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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系统评价多焦点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后客观视觉质量
的情况ꎮ
方法: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Ｔｈｅ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ＮＫＩ、Ｓｉｎｏｍｅｄ、
迈特思创、万方数据库ꎬ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２０１９－１２－
３１ꎮ 对研究多焦点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后客观视觉质量的
文献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ꎬ其中客观视觉质量的评价基于双通
道客观视觉质量分析系统(ＯＱＡＳ Ⅱ)ꎬ包括以下指标:客
观散射指数(ＯＳＩ)ꎬ调制传递函数截止频率(ＭＴＦ ｃｕｔ ｏｆｆ)ꎬ
斯特列尔比(ＳＲ)ꎬ模拟 １００％对比度视力(ＯＶ１００％) 、模
拟 ２０％ 对比度视力 ( ＯＶ２０％)、 模拟 ９％ 对比度 视 力
(ＯＶ９％)ꎮ
结果:共有 ８ 篇文献纳入研究ꎬ共 ４３２ 例 ５６７ 眼ꎮ Ｍｅｔａ 分
析结果显示: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单焦点对照组 ＯＳＩ 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ＭＤ ＝ ０.６６ꎬ９５％ＣＩ(０.４２ ~ ０.９０)ꎬＰ<
０ ０５]ꎬ而 ＭＴＦ ｃｕｔ ｏｆｆ [ＭＤ＝ －１.９４ꎬ９５％ＣＩ(－５.５８~１.７０)ꎬ
Ｐ＝ ０.３０]ꎬ ＳＲ [ＭＤ ＝ ０. ００ꎬ９５％ ＣＩ ( － ０. ０２ ~ ０. ０２)ꎬＰ ＝
０ ８７]ꎬＯＶ１００％ [ＭＤ＝ －０.０２ꎬ９５％ＣＩ( －０.１４ ~ ０.１１)ꎬＰ ＝
０ ７６]ꎬＯＶ２０％ [ＭＤ ＝ －０.０３ꎬ９５％ＣＩ( －０.１４ ~ ０.０８)ꎬＰ ＝
０ ６０]ꎬＯＶ９％ [ＭＤ ＝ － ０. ０１ꎬ９５％ ＣＩ( － ０. ０９ ~ ０. ０７)ꎬＰ ＝
０ ８２]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多焦点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后客观散射增加可能导致
视觉质量下降ꎬ其余客观视觉质量参数与单焦点对照组无
明显差异ꎮ 纳入研究均未报道后期随访的情况ꎬ由于术后
的变化及适应性ꎬ多焦点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后患者客观视
觉质量的远期评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关键词:多焦点人工晶状体ꎻ视觉质量ꎻ客观视觉质量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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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随着用眼频率的增加ꎬ人们对视觉质量的要求越来越

