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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综合视觉训练治疗弱视患者的依从性及疗效ꎮ
方法:前瞻性研究ꎮ 选取我院 ２０１８－０７ / ２０１９－０８ 诊治的
弱视患者 ２００ 例 ２９４ 眼ꎬ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 ９８
例 １４０ 眼予以传统综合视觉训练ꎬ试验组 １０２ 例 １５４ 眼予
以智能化多维综合视觉训练ꎬ观察两组患者疗效和患者依
从性及相关性ꎮ
结果:试验组患者总有效率和高依从性(９３.５％、４５.１％)均
高于对照组(８０.０％、３５.７％)(均 Ｐ<０.０５)ꎮ 不同年龄、弱
视类型、弱视程度、注视性质以及依从性患者疗效比较均
有差异(均 Ｐ<０.００１)ꎮ 患者年龄、弱视程度与疗效呈负相
关( ｒ＝ －０.３４２、－０.４５９ꎬ均 Ｐ<０.００１)ꎻ依从性与疗效呈正相
关( ｒ＝ ０.３７８ꎬＰ<０.００１)ꎮ ３ ~ ６ 岁患者依从性更好ꎬ其次为
７~１０ 岁患者(Ｐ<０.０５)ꎻ患者年龄与治疗依从性呈负相关
( ｒ＝ －０.３９８ꎬＰ<０.００１)ꎮ
结论:智能化多维综合视觉训练能够提高弱视患者依从
性ꎬ获得更好疗效ꎮ 弱视患者疗效与患者年龄、弱视类型、
弱视程度、注视性质及依从性密切相关ꎬ依从性又与年龄
相关ꎬ临床应针对这些特征ꎬ尽早予以治疗ꎮ
关键词:弱视ꎻ综合训练ꎻ疗效ꎻ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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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弱视主要指视觉发育期内ꎬ因异常视觉经验导致最佳

矫正视力(ＢＣＶＡ)降低ꎬ且眼部检查未发生器质性病变的
一种综合征ꎮ 有调查显示ꎬ弱视发病率约为 ２％ ~ ４％ꎬ好
发于≤６ 岁儿童ꎬ可对儿童视觉发育造成严重影响[１－２]ꎮ
临床认为ꎬ斜视以及屈光不正等属于弱视主要原因ꎬ如果
未予以及时纠正与治疗ꎬ容易发展为弱视ꎮ 弱视患者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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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视力减弱与无立体视觉ꎬ可造成视力障碍(严重时
甚至失明)ꎬ同时还会影响儿童学习表现以及心理健康状
态[３]ꎮ 故及时发现并且治疗弱视对控制病情发展、改善患
者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ꎮ 传统弱视治疗措施为屈光矫
正、使用阿托品滴眼液以及精细目力训练等ꎬ尽管可起到
改善单眼视力作用ꎬ但长期单眼遮盖容易对立体视觉的建
立造成影响ꎬ同时大多数儿童对阿托品压抑疗法难以适
应ꎬ最终影响到疗效[４]ꎮ 以往有研究对屈光不正型弱视予
以传统治疗ꎬ发现立体视锐度恢复正常者仅 ２１.２１％ [５]ꎮ
在现代多媒体技术不断发展条件下ꎬ为弱视治疗提供了一
个新途径ꎮ 本文主要探究智能化多维综合视觉训练治疗
弱视患者的疗效ꎬ并分析疗效与患者依从性相关因素ꎬ希
望为临床提供可靠参考依据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前瞻性研究ꎮ 选取本院 ２０１８－０７ / ２０１９－０８ 诊治
的弱视患者 ２００ 例 ２９４ 眼ꎮ 纳入标准:(１)符合弱视诊断
标准[６]:年龄≤３ 岁:ＢＣＶＡ<０.５ꎻ４ ~ ５ 岁:ＢＣＶＡ<０.６ꎻ６ ~ ７
岁:ＢＣＶＡ<０.７ꎻ>７ 岁:ＢＣＶＡ<０.８ꎻ依据 ＢＣＶＡ 评估弱视程
度[７]:重度:ＢＣＶＡ≤０.１ꎻ中度: ＢＣＶＡ 为 ０.２ ~ ０.５ꎻ轻度:
ＢＣＶＡ 为 ０.６~０.８ꎮ (２)年龄:≥３ 岁ꎻ(３)以往无弱视治疗
史或者斜视矫正手术史ꎮ 排除标准:(１)合并眼器质性病
变ꎻ(２)合并精神类疾病或智力障碍ꎻ(３)中途退出者ꎮ 所
有患者监护人均签署研究同意书ꎮ 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
委员会审批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对照组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以传统综合视觉训练:
采取遮盖法进行遮盖健眼ꎬ其中轻中度患者控制为 ２ｈ / ｄꎬ
重度患者控制为 ６ｈ / ｄꎻ同时开展红光闪烁仪训练以及精
细目力训练(包括描图、穿针练习与穿小珠子练习等)ꎮ
１.２.２试验组治疗方法　 试验组予以智能化多维综合视觉
训练:应用多媒体训练系统ꎬ涉及五项训练内容:融合功
能、视觉精细、立体视觉、视觉刺激以及同时视觉ꎮ 按照患
者 ＢＣＶＡ 情况进行个体化训练ꎮ 如果 ＢＣＶＡ≤０.４ꎬ则应开
展同时视觉以及视觉刺激训练ꎻ如果 ＢＣＶＡ>０.４ꎬ主要开
展融合功能、立体视觉以及视觉精细训练ꎻ如果两眼
ＢＣＶＡ 相差<３ 行ꎬ就无需遮盖健眼ꎬ如果相差≥３ 行ꎬ必须
遮盖健眼ꎮ 通常训练时间控制为:训练 ５ｍｉｎ 之后休息
５ｍｉｎꎬ接着训练 １０ｍｉｎ 之后休息 １０ｍｉｎꎬ继续训练 １０ｍｉｎꎬ
总时间为 ４０ｍｉｎꎮ

