视性双眼视觉异常的临床分析、共同性斜视与双眼视觉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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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形觉是视觉系统重要的感觉功能之一，是人的眼睛辨别物体形状的能力。
形觉的产生首先取决于视网膜对光的感觉，其次是视网膜能识别出由两个或多个分开的不同空间的刺
激，通过视中枢的综合和分析，形成完整的形觉。
 形觉包括视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分辨力和视野等。
在医学上，把人眼的分辨力大小称为视锐度或视力，视力可分为形觉视力、色觉视力、立体视力和光
觉视力。
一般所说的视力即指形觉视力，它是指识别物体形状的精确度，即区分细小物体的能力，也就是两个
相邻点能被眼分辨的最小距离。
视力一词习惯上指中心视力，而中心视力（也叫视敏度）是最基本的形觉内容，而且多指远视力。
完整的视力概念除中心视力外，还应包括周边视力，即视野。
医生们常用视力表来检查视力，用视野计来检查视野。
随着目前科技的高速发展及视觉生理研究飞速进展，目前大多数检查者采用激光干涉条纹视力、对比
敏感度及眩光的检查来评估形觉功能。
 1．远视力检查 视觉系统最重要的功能是形觉，目前临床上对它进行评价的主要手段是中心视力检查
，即是主要反映黄斑中心凹功能的中心视力。
 （1）视力表的种类视力表是用于测量视力的图表。
国内使用的视力表有：国际标准视力表、视力表对数视力表、兰氐（Landolt）视力表。
从功能上分为近视力表、远视力表。
视力表是根据视角的原理制定的。
检查视力一般分为远视力和近视力两类，远视力多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此表为12行大小不同开口方
向各异的“E”字所组成；测量从0.1～1.5（或从4.0～5.2）；每行有标号，被检者的视视力表操作方法
线要与1.0的一行平行，距离视力表Sm，视力表与被检查者的距离必须正确固定，患者距表为5m。
 目前所用视力表主要检查的是中心视力，即检查视网膜黄斑区中心凹视敏度，从而可简单迅速地了解
到视功能的初步情况，对眼病的临床诊断治疗都有重要的意义。
 （2）视力检查方法检查远视力时，检查距离为Sm，视力表放置高度应以1.0（或对数视力表5.0）行视
标与被检者眼平行，照明度应当合适。
检查视力一般是先右后左，两眼分别进行。
检查一眼时，另一眼可用遮盖板遮盖。
被检查者眼睛必须睁大，不能眯眼、斜视或歪头。
检查时由上而下指视标，如回答正确再去指下一行视标。
辨认速度平均每次3～5s。
记录回答准确的最后一行视标相对的视力数值。
 如果在5m处不能看清4.0视标，被检者应向视力表逐渐走近，将最初能看清4.0视标的距离记下，
按V=d/D（D为4.0视标正常眼应看到的最远距离，d为被查者与视力表的距离），计算被检查的视力。
例：在3m处才能看清50 m应能看到的视标0.1，则患者视力为3 m/50 m=0.06。
 距视力表Im仍看不清4.0视标，可改用辨认眼前手指的方法来测定视力，由远而近按照最初能看到手
指数的距离，记录视力：指数／距离，或CF/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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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双眼视与低视力》构架合理、内容翔实，展示了眼视光技术专业“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
新型课程体系，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学工结合”、“授人以渔”的教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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