高ꎬ对于白内障手术也在复明之外有了更多的功能性需
求ꎮ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首次应用于临
床ꎬ基于光的折射或衍射、使物体的光线经过人工晶状体
产生 ２ 个或多个焦点ꎬ能够提高白内障患者术后裸眼远、
中、近视力的精准性、满足患者全程视力需求的人工晶状
体[１－３]ꎮ 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相比ꎬ多焦点人工晶状体在
近视力、拟调节力、日常生活用眼等方面有明显优势[４－５]ꎬ
但其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客观视觉质量进行评估对比的
结论尚未统一ꎮ 双通道客观视觉质量分析系统客观视觉
质量的评价基于双通道客观视觉质量分析系统(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ⅡꎬＯＱＡＳ Ⅱ)可操作性及重复性良
好ꎬ能够客观、准确地综合量化像差、散射、衍射对视网膜
成像影响的全部信息ꎬ是目前评估客观视觉质量的主要手
段[６－７]ꎮ 因此ꎬ本文通过检索所有利用 ＯＱＡＳⅡ评估多焦
点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客观视觉质量的文献ꎬ旨在探究多
焦点人工晶状体客观视觉质量的情况ꎬ为临床人工晶状体
的选择和应用提供参考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１.１.１纳入研究类型　 包含多焦点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后客
观视觉质量评估的随机病例对照试验和非随机病例对照
试验ꎬ无论是否前瞻性与使用盲法ꎮ
１.１.２纳入研究对象标准　 (１)纳入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人
工晶状体置换植入多焦点人工晶状体的患者ꎻ(２)排除眼
部其他器质性病变患者ꎬ如角膜疾病 (圆锥角膜及角膜瘢
痕)等相关眼表疾病、青光眼、视网膜病变ꎬ糖尿病、结缔
组织疾病等全身病患者ꎻ(３)排除术中发生后囊破裂、玻
璃体脱出、悬韧带断裂等并发症者ꎻ术后发生 ＩＯＬ 倾斜及
偏位、黄斑囊样水肿等并发症者ꎻ术后检查不配合者ꎮ
１.１.３干预措施　 试验组植入多焦点人工晶状体ꎬ对照组
植入单焦点人工晶状体ꎮ
１.１.４ 结局指标 　 主要结果包括客观散射指数 ( ｏｂｊｅｃｔ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ꎬ ＯＳＩ)ꎬ调制传递函数截止频率(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ｕｔ ｏｆｆꎬＭＴＦ ｃｕｔ ｏｆｆ)ꎬ斯特列尔比( ｓｔｒｅｈｌ
ｒａｔｉｏꎬＳＲ)ꎬ模拟 １００％对比度视力 ( １００％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ꎬＯＶ１００％)、模拟 ２０％ 对比度视力 ( ２０％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ꎬＯＶ２０％)、模拟 ９％对比度视力(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ꎬＯＶ９％)ꎮ
１.１.５排除文献标准 　 (１)重复发表文献ꎻ (２)未公开发
表文献ꎻ (３) 数据报道有误或不完整的文献ꎮ
１.２ 方法 　 计算机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ＮＫＩ、Ｓｉｎｏｍｅｄ、迈特思创、万方数据库ꎬ搜集与多焦点人工
晶状体客观视觉质量评估相关的文献ꎬ检索时限均从建库
至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ꎬ以主题词加自由词的方式进行检索ꎮ 中
文检索词为:多焦点人工晶体ꎻ多焦点人工晶状体ꎻ三焦点
人工晶体ꎻ三焦点人工晶状体ꎻ视觉质量ꎮ 在 ＰｕｂＭｅｄ 中
的英文检索式为: ((((( "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ｅｓ"
[ＭｅＳＨ Ｔｅｒｍｓ] ＯＲ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ｅｓ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 ＯＲ
(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 [ Ａｌｌ Ｆｉｅｌｄｓ ] ＯＲ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ｅ [ Ａｌ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Ｒ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ｅｓ[Ａｌ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ꎬ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ｉｏｌ[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ｉｏｌｓ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 ＯＲ (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 