两组患者均每天训练 １ 次ꎬ连续训练 ３ｍｏꎮ 疗效评价
标准[７]:痊愈:ＢＣＶＡ 恢复至 ０.９ 及以上ꎻ进步:ＢＣＶＡ 提高
≥２行ꎻ无效:ＢＣＶＡ 不变、出现退步或提高<２ 行ꎮ 总有效
率＝(痊愈＋进步)例数 / 总例数×１００％ꎮ 按照患者配合程
度进行评估[８]:分为低依从性:经常不按要求训练ꎻ一般:
偶尔未按要求训练ꎻ高依从性:完全遵照训练方案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ꎬ计
数资料用 ｎ(％)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ꎻ符合正态计

量资料用 ｘ±ｓ 表示ꎬ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ꎻ两
组间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ꎬ三组间等级
资料比较采取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ꎬ进一步两两比较采
用 Ｎｅｍｅｎｙｉ 检验ꎻ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行相关性分析ꎬＰ<０.０５ 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一般资料比较 　 本研究共纳入弱视

患者 ２００ 例 ２９４ 眼ꎬ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试验组 １０２ 例
１５４ 眼予以智能化多维综合视觉训练和对照组 ９８ 例 １４０
眼予以传统综合视觉训练ꎮ 两组患者治疗前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２.２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试验组总有效率 ９３. ５％ (１４４
眼)ꎬ明显高于对照组 ８０.０％(１１２ 眼)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１.８８７ꎬＰ＝ ０.００１)ꎬ见表 ２ꎮ
２.３ 两组患者依从性比较 　 试验组患者依从性优于对照
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４.２４３ꎬＰ＝ ０.０３９)ꎬ见表 ３ꎮ
２.４ 影响患者疗效的因素分析 　 不同性别间患者疗效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不同年龄、弱视类型、弱
视程度、注视性质以及依从性疗效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０１)ꎮ ３~６ 岁患者疗效优于其他年龄段患者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７~１０ 岁患者优于 １０~ １３ 岁患
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屈光不正性弱视患者疗
效优于其他类型弱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屈光
参差性弱视患者疗效优于斜视性患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ꎻ轻度弱视患者疗效高于中、重度弱视患者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中度弱视患者疗效高于重度
弱视患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中心注视性患者
疗效高于旁中心注视患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
见表 ４ꎮ
２.５ 年龄和弱视程度及依从性与疗效相关性分析 　 患者
年龄、弱视程度与疗效呈负相关( ｒ ＝ －０.３４２、－０.４５９ꎬＰ<
０.００１)ꎻ依从性与疗效呈正相关( ｒ＝ ０.３７８ꎬＰ<０.００１)ꎮ
２.６ 不同年龄患者依从性比较 　 不同年龄患者依从性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４０.８０７ꎬＰ<０.００１)ꎮ ３ ~ ６ 岁患者
依从性优于 ７~１０ 岁和 １０~１３ 岁患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７~１０ 岁患者依从性优于 １０ ~ １３ 岁患者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５ꎮ 患者年龄与治疗依从性
呈负相关( ｒ＝ －０.３９８ꎬＰ<０.００１)ꎮ
３讨论

