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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 AIM: To compare the repeatability and agreement
between different instruments on peripheral retina
refractive error measurement.
誗 METHODS: Streak retinoscopy, Shin - Nippon K5001
Auto- refractor and Aberrometor (COAS) were used to
measure 28 participants蒺 central and peripheral retinal field
refractive errors.
誗 RESULTS: Spherical equivalent value ( M ) were
repeatable on Aberrometor and Shin-Nippon K5001 Auto-
refractor ( mean difference 臆 依 0. 10D ), with poor
repeatability on streak retinoscopy. There were good
agreement between Aberrometor and Shin-Nippon K5001
Auto-refractor measurements.
誗CONCLUSION: Aberrometor and Shin - Nippon K5001
Auto- refractor both are valid tools for the central and
peripheral refractive error measurement.
誗 KEYWORDS: peripheral refractive error;
repeatability;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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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不同视网膜周边部屈光不正测量方法的可重复
性和一致性。

方法:检查者分别使用带状检影镜、Shin-Nippon K5001 电
脑验光仪和 Aberrometor(COAS)像差仪测量 28 位受试者
的中央及周边屈光度。
结果:等效球镜度“M冶的测量值在 COAS 像差仪和电脑验
光仪上的可重复性良好(平均差异均 臆依0. 10D),但检影
验光的可重复性较差;电脑验光仪和 COAS 像差仪的测量
值之间有良好的一致性。
结论:COAS 像差仪和 Shin-Nippon K5001 电脑验光仪均
可作为视网膜中央区和周边部屈光不正测量工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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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视网膜周边部的屈光不正状态近来被认为和眼球发
育有直接关系[1-5],然而如何测量以及用何种设备测量视
网膜周边部屈光不正,目前尚无定论。 Shin-Nippon K5001
电脑验光仪是公认成熟的视网膜中央区屈光度检查设
备[6-7],而且与 COAS 像差仪的测量值有良好的一致性[8]。
Shin-Nippon K5001 电脑验光仪的红外线技术可在 2. 3mm
瞳孔范围内进行测量,提供了大角度下检测视网膜周边屈
光度的可能性;同时 COAS 像差仪经改装后已被证实可以
对周边部屈光度进行有效测量[9-10]。 所以本研究拟比较
COAS 像差仪,Shin-Nippon K5001 电脑验光仪,以及带状
检影镜三种测量方法对视网膜周边部屈光不正度数测量
的一致性和可重复性,以探索更好的检测方法。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本研究共有 28 位受试者参与,其中男 8 位,女
20 位,年龄 20 ~ 31(平均 22. 0)岁。 研究方法遵循赫尔辛
基宣言和 GCP(Good Clinical Practice)原则,经中山眼科中
心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受试者入选条件:屈光不
正度数:-8. 00 ~ +6. 00D,散光臆-1. 50D,眼部情况健康,
最佳矫正视力逸0. 8。 排除条件:有斜视或弱视的患者,以
前做过眼部手术的患者,既往 12mo 戴过 OK 镜的患者。
1. 2 方法摇 检查者分别使用带状检影镜,Shin-Nippon 电
脑验光仪和 COAS 像差仪测量受试者的屈光度。 每位受
试者的检查顺序按随机表随机分配。 每一位受试者的屈
光度检查包括中央、鼻侧 30毅以及颞侧 30毅 3 个位置, 受试
者通过自身眼球转动到注视固定视标来达到周边屈光度
测量的目的。 所有受试者都接受 5g / L 复方托比酰胺眼药
水进行散瞳,以避免调节因素对检查结果的干扰。 在每一
个检查位置 (中央, 鼻侧以及颞侧), 每种检查方法都会
重复测量 5 次并计算平均值。 测量后获得的屈光不正结
果按球镜度(S),柱镜度(C)和轴向( 兹)换算为等效球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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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摇 在不同部位应用不同仪器测量等效球镜度M值的可重复性 D
位置 仪器 眼数 平均差异 标准差 可重复性系数