ＯＲ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ｅｓ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 Ａｌ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Ｒ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ｅ[Ａｌ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Ｒ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ｅｓ[Ａｌ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ꎬ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ｎｇ[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ｎｇ ｉｏｌ[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ｎｇ ｉｏｌｓ[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ꎮ
１.２.１文献筛选及资料提取　 由两名评价者独立按照预先
制定的纳入、排除标准筛选文献ꎬ利用 Ｅｎｄｎｏｔｅ 管理检索
所得文献ꎮ 首先排除重复文献ꎬ然后阅读所获文献的题目
及摘要ꎬ在排除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后ꎬ对可能符
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行全文阅读ꎬ以确定是否符合纳入标
准ꎮ 在筛选文献过程中ꎬ如有不一致ꎬ通过协商解决或与
第三者讨论解决ꎮ 提取的信息主要包括: 作者、国家、发
表语种、时间、年龄、纳入样本量、研究类型、评价指标
(ＯＳＩ、ＭＴＦ ｃｕｔ ｏｆｆ、ＳＲꎬ ＯＶ１００％、ＯＶ２０％、ＯＶ９％等)ꎮ
１.２.２文献质量评价　 根据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手册ꎬ对纳入文献进
行质量评价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６.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ꎮ 其 中 计 量 资 料 的 效 应 值 指 标 为 均 数 差 (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ＭＤ)及其 ９５％ 置信区间(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ꎬ
ＣＩ)ꎮ 首先对纳入文献进行异质性检验(检验水准设为
a＝ ０.０５)ꎬ采用 Ｉ２评价异质性的大小ꎮ 若纳入文献间无统
计学异质性(即 Ｐ≥０.０５ꎬＩ２ <５０％)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统计分析ꎻ 反之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统计分析ꎮ 研
究结果间合并效应值的检验统计量以 Ｚ 值表示ꎬ根据 Ｚ
值得到对应 Ｐ 值ꎮ 逐一剔除相关文献以进行敏感性分
析ꎬ并对所有纳入文献通过 Ｅｇｇｅｒ 及 Ｂｅｇｇ 方法检测发表偏
倚ꎬ并用漏斗图体现ꎮ
２结果
２.１文献检索结果　 共检出相关文献 １０５ 篇ꎬ符合纳入标
准的文献 １８ 篇ꎬ剔除数据资料不全的文章ꎬ最终纳入 ８ 篇
文献ꎬ纳入文献均为临床病例对照试验ꎮ 文献筛选流程与
结果见图 １ꎮ
２.２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符合纳入标准的 ８ 篇文献中ꎬ
共包括受试者 ４３２ 例 ５６７ 眼ꎬ其中植入多焦点人工晶状体
的试验组 ２１７ 例 ２７２ 眼ꎬ植入单焦点人工晶状体的观察组
２１５ 例 ２９５ 眼ꎬ见表 １ꎮ
２.３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纳入的 ８ 篇文献均为前瞻性非
随机对照试验ꎬ且均未采用盲法ꎮ 评价分数越低ꎬ质量越
高ꎬ见表 ２ꎮ 其中的其他偏倚的认定原因有:(１)未明确植
入晶状体类型可能存在偏倚ꎻ(２)试验组与对照组年龄差
异ꎻ(３)数据资料(结局指标)不全ꎮ
２.４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２.４.１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 ＯＳＩ 评估
的 Ｍｅｔａ分析　 共 ８ 篇文献[８－１５] 比较了两组的 ＯＳＩꎮ 各研
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 Ｉ２ ＝ ８１.３％ꎬＰ<０.００１)ꎬ故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ꎮ 逐一剔除纳入研究进行敏感性分
析ꎬ结果未发生结论性改变ꎬ提示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稳健ꎮ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多焦点人工晶状体 ＯＳＩ 高于对照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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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文献筛选流程与结果ꎮ