以往研究指出ꎬ对于不同类型弱视而言ꎬ患者双眼视
功能具有很大差异ꎬ该差异可以影响弱视疗效ꎬ采取有效
训练方案能起到更好改善视功能作用[９－１０]ꎮ 本研究分析
发现ꎬ屈光不正性弱视、中心注视弱视疗效明显优于其他
类型弱视、旁中心注视弱视ꎬ与陈娟等[１１] 研究观点一致ꎮ
主要由于屈光不正性弱视不存在双眼间竞争ꎬ患者接受视
觉训练后ꎬ患眼黄斑区经过正常物像刺激ꎬ较易恢复视
力[１２－１３]ꎮ 关于中心注视效果更好ꎬ主要由于黄斑中心凹
组成主要为锥体细胞ꎬ此为视锥细胞密度最大处ꎬ其直接
接受光刺激ꎬ可以保证中心视力具有最大视敏度ꎻ对于黄
斑中心凹 ５°外范围ꎬ视锥细胞数量明显减少[１４－１５]ꎮ 本研
究对患者特征与疗效相关性进行了创新性分析ꎬ结果显
示ꎬ患者年龄、弱视程度与疗效呈负相关ꎻ依从性与疗效呈
正相关ꎬ其中以 ３~ ６ 岁、轻度弱视、高依从性患者疗效最
好ꎮ 该结果与儿童视功能正常生理发育规律较为一致ꎮ
通常认为 ３ 岁前是视功能发育关键期ꎬ８ 岁前则为敏感
期ꎬ随着患者年龄增加ꎬ视觉发育也越来越成熟ꎬ越难改善
改善弱视状态[１６－１７]ꎮ 因此建议尽早予以规范弱视治疗ꎬ
３~６岁阶段可获得较好预后ꎮ 关于轻度弱视效果更好ꎬ主
要由于患者弱视程度越重ꎬ则其视觉中枢系统抑制程度越
重ꎬ故恢复难度较大ꎮ 也有研究认为ꎬ相较于轻度弱视患
者ꎬ重、中度弱视患者经过综合视力训练ꎬ立体视功能改善
效果更明显[１８]ꎮ 本次研究与其结论不同ꎬ可能与综合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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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一般资料比较

分组
例数

(眼数)
性别

(男 /女ꎬ例)
年龄

(ｘ±ｓꎬ岁)
弱视程度(眼)

轻度 中度 重度

注视性质(眼)
中心注视 旁中心注视

试验组 １０２(１５４) ５８ / ４４ ６.０３±１.０１(４~１１) ７２ ５４ ２８ １０６ ４８
对照组 ９８(１４０) ５６ / ４２ ５.９８±０.９７(４~１０) ６５ ４８ ２７ ９８ ４２

　 　 　 　
χ２ / ｔ / Ｚ ０.００２ ０.３５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７
Ｐ ０.９６８ ０.７２２ ０.９６９ ０.８２８