中央 K-5001 28 0. 02 0. 12 0. 24
COAS 28 0. 01 0. 07 0. 15
检影镜 28 0. 05 0. 10 不可重复

颞侧 30毅 K-5001 28 -0. 02 0. 14 0. 28
COAS 28 -0. 01 0. 11 0. 22
检影镜 28 0. 03 0. 10 不可重复

鼻侧 30毅 K-5001 28 -0. 08 0. 23 0. 32
COAS 28 0. 01 0. 11 0. 21
检影镜 28 0 0. 11 0. 22

表 2摇 在不同部位应用不同仪器测量 J0 值的可重复性 D

位置 仪器 眼数 平均差异 标准差 可重复性系数

中央 K-5001 28 0. 02 0. 10 0. 20
COAS 28 0 0. 05 0. 10
检影镜 28 -0. 01 0. 03 0. 07

颞侧 30毅 K-5001 28 0. 01 0. 39 0. 77
COAS 28 -0. 01 0. 05 0. 09
检影镜 28 0. 05 0. 35 0. 68

鼻侧 30毅 K-5001 28 0. 02 0. 52 1. 02
COAS 28 0. 01 0. 10 0. 21
检影镜 28 0. 03 0. 76 1. 49

表 3摇 在不同部位应用不同仪器测量 J45值的可重复性 D

位置 仪器 眼数 平均差异 标准差 可重复性系数

中央 K-5001 28 -0. 02 0. 10 0. 19
COAS 28 -0. 01 0. 03 0. 06
检影镜 28 -0. 01 0. 08 0. 15

颞侧 30毅 K-5001 28 0. 04 0. 47 0. 91
COAS 28 0 0. 04 0. 07
检影镜 28 -0. 02 0. 31 0. 60

鼻侧 30毅 K-5001 28 -0. 09 0. 70 1. 37
COAS 28 0. 01 0. 05 0. 09
检影镜 28 0. 07 0. 55 1. 09

度(M)和 J0值以及 J45值进行统计 [11],转换公式: M = S
+ C / 2;J180 = -(C / 2)cos 2兹;J45 = -(C / 2) sin 2兹。
摇 摇 统计学分析:采用统计软件 SPSS 19. 0 进行统计学分
析,不同检查方法的测量结果使用 t 检验进行统计,三种
不同测量方法的可重复性系数使用等效球镜度来计算;一
致性设定在 95%可信区间,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可重复性摇 等效球镜度“M冶的测量值(中央、鼻侧和
颞侧)在 COAS 像差仪和 Shin-Nippon K5001 电脑验光仪
上的可重复性良好,平均差异均臆依0. 10D。 但检影验光
获得的等效球镜度“M冶在中央和颞侧的测量值可重复性
较差。 J0 和 J45的测量值相近,相对于中央,鼻侧和颞侧的
可重复性稍差(表 1 ~ 3)。
2. 2 一致性摇 COAS 像差仪与 Shin-Nippon K5001 电脑验
光仪对中央屈光不正度测量值差 (吟M)为 0. 43依0. 21D
(COAS 的测量值更偏向近视方向)。 对周边部 M 值的测
量两个设备间有统计学差异(P<0. 05)。 J0 值的测量方
面,中央区和周边部测量值非常接近。 J45的测量值在中