图 ２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 ＯＳＩ评估的 Ｍｅｔａ分析森林图ꎮ

表 １　 纳入研究的文献基本特征

纳入文献
发表
语种

干预措施
(人工晶状体)

例数 /
眼数

年龄

(ｘ±ｓꎬ岁)
ＯＳＩ

(ｘ±ｓ)
ＭＴＦ ｃｕｔ ｏｆｆ

(ｘ±ｓ)
ＳＲ

(ｘ±ｓ)
ＯＶ１００％
(ｘ±ｓ)

ＯＶ２０％
(ｘ±ｓ)

ＯＶ９％
(ｘ±ｓ)

Ｃｈｅｎ 等[８]２０１６ 英文 ＺＭＢ００ ２５ / ２５ ６８(５０~８４) ２.７９±１.０６ ２５.９３±８.４０ ０.１５±０.０５ ０.８６±０.２８ ０.６５±０.２０ ０.４１±０.１１
ＺＣＢ００ ２５ / ２５ ７０(５４~８２) １.６１±０.５１ ２５.０５±７.４６ ０.１４±０.０３ ０.８４±０.２５ ０.５５±０.１３ ０.３２±０.０５

林志博等[９]２０１７ 中文 ＭＦ３０ １４ / ２２ ６６.４±８.２ ２.３８±０.６７ ２５.２３±１２.２６ ０.１４±０.０４ ０.０８±０.２１ ０.２７±０.２３ ０.５４±０.２６
ＳＮ６０ＷＦ １４ / ２２ ６６.２±７.８ １.６４±０.８４ ３２.５６±８.０６ ０.１４±０.０９ －０.０１±０.１１ ０.１６±０.１４ ０.４３±０.１８

Ｌｉａｏ 等[１０]２０１８ 英文 ＳＮ６ＡＤ１ ３０ / ４０ ６５.１０±８.７４ ２.４１±１.１９ ２１.６３±８.９３ ０.１２±０.０５ ０.７２±０.３０ ０.４８±０.２３ ０.２７±０.１６
ＳＮ６０ＷＦ ２７ / ４０ ６３.９３±１０.２８ １.４８±０.５９ ２８.２４±８.０７ ０.１５±０.０５ ０.９４±０.２６ ０.６３±０.２０ ０.３６±０.１４

周星延等[１１]２０１８ 中文 ｔｒｉ８３９ＭＰ ２２ / ２５ ５９.１±１０.７ ２.０２±０.９３ ２９.３３±１１.４１ ０.１５±０.０５ － － －
５０９ＭＰ ２２ / ２５ ５９.１±１０.７ １.１３±０.３１ ３２.９７±９.４１ ０.１６±０.０６ － － －

张卫营等[１２]２０１９ 中文 未明确多焦类型 ４６ / ４６ ６１.４４±２.６３ ２.４１±０.１２ ２５.１３±１.８８ － － － －
未明确单焦类型 ４４ / ４４ ６０.８０±３.４２ １.６１±０.１９ ３１.９４±１.１２ － － － －

巫雷等[１３]２０１９ 中文 ＳＢＬ－３ ３０ / ４０ ６８.５±９.７ ２.０±０.７ ２４.１７±７.６８ ０.１３±０.０３ ０.７９±０.２５ ０.５２±０.１８ ０.２９±０.１１
Ｓｏｆｔｅｃ ＨＤ ２９ / ４７ ７１.０±９.０ １.７±０.８ ２７.００±１０.９８ ０.１５±０.０６ ０.９０±０.３７ ０.６１±０.２９ ０.３５±０.１７

巫雷等[１４]２０１９ 中文 ｔｒｉ８３９ＭＰ １８ / ３６ ５９.６±７.７ １.８±０.７ ３１.８１±１.７８ ０.１８±０.０１ － － －
Ｓｏｆｔｅｃ ＨＤ ２０ / ４０ ７０.３±１０.５ １.７±０.８ ２８.７７±１.６７ ０.１５±０.０１ － － －

彭正虹等[１５]２０１９ 中文 未明确多焦类型 ３２ / ３８ ６１.２３±７.９９ １.８４±１.００ ３２.６５±７.９３ ０.１５±０.０６ ０.９９±０.３３ ０.５７±０.１４ ０.３３±０.０６
未明确单焦类型 ３４ / ５２ ６３.６２±７.７６ １.３８±０.６９ ２６.３４±７.１８ ０.１３±０.０２ ０.８８±０.２３ ０.６８±０.２８ ０.４０±０.２１

表 ２　 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总分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６[８] １ － １ － － － ２
林志博等 ２０１７[９] １ － １ － － － ２
Ｌｉａｏ 等 ２０１８[１０] １ － １ － － － ２
周星延等 ２０１８[１１] １ － １ － － １ ３
张卫营等 ２０１９[１２] １ － １ － － ２ ４
巫雷等 ２０１９[１３] １ － １ － － － ２
巫雷等 ２０１９[１４] １ － １ － － ２ ４
彭正虹等 ２０１９[１５] １ － １ － － － ２