注:试验组:予以智能化多维综合视觉训练ꎻ对照组:予以传统综合视觉训练ꎮ

表 ２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眼

组别 眼数 痊愈 进步 无效

试验组 １５４ ４２ １０２ １０
对照组 １４０ １８ ９４ ２８

注:试验组:予以智能化多维综合视觉训练ꎻ对照组:予以传统综
合视觉训练ꎮ

表 ３　 两组患者依从性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高依从性 一般 低依从性

试验组 １０２ ４６(４５.１) ４７(４６.１) ９(８.８)
对照组 ９８ ３５(３５.７) ４２(４２.９) ２１(２１.４)

注:试验组:予以智能化多维综合视觉训练ꎻ对照组:予以传统综
合视觉训练ꎮ

表 ４　 影响患者疗效因素分析 眼(％)
项目 眼数 痊愈 进步 无效 Ｚ Ｐ
性别 ０.７７２ ０.３８０
　 男 １７１ ３８(２２.２) １１２(６５.５) ２１(１２.３)
　 女 １２３ ２２(１７.９) ８４(６８.３) １７(１３.８)
年龄(岁) ５６.５７６ <０.００１
　 ３~６ １６９ ４５(２６.６) １２４(７３.４) ０
　 ７~１０ ８１ １３(１６.１) ５２(６４.２) １６(１９.８)
　 １０~１３ ４４ ２(４.６) ２０(４５.５) ２２(５０.０)
弱视类型 ４１.４１４ <０.００１
　 屈光不正性 １８１ ４８(２６.５) １２６(６９.６) ７(３.９)
　 屈光参差性 ７３ １０(１３.７) ５０(６８.５) １３(１７.８)
　 斜视性 ４０ ２(５.０) ２０(５０.０) １８(４５.０)
弱视程度 ４９.８８７ <０.００１
　 轻度 １３７ ３８(２７.７) ９７(７０.８) ２(１.５)
　 中度 １０２ １８(１７.７) ７４(７２.６) １０(９.８)
　 重度 ５５ ４(７.３) ２５(４５.５) ２６(４７.３)
注视性质 ３１.４３９ <０.００１
　 中心注视 ２０４ ５３(２６.０) １３９(６８.１) １２(５.９)
　 旁中心注视 ９０ ７(７.８) ５７(６３.３) ２６(２８.９)
依从性 ６１.９０２ <０.００１
　 高依从性 １３２ ３９(２９.６) ９３(７０.５) ０
　 一般 １３７ ２０(１４.６) ９７(７０.８) ２０(１４.６)
　 低依从性 ２５ １(４.０) ６(２４.０) １８(７２.０)

表 ５　 年龄与患者依从性关系 例(％)
年龄(岁) 例数 高依从性 一般 低依从性

３~６ １０７ ６０(５６.１) ４６(４３.０) １(０.９)
７~１０ ７２ １８(２５.０) ３５(４８.６) １９(２６.４)
１０~１３ ２１ ３(１４.３) ８(３８.１) １０(４７.６)

练方式不同、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研究样本较少、个体
差异性等有关ꎮ 考虑到弱视程度、类型等属于不可控因
素ꎬ治疗依从性具有较大主观性ꎬ也可影响患者预后ꎬ因
此早发现、早干预ꎬ提高患者依从性ꎬ均有利于获得更好
疗效ꎮ