表 4摇 在不同部位应用不同仪器测量等效球镜度 M的一致性 D
位置 仪器 眼数 平均值 标准差 P
中央 K-5001 28 -0. 46 1. 50

COAS 28 -0. 89 1. 53 0. 001
检影镜 28 -0. 94 1. 49

颞侧 30毅 K-5001 28 -0. 58 1. 52
COAS 28 -0. 60 1. 24 0. 109
检影镜 28 -0. 72 1. 47

鼻侧 30毅 K-5001 28 -0. 93 1. 47
COAS 28 -0. 98 1. 14 0. 001
检影镜 28 -1. 36 1. 41

表 5摇 在不同部位应用不同仪器测量 J0 值的一致性 D

位置 仪器 眼数 平均值 标准差 P
中央 K-5001 28 -0. 01 0. 09

COAS 28 -0. 02 0. 21 0. 127
检影镜 28 -0. 06 0. 05

颞侧 30毅 K-5001 28 -0. 05 0. 26
COAS 28 -0. 38 0. 26 0. 001
检影镜 28 -0. 02 0. 57

鼻侧 30毅 K-5001 28 -0. 02 0. 51
COAS 28 -0. 84 0. 31 0. 001
检影镜 28 -0. 06 0. 81

表 6摇 在不同部位应用不同仪器测量 J45值的一致性 D

位置 仪器 眼数 平均值 标准差 P
中央 K-5001 28 0. 01 0. 10

COAS 28 0. 01 0. 14 0. 360
检影镜 28 0. 04 0. 16

颞侧 30毅 K-5001 28 -0. 03 0. 25
COAS 28 -0. 05 0. 25 0. 233
检影镜 28 0. 05 0. 47

鼻侧 30毅 K-5001 28 -0. 04 0. 42
COAS 28 -0. 08 0. 34 0. 147
检影镜 28 -0. 27 0. 94

央区都很低,周边部的数值稍有增加,K-5001 的测量值会
比 COAS 增加的更多些。 K-5001 和视网膜检影之间的比
较,M 在视网膜检影测量时会更偏近视(所有位置),J0 和
J45值都在周边位置测量时增加。 COAS 和视网膜检影的
比较, M 值在使用视网膜检影测量时会更偏近视方向(所
有位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J0 值在所有位
置都存在不同,J45的值在所有位置都一致(表 4 ~ 6)。
3 讨论
摇 摇 Shin-Nippon K5001 是一种新的红外线开放视野电脑
验光仪,过往研究已证明它在成人[6] 和儿童[12] 中的可靠
性和稳定性。 若使用依0. 25D 作为标准检验设备测量屈
光度的可重复,Shin-Nippon K5001 被证明在绝大多数位
置是可靠的。 本研究的结果提示 Shin-Nippon K5001 不仅
可以用作中央区屈光不正的测量,而且也可以在周边屈光
不正测量中使用,这与过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3-14]。
摇 摇 The Hartmann-Shack Sensor 技术近年已被广泛应用
在像差及中央屈光不正度测量上,近期也有应用 COAS 像
差仪进行眼周边部像差测量的报道[15]。 我们的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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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 测量周边屈光度的可重复性良好,与 Atchison 等[16]

研究结果一致。 总体来看,将像差测量技术应用在周边屈
光度测量上是可行的。
摇 摇 比较 COAS 和 Shin-Nippon K5001 电脑验光仪的测量
结果,等效球镜度差(吟M)分别是 0. 43依0. 21D,-0. 02依
0. 45D 和 0. 05依0. 45D(中央区、鼻侧和颞侧)。 吟J45差在
所有位置都小于 0 . 25D,吟J180 差分别是-0. 02依0郾 12D,
-0. 36依0. 24D 和-0. 38 依0. 28D(中央区、鼻侧和颞侧)。
基于以上数据,我们认为 COAS 像差仪和 Shin -Nippon
K5001 电脑验光仪测量值之间有良好的一致性(<0郾 25D)。
摇 摇 视网膜周边部的光学质量比较差主要是由于高阶散
光和场曲造成,视网膜检影技术由于周边部大量像差的存
在而变得非常困难。 在本研究中,一位有丰富经验的验光
师负责对所有受试者的视网膜检影,但因为视网膜周边检
影反射影像的变形导致对检影终点的判断造成严重影响,
从而导致检影结果的可重复性以及与其他测量方法的一
致性较差,而且所花费的时间和受试者的配合程度都使得
视网膜检影在周边屈光度测量方面显得不可靠,因此我们
不建议视网膜检影作为视网膜周边屈光不正测量的首选
工具。
摇 摇 总的来说,根据本研究结果,COAS 像差仪和 Shin -
Nippon K5001 电脑验光仪均作为视网膜中央区和周边部
屈光不正测量工具使用。 Shin-Nippon K5001 电脑验光仪
的测量值和 COAS 像差仪的测量值之间有良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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