注: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序列产生)ꎻＢ: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ａｌｍｅｎｔ
(分配隐藏)ꎻＣ: Ｂｌｉｎｄｉｎｇ (盲法)ꎻＤ: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ｄａｔａ(不
完全结局资料)ꎻＥ:Ｎ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选择性结局报
告)ꎻＦ: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ｂｉａｓ (其他偏倚来源)ꎮ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ＭＤ ＝ ０.６６ꎬ９５％ＣＩ(０.４２ ~ ０.９０)ꎬＰ<
０.０５]ꎬ见图 ２ꎮ
２.４.２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 ＭＴＦ ｃｕｔ
ｏｆｆ 评估的 Ｍｅｔａ 分析 　 共 ８ 篇文献[８－１５] 比较了两组的
ＭＴＦ ｃｕｔ ｏｆｆꎮ 各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 Ｉ２ ＝ ９６.９８％ꎬ
Ｐ<０.００１)ꎬ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ꎬ逐一剔除纳入
研究进行敏感性分析ꎬ结果未发生结论性改变ꎬ提示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稳健ꎮ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多焦点人工晶状体
ＭＴＦ ｃｕｔ ｏｆｆ 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ＭＤ＝ －１.９４ꎬ９５％
ＣＩ(－５.５８~１.７０)ꎬＰ＝ ０.３０]ꎬ见图 ３ꎮ
２.４.３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 ＳＲ 评估的
Ｍｅｔａ分析　 共 ７ 篇文献[８－１１ꎬ １３－１５]比较了两组的 ＳＲꎮ 各研
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 Ｉ２ ＝ ８５.２４％ꎬＰ<０.００１)ꎬ故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ꎬ逐一剔除纳入研究进行敏感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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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 ＭＴＦ ｃｕｔ ｏｆｆ评估的 Ｍｅｔａ分析森林图ꎮ

图 ４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 ＳＲ评估的 Ｍｅｔａ分析森林图ꎮ

图 ５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 ＯＶ１００％评估的 Ｍｅｔａ分析森林图ꎮ

析ꎬ结果未发生结论性改变ꎬ提示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稳健ꎮ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多焦点人工晶状体 ＳＲ 与对照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ＭＤ ＝ ０. ００ꎬ９５％ ＣＩ ( － ０. ０２ ~ ０. ０２)ꎬＰ ＝
０.８７]ꎬ见图 ４ꎮ
２.４.４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 ＯＶ１００％
评估的 Ｍｅｔａ 分析 　 共 ５ 篇文献[８－１０ꎬ １３ꎬ １５] 比较了两组的
ＯＶ１００％ꎮ 各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 Ｉ２ ＝ ８０.８１％ꎬＰ<
０.００１)ꎬ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ꎬ逐一剔除纳入研
究进行敏感性分析ꎬ结果未发生结论性改变ꎬ提示 Ｍｅｔａ 分
析结果稳健ꎮ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多焦点人工晶状体
ＯＶ１００％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ＭＤ ＝ －０.０２ꎬ９５％ＣＩ
(－０.１４~０.１１)ꎬＰ＝ ０.７６]ꎬ见图 ５ꎮ
２.４.５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 ＯＶ２０％评
估的 Ｍｅｔａ 分析 　 共 ５ 篇文献[８－１０ꎬ １３ꎬ １５] 比较了两组的
ＯＶ２０％ꎮ 各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 Ｉ２ ＝ ８２.９１％ꎬＰ<
０.００１)ꎬ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ꎬ逐一剔除纳入研
究进行敏感性分析ꎬ结果未发生结论性改变ꎬ提示 Ｍｅｔａ 分
析结果稳健ꎮ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多焦点人工晶状体
ＯＶ２０％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ＭＤ ＝ －０.０３ꎬ９５％ＣＩ
(－０.１４~０.０８)ꎬＰ＝ ０.６０]ꎬ见图 ６ꎮ