本研究中ꎬ试验组患者依从性明显更高ꎬ表明智能化
多维综合视觉训练患者依从性更好ꎮ 分析原因ꎬ主要由于

传统综合视觉训练耗时较长ꎬ并且治疗过程单调ꎬ难以得
到儿童配合ꎬ从而影响到疗效[１９－２０]ꎮ 弱视患者接受治疗
时ꎬ由于弱视眼视力差ꎬ如果突然遮盖健眼ꎬ一般会遭拒
绝[２１－２２]ꎮ 然而ꎬ智能化多维综合视觉训练融合了神经生
物学、计算机视觉理论以及心理物理学ꎬ有效利用人类大
脑神经系统良好可塑性ꎬ将视觉训练和电脑游戏结合ꎬ利
用各种生物刺激ꎬ达到改善视觉功能目的ꎮ 该训练方式在
考虑儿童心理特征的条件下ꎬ通过设计相应知觉学习任
务ꎬ可有效提高其手、眼及大脑协调水平[２３]ꎮ 智能化多维
综合视觉训练内容丰富ꎬ并且过程情趣化ꎬ在视觉训练同
时融入认知训练ꎬ可提高儿童大脑信息储存、认知以及处
理能力ꎬ促进视觉功能恢复ꎮ 本研究显示ꎬ试验组总有效
率较对照组明显更高ꎬ与杨璐等[２４]观点相符ꎬ证实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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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综合视觉训练可获得更好疗效ꎬ可能与该综合训练方
案能提高患者依从性、改变注视性质有关ꎮ 以往关于弱视
儿童年龄特征与治疗依从性关系鲜少ꎮ 本研究创新性发
现ꎬ患者年龄与治疗依从性呈负相关ꎬ以 ３~ ６ 岁患者依从
性最好ꎮ 这可能解释了之所以年龄越大患者训练效果越
差ꎬ不仅与生长发育特征有关ꎬ同时还可能与孩子自身依
从性有存在一定联系ꎮ 弱视治疗不仅需注重有效性ꎬ还应
该充分考虑视觉训练方案可行性与潜在副作用[２５]ꎮ 患者
训练期间ꎬ应确保用眼卫生ꎬ避免用眼过度ꎻ家长应帮助患
者克服长时间看电视、玩游戏机或者近距离看书写字等不
良习惯ꎬ避免病情加重ꎮ

临床在采取合适综合视觉训练方案的同时ꎬ可以针对
弱视疗效相关因素ꎬ采取如下干预措施:(１)重视弱视早
期筛查ꎬ做到早发现、早治疗ꎻ(２)注意纠正弱视儿童综合
视觉训练期间产生的不良行为ꎬ防止影响到疗效ꎻ(３)对
患者家长予以弱视基本知识宣教ꎬ使其了解弱视对儿童健
康的危害与其可逆性ꎬ认识到弱视综合视觉训练重要性以
及长期性ꎬ家长给予的关心以及积极配合均可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患者依从性ꎮ

综上ꎬ对弱视患者予以智能化多维综合视觉训练ꎬ可
有效提高其依从性ꎬ且临床疗效更好ꎻ关于视觉训练疗
效ꎬ主要与患者年龄、弱视程度与类型、注视性质、治疗
依从性等紧密相关ꎬ同时依从性又与患者年龄有关ꎬ根
据这些因素特征予以尽早治疗ꎬ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
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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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Ｇｒａｅｆｅｓ Ａｒｃｈ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９ꎻ２５７(６):１０６１－１０７８
２ Ｐａｒｋ 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Ｋｏｒｅａｎ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９ꎻ３３(６):５５７－５６８
３ Ｗｅｂｂｅｒ ＡＬ.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Ｏｐｔｏｍ ２０１８ꎻ
１０１(４):４４３－４５０
４ Ｋｒａｕｓ ＣＬꎬ Ｃｕｌｉｃａｎ ＳＭ. Ｎｅｗ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
ｂｉｎｏ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ｒ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８ꎻ１０２(１１):１４９２－１４９６
５ Ｇｏｐａｌ ＳＫＳꎬ Ｋｅｌｋａｒ Ｊꎬ Ｋｅｌｋａｒ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ｕｐｄ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９ꎻ６７(９):１３９２－１３９９
６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 弱视诊断专家共识
(２０１１ 年). 中华眼科杂志 ２０１１ꎻ４７(８):７６８
７ 甘晓玲. 弱视的定义、分类及疗效评价标准. 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
杂志 １９９６ꎻ４(３):９７
８ Ｉｗａｔａ Ｙꎬ Ｈａｎｄａ Ｔꎬ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 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ｃｌｕ－Ｐａ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ｉｓｏｍｅｔｒｏｐｉｃ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ｕｒｒ Ｅｙｅ Ｒｅｓ ２０１８ꎻ４３(６):７８５－７８７
９ Ｋａｓｅｍ ＭＡꎬ Ｂａｄａｗｉ Ａ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ｕｄｙ. Ｃｌ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７ꎻ１１:１４０７－１４１６
１０ Ｖｉｅｉｒａ ＭＪꎬ Ｇｕｉｍａｒãｅｓ ＳＶꎬ Ｃｏｓｔａ Ｐꎬ ｅｔ ａｌ. Ｌａｔ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ｉｃ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ｓｏｍｅｔｒｏｐｉｃ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Ａｃｔａ Ｍｅｄ 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ꎻ３２(３):１７９－１８２
１１ 陈娟ꎬ 梅芳ꎬ 陈志钧. 弱视治疗仪治疗 ３９２ 例弱视患者的疗效及

