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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近视大学新生框架眼镜顶焦度、轴位的准确性

和加工装配质量。

方法：检测２５１例近视大学新生实际屈光程度和其配戴
框架眼镜的顶焦度、柱镜轴位；确定框架眼镜镜片光学中

心位置并计算光学中心水平偏差、光学中心垂直互差。

结果：近视大学新生２５１例中欠矫９５例（３７．８５％），过矫
５４例（２１．５１％），足矫１０２例（４０．６４％）。低、中、高三组
等效球镜度数差值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低、高度近视组间

无统计学差异，低度近视组和高度近视组与中度近视组

之间均有统计学意义，低度近视组和高度近视组的等效

球镜度数差值均大于中度近视组。三组不同程度近视组

的柱镜轴位无统计学差异。２５１副框架眼镜的光学中心
水平偏差总体合格率为８７．２５％，光学中心垂直互差总体
合格率为８６．８５％，且都随着顶焦度的增加，合格率逐渐
下降。

结论：近视大学新生框架眼镜准确性和质量问题严重，定

期的验光服务和多种方式的健康教育非常必要。

关键词：近视；框架眼镜；等效球镜；轴位；光学中心水平

偏差；光学中心垂直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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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配戴框架眼镜是目前矫正近视方便有效的方法。但
研究表明，全世界患有近视的青少年有６０％没有得到合
适的眼镜矫正［１］。因此，对我校２５１例拥有框架眼镜的
新生检查其屈光程度，对其配戴的框架眼镜顶焦度及加

工装配质量做以检测，为后期相应的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通过新生入学体检初筛的２０１０级近视学生
４０６例（男１７３例，女２３３例），其中配戴框架眼镜者２５１
例（男９４例，女１５７例）。该２５１例学生经裂隙灯显微镜
及眼底镜等眼科常规检查无明显异常。对其验光结果进

行等效球镜转换（等效球镜度数＝球镜度数＋１／２柱镜度
数）。

１．２方法
１．２．１验光　使用ＴＯＰＣＯＮＤＫ５００综合验光仪检测４０６
例学生的屈光度，由同一名熟练的技师操作，屈光度以达

到单眼矫正视力１．０的最低度数为标准，并对验光结果
进行等效球镜换算；使用ＴＪＹ３瞳距仪测量远用瞳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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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不同屈光度组等效球镜度数差值及轴位差值的比较 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等效球镜度数差值（Ｄ） 轴位差值（°）
低度近视组 ７０ ０．７２±１．０１ １．２２±０．３６
中度近视组 １８６ ０．３０±０．８２ ２．８５±１．５９
高度近视组 ６５ ０．５８±１．５１ １．２６±０．９７

　　　　　表２　大学生近视眼２５１副框架眼镜光学中心水平偏差
水平顶焦度

绝对值（Ｄ）
例数

光学中心水平偏差（ｍｍ）
≤２．０ ≤３．０ ≤４．０ ≤６．０ ≤９．０ ＞９．０

合格

例数
合格率（％）

０．２５～１．００ ７ ３ １ １ １ ０ １ ６ ８５．７１
１．２５～２．００ ３２ ８ １１ ５ ５ ２ １ ２９ ９０．６３
２．２５～４．００ ６７ １８ ２９ １３ ６ １ ０ ６０ ８９．５６
４．２５～６．００ ８０ ３１ ３９ ６ ３ ０ １ ７０ ８７．５０
≥６．２５ ６５ ５４ ７ ２ １ １ ０ ５４ ８３．０８

　　　　　　　　　　　　　　　　　　　
合计 ２５１ １１４ ８７ ２７ １６ ４ ３ ２１９ ８７．２５

　　　　　　表３　大学生近视眼２５１副框架眼镜光学中心垂直互差
垂直顶焦度

绝对值（Ｄ）
例数

光学中心垂直互差（ｍｍ）
≤０．５ ≤１．０ ≤２．０ ≤３．０ ＞３．０

合格例数 合格率（％）

０．２５～１．００ ７ ３ ２ １ １ ０ ７ １００
１．２５～２．００ ３２ １７ １４ ０ ０ １ ３１ ９６．８８
２．２５～８．００ １９４ ７９ ９１ ２１ １ ２ １７０ ８７．６３
≥８．２５ １８ １０ ６ ２ ０ ０ １０ ５５．５６

　　　　　　　　　　　　　　
合计 ２５１ １０９ １１３ ２４ ２ ３ ２１８ ８６．８５

１．２．２现配戴的眼镜检查　使用 ＴＯＰＣＯＮＣＬ２００电脑焦
度计、游标卡尺检测２５１例学生所配戴眼镜镜片的顶焦
度、柱镜轴位、光学中心位置、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并计算

出光学中心水平偏差、光学中心垂直互差和轴位偏差。

　　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数据以 珋ｘ±ｓ表示，对低、中、高３个近视组
间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再用ＳＮＫｑ检验做两两比较。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结果
２．１评价标准　按照眼镜装配国家标准《ＧＢ１３５１１１９９９》
进行评价。

２．２检测结果　配戴框架眼镜的２５１例学生接受了镜片
顶焦度和柱镜轴位检查，其中欠矫９５例（３７．８５％），过矫
５４例（２１．５１％），足矫１０２例（４０．６４％）。将该２５１例学
生根据实际屈光的等效球镜度数按照度数偏低眼分为低