２.４.６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 ＯＶ９％评估
的 Ｍｅｔａ 分析 　 共 ５ 篇 文 献[８－１０ꎬ １３ꎬ １５] 比 较 了 两 组 的
ＯＶ９％ꎮ 各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 Ｉ２ ＝ ８５. ９６％ꎬＰ <
０.００１)ꎬ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ꎬ逐一剔除纳入研
究进行敏感性分析ꎬ结果未发生结论性改变ꎬ提示 Ｍｅｔａ 分
析结果稳健ꎮ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多焦点人工晶状体
ＯＶ９％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ＭＤ ＝ －０.０１ꎬ９５％ＣＩ
(－０.０９~０.０７)ꎬＰ＝ ０.８２]ꎬ见图 ７ꎮ
２.４.７敏感性分析　 对所有评价指标涉及纳入文献进行敏
感分析ꎬ逐一剔除纳入研究后统计结果均为未发生结论性
改变ꎬ见表 ３ꎮ
２. ４. ８ 偏倚分析 　 基于两组 ＯＳＩ 指数比较的漏斗图
(图 ８)ꎬ显示可能存在发表偏倚ꎬ采用 Ｅｇｇｅｒ 及 Ｂｅｇｇ 检验
对发表偏倚进行检测ꎬ其中 Ｅｇｇｅｒ 检验结果表明 Ｐ ＝
０.７２６６ꎬＢｅｇｇ 检验结果表明 Ｐ ＝ ０.３８６５ꎬ表示无明显发表
偏倚ꎮ
３讨论

视觉质量受散射、像差、对比敏感度等因素的影响ꎬ相
关指数异常伴随视力下降、视物模糊ꎬ从而导致视觉质量
下降[１６－１７]ꎮ 散射是光在不均匀性的介质中传播ꎬ导致与

３０１２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０ꎬ Ｎｏ.１２ Ｄｅｃ.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图 ６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 ＯＶ２０％评估的 Ｍｅｔａ分析森林图ꎮ

图 ７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 ＯＶ９％评估的 Ｍｅｔａ分析森林图ꎮ

表 ３　 敏感性分析结果

指标 Ｔ１(Ｚ / Ｐ) Ｔ２(Ｚ / Ｐ) Ｔ３(Ｚ / Ｐ) Ｔ４(Ｚ / Ｐ) Ｔ５(Ｚ / Ｐ) Ｔ６(Ｚ / Ｐ) Ｔ７(Ｚ / Ｐ) Ｔ８(Ｚ / Ｐ)
ＯＳＩ ４.９９ / <０.００１ ４.６５ / <０.００１ ４.６４ / <０.００１ ４.５９ / <０.００１ ４.３７ / <０.００１ ５.５２ / <０.００１ ６.９８ / <０.００１ ４.９５ / <０.００１
ＭＴＦ ｃｕｔ ｏｆｆ －１.１３ / ０.２６ －０.６７ / ０.５０ －０.６４ / ０.５３ －０.８４ / ０.４０ －０.５６ / ０.５８ －０.８７ / ０.３９ －１.４１ / ０.１６ －１.８７ / ０.０６
ＳＲ －０.０１ / ０.９９ ０.１５ / ０.８８ ０.８６ / ０.３９ ０.２９ / ０.７７ － ０.５５ / ０.５８ －０.５５ / ０.５８ －０.２０ / ０.８４
ＯＶ１００％ －０.３７ / ０.７１ －０.６７ / ０.５０ ０.７０ / ０.４８ － － ０.０２ / ０.９８ － －０.７５ / ０.４５
ＯＶ２０％ －１.１１ / ０.２７ －１.１０ / ０.２７ ０.０３ / ０.９８ － － －０.２０ / ０.８４ － －０.１３ / ０.９０
ＯＶ９％ －１.５７ / ０.１２ －０.７１ / ０.４８ ０.２５ / ０.８０ － － ０.０９ / ０.９３ － ０.１３ / ０.９３