影响因素分析.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７ꎻ３７(１０):
１３４７－１３４８
１２ 朱勤ꎬ 胡敏ꎬ 化志娟ꎬ 等. 近视力检查在屈光不正性弱视诊疗中

的作用. 实用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ꎻ ３４(６):１０３９－１０４０
１３ Ｓｍｉｔｈ ＥＬ ３ｒｄꎬ Ｈｕｎｇ ＬＦꎬ Ａｒｕｍｕｇａｍ Ｂꎬ ｅｔ 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ｉｓｏｍｅｔｒｏｐｉａꎬ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Ｒｅｓ
２０１７ꎻ１３４:２６－４２
１４ Ａｓｐｅｒ Ｌꎬ Ｗａｔｔ Ｋꎬ Ｋｈｕｕ Ｓ.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Ｏｐｔｏｍ ２０１８ꎻ１０１(４):
４３１－４４２
１５ Ｋｏｏ ＥＢꎬ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ＡＬꎬ ＶａｎｄｅｒＶｅｅｎ Ｄ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ｅｍ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７ꎻ３２(１):１－７
１６ 陈梦兰ꎬ 何花ꎬ 刘芸. 屈光参差儿童的斜视、弱视特征及立体视功

能的差异性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医学版) ２０２０ꎻ ４９ ( ５):
６０２－６０８
１７ 赵武校ꎬ 蓝方方ꎬ 甘露ꎬ 等. 屈光参差性弱视的黄斑形态特征研

究. 眼科新进展 ２０１９ꎻ３９(１):５８－６２
１８ 索倩ꎬ 张德勇ꎬ 蔡文茜ꎬ 等. 视力低常学龄前儿童屈光不正的分

布特征分析.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２０ꎻ１８(１１):１８６９－１８７１
１９ 田璐ꎬ 南莉ꎬ 丁肇凤ꎬ 等. 传统弱视治疗方法联合视功能训练治

疗远视性屈光参差性弱视的疗效. 眼科新进展 ２０１８ꎻ３８(１):９５５－９５８
２０ 冯鑫媛ꎬ 南莉ꎬ 田璐. 传统弱视治疗联合调节训练对屈光异常弱

视儿童的治疗效果评价. 天津医药 ２０２１ꎻ４９(７):７２７－７３０
２１ Ｈａｎｄａ Ｓꎬ Ｃｈｉａ Ａ.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ｖｉｓｕ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ｅｄ Ｊ ２０１９ꎻ６０(６):２９１－２９７
２２ 赵丽娜ꎬ 严寒冰ꎬ 戴云. 像差矫正结合视觉训练下的弱视 ＣＳＦ 分

析.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ꎻ４８(３):４７５－４８０
２３ 卢炜ꎬ 阎丽. 弱视诊治与脑视觉科学进展. 眼科 ２０１７ꎻ２６(５):
２８９－２９３
２４ 杨璐ꎬ 李兵ꎬ 潘含枫. 视觉训练系统对屈光性弱视治疗的疗效及

视功能的影响. 广东医学 ２０２０ꎻ４１(６):６０９－６１３
２５ Ｍｏｒｅｔ Ｂꎬ Ｃａｍｉｌｌｅｒｉ Ｒꎬ Ｐａｖａｎ Ａ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ｏｉｓ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ｆ－ｔＲＮ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ｏｒ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ｍｂｌｙｏｐｉａ.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１８ꎻ１１４:１２５－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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