（＜３．００Ｄ）、中（３．００～６．００Ｄ）、高（＞６．００Ｄ）近视组。
三组不同程度近视学生的等效球镜度数差值（等效球镜

度数差值＝学生实际的屈光值其目前配戴眼镜的度数）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Ｆ＝１０．１６，Ｐ＜０．０５，显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进一步进行两两组间的比较：低、高度近视组间无

统计学差异，而中度近视组与低、高度近视组间均有统计

学差异，即低视度数组和高度近视组学生的等效球镜度数

差值均大于中度近视组（表１）。另外，三组不同程度近视
学生柱镜的轴位差值经过方差分析，Ｆ＝２．８９，Ｐ＞０．０５，显
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１）。本次调查还对上述２５１副
框架眼镜进行了光学中心检测和配戴者的瞳距测量，从而

计算出光学中心水平偏差和光学中心垂直互差，结果显

示：光学中心水平偏差总体合格率为８７．２５％，光学中心

垂直互差总体合格率为８６．８５％，且都随着水平顶焦度的
增加，合格率逐渐下降（表２，３）。
３讨论
　　近视矫正的原则是：最佳矫正视力之最低度数
（ＭＰＭＶＡ）［２］。近视未矫正、欠矫、过矫和配戴不合格的
眼镜对大学生的矫正视力、眼动参数和各级视功能都有很

大影响，这也是引起戴镜后易视疲劳的重要原因［３］。而造

成现戴眼镜度数与本身屈光不正度不吻合的主要原因有：

（１）相当一部分欠矫的学生只注重眼镜度数的高低，而忽
略与度数相对应的矫正视力，在验光过程中，他们提出只

要能看清黑板，走路不认错人就行，因此宁可选择低度数

欠矫的低下视力，也不愿选择足矫的正常视力。还有一部

分学生目前的眼镜已经配戴数年之久，期间未做任何屈光

检查，屈光状态早已改变。这也是高度近视组低度实际屈

光与目前配戴眼镜的屈光差别大于中度近视组的原因，比

如在本次调查中，就有高达９．５０Ｄ的近视而不予矫正的
案例。（２）认知误区。一部分学生和家长认为眼镜戴上
就摘不下来了、眼镜度数越戴越深或者配戴眼镜会使眼睛

变形等，故而拒绝配戴眼镜，不做任何矫正，特别是低度近

视裸眼视力对学生学习生活影响不是很大时尤为显著。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低度近视组低度实际屈光与目前配戴

眼镜的屈光差别大于中度近视组。近视矫正的目的就让

非正视眼通过屈光矫正达到正视眼状态，使视网膜上有清

晰影像。欠矫、未矫正的情况下，患者视物时都是一个模

糊的像，只是患者自己不容易感觉到，只有给予对比感觉

才明显。有研究表明，足矫对近视度数的加深没有直接影

响，相反比欠矫近视加深的速度略慢些［４］。（３）部分患者
特别是青少年调节力较强，在检影或综合验光过程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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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放松调节，甚至个别验配机构单纯以电脑验光结果

作为配镜处方多导致过矫。

　　根据眼镜实际检测，发现在加工装配过程，较常出现
的问题有：（１）镜片的光学中心水平偏差过大：即镜片光
学中心与瞳孔中心不一致；光学中心垂直互差过大：即两

镜片光学中心高度的差值过大。由于凹透镜是许多底向

周边的三棱镜集合而成，如果视线没有通过镜片的光学中

心，就会产生底向水平或垂直方向的三棱镜效果，由于通

过三棱镜的像会朝棱镜顶的方向偏移，为了克服物像的移

位，需要眼镜配戴者付出更多的融合功能，特别在实现偏

离镜片中心大且注视时间长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视疲劳甚

至重影。（２）散光轴向的偏差：散光轴向偏差在加工过程
中最为常见，散光度数越高，轴向偏差就越容易引起视物

变形。以上问题可能与磨制、装配眼镜的设备、加工人员

的技术水平有关。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和加工师的

技术水平、责任心以及仪器的精准度等有关外，还和学生

的心理有关，一部分学生希望眼镜加工立等可取、越快越

好的心理反过来助推了加工师的仓促大意。就大的方面

讲，这和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制定统一的眼科屈

光检查和眼镜定配的操作程序和参考标准，以致引起眼

镜验配质量不高有很大关系。

　　国内有关近视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主要集中在青少
年屈光的现状及其发展特点方面［５］，缺乏矫正眼镜配戴相

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此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必须重视大学

生近视的合理矫正问题，比如：矫正眼镜类型的选择、准确

性的判断、眼镜的保养维护等。国外的流行病学调查曾经

提出过一些方案希望能提高青少年配戴眼镜度数的准确

性，例如提高筛查率、培训基层验光人员、免费提供眼镜或

经济援助等方法［６］。就目前实际状况而言，对大学新生的

矫正情况摸底，有助于为后期在校内开展选修课、学术讲

座等近视眼镜矫正的健康宣教提供方向，并需要定期的验

光服务让学生树立正确规范的验光意识、眼镜选择技巧、

眼镜使用方法。另一方面由于眼镜店一直扮演着半商半

医的角色，而眼镜店的从业人员素质不一，未经正规医学

专业培训，接受知识的方式基本上是师傅带徒弟，验配技

术不规范，亟待受过规范系统教育的视光毕业生注入新

生，同时提高验光师和眼镜定配工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认可

度以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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