注:Ｔ１:剔除文献 Ｃｈｅｎ 等[８] ꎻＴ２ 剔除文献林志博等[９] ꎻＴ３ 剔除文献 Ｌｉａｏ 等[１０] ꎻＴ４ 剔除文献周星延等[１１] ꎻＴ５ 剔除文献张卫营等[１２] ꎻ
Ｔ６ 剔除文献巫雷等[１３] ꎻＴ７ 剔除文献巫雷等[１４] ꎻＴ８ 彭正虹等[１５] ꎮ

图 ８　 基于两组 ＯＳＩ的漏斗图ꎮ

理论直线传播轨道偏离ꎬ由衍射、折射和反射相结合的现

象ꎬ其超强的动态性以及不稳定性增加了测定和评估的难

度ꎬ因此眼内散射的评估是视觉科学中一直在进行的课

题[１８－１９]ꎮ 近年来ꎬ随着临床对 ＯＱＡＳ 系统的进一步应用ꎬ
散射作为影响视觉质量重要的独立因素受到广泛关注ꎬ其
ＯＳＩ 甚至可决定白内障手术时期及适宜性ꎬ能够有效地辅

助医疗诊治及判断[２０－２１]ꎮ 基于双通道的 ＯＱＡＳⅡ系统能

够测量眼内散射和光学像差对人眼光学成像产生的综合
影响ꎬ其应用填补了客观视觉质量评估的空白ꎬ相关指标
也能良好地反映客观视觉质量的情况[１９ꎬ２２－２３]ꎮ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能够提高患者的裸眼近视力ꎬ提升
患者用眼满意度ꎬ并且能够大大降低术后戴镜率ꎬ但越来
越多的对比研究发现ꎬ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产生的眩光及晕
圈感可能会不同程度地降低人眼的视觉质量[２４－２５]ꎮ
Ａｌｔｅｍｉｒ－Ｇｏｍｅｚ 等[２６]的研究中发现ꎬ单焦点人工晶状体的
远焦点处的光学质量优于多焦点人工晶状体ꎮ Ｙｅ 等[２７]

的一项前瞻性研究中发现ꎬ植入多焦点人工晶状体的患者
比植入单焦点人工晶状体的患者更易出现眩光及晕圈感
等视觉干扰现象ꎮ 本文中ꎬ虽然多焦点人工晶状体客观视
觉质量参数中ＭＴＦ ｃｕｔ ｏｆｆꎬ ＳＲꎬ ＯＶ１００％ꎬ ＯＶ２０％ꎬ ＯＶ９％
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ꎬ但其 ＯＳＩ 与单
焦点人工晶状体比较有明显差异ꎬ可以认为多焦点人工晶
状体术后客观散射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视觉质量出现不同
程度的下降ꎮ 基于文章结论我们也应该思考ꎬ多焦点人工
晶状体以牺牲部分视觉质量而提高中近距离视力这一应
用是否对每一个患者均适用且有效ꎮ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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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术后存在的异常光学现象会对视觉质量产生不同程
度的影响ꎬ其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的优劣之争伴随整个多
焦点人工晶状体的发展ꎬ严格把握临床适应证ꎬ做到既不
盲目扩大应用指征、也不一味排斥是每个眼科医师必须具
备的能力[２８]ꎮ 避免视觉干扰产生或者在视觉质量降低可
接受范围内应用ꎬ这应该作为指导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临床
应用的标准之一ꎮ

本研究的局限性:(１) 纳入文献篇数较少ꎬ均为前瞻
性非随机试验ꎬ异质性较大ꎬ文献质量参差不齐ꎻ(２)本研
究仅检索中英文数据库ꎬ可能存在偏倚ꎻ(３)由于不同研
究对象植入多焦点人工晶状体类型并不统一ꎬ可能是异质
性的来源ꎻ(４) 纳入研究均为术后疗效ꎬ长期随访结果并
未描述ꎻ(５)本文仅研究客观视觉质量ꎬ关于主观视觉质
量评估并未涉及ꎮ 综上所述ꎬ由于人工晶状体的特殊性ꎬ
随机试验开展困难ꎬ针对多焦点人工晶状体视觉质量的评
估还需要大样本高质量的临床试验评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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