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双胍组部分患者在服药初期出现腹泻~腹胀~恶心
等症状,后期基本缓解无需停药治疗 吡格列酮组
服药初期有恶心~口干现象出现,后期有 l 例患者出
现失眠 当然,本研究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
样本量小~观察时间较短,有待于进一步进行前瞻
性~大样本长时间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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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角膜地形图引导的 LASEK术在高度近视患者治疗中的价值 方法 选择该院
20ll-0l ~20l2-07 收治的高度近视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使用角膜地
形图引导的LASEK术进行校正,观察组使用普通LASEK手术,比较两组患者术后裸眼视力~剩余屈光度及不
良事件报告率之间的差异 结果 使用角膜地形图引导的LASEK术的观察组患者在术后裸眼视力方面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剩余屈光度小于对照组 P<0.0l ,不良事件报告率低于对照组 P<
0.05  结论 角膜地形图引导的LASEK术在治疗高度近视患者中效果更好~更安全,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
价值 
  [关键词] LASEK  角膜地形图引导  高度近视
  [中图分类号] R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l674 -3806(20l3)03 -0229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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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valueofcornealtopography guidedLASEkoperationinthetreatmentofpatientswithhighmyopia HE
Bi-hua,XIEXiang-yong,WEILi-jiao.Rui ang Hospitalfffiliated toguangxiuniuersityoftraditionalchinesemedi-
cine,Nanning 5300ll,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studythevaiueofcorneaitopographyguided LASEKoperation in thetreatmentof
patientswith high myopia.Methods Sixtypatientswith high myopiatreated in ourhospitaifrom20ll Januaryto
20l2 Juiywereused astheobjectofinvestigation.Thesepatientswererandomiyseparated intotwogroups controi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Thepatientsin theobservation group werecorrected vision byusingcorneaitopography
guided LASEKoperation,and thecontroigroup received ordinaryLASEKoperation,and thedifferencesin postopera-
tiveuncorrected visuaiacuity, residuaidiopterand adverseeventreportingratewerecompared between twogroups.
Results Therewasnostatisticaiiysignicantdifferencesin vision acuityafteroperation between twogroups P>
0.05 .buttherewasastatisticaiiydifferencein residuaidiopterand adverseeventreportingratebetween two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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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orP<0.01).Conclusion CorneaItopographyguided LASEKoperation in thetreatmentofpatientswith
high myopiashowsgood efficacyand safety and ithasan importantvaIuein cIinicaIappIitation.
  [Key words] LASEK  CorneaItopographyguided  High myopia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 人们的生活方
式与习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屈光不正已经成为了
眼科疾病中最为常见的疾病类型O 有研究显示 中
国的近视率为 30%左右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且中
国的近视患者多为少年儿童及青年人群 对屈光矫
正手术有极大的需求O 同时 有研究显示 我国近视
患者中 高度近视所占比例高于世界水平 而对于角
膜较薄的高度近视患者LASEK手术更适合 但相比
于LASIK手术 LASEK手术具有局部刺激大~视力
恢复慢及用药时间长等缺点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患者的痛苦O 角膜地形图引导的激光原位角膜磨镶
术 TOSCA)是一项新技术 相关研究显示 可以在
取得较好矫正效果的同时 降低患者发生相关并发
症的概率 受到眼科医生与患者的关注[1] O 本文选
取我院 2011-01 ~2012-07 收治的高度近视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 就TOSCA在矫正高度近视患者近视
与散光治疗中的价值作一探讨 现报告如下O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我院 2011-01 ~2012-07 收治
的高度近视患者 60 例 其中男性 34 例 女性 26 例 
年龄  28.46 16.53 ) 岁O 术前近视等效球镜为
 -7.43 11.54)D 角膜厚度为 512 112.4)$m 矫
正视力为 0.78 10.05) 要求所有患者近视屈光度
2 年内无较大变化 排除青光眼~高眼压症及其他眼
科严重疾病 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各 30 例O 两组患者术前眼科检查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O 见表 1O

表 1 两组患者术前眼科检查比较!!x1s"

组 别 例数
眼科检查

近视等效球镜 角膜厚度 矫正视力

观察组 30 -7.55 11.84 510 114.30 0.75 10.14

对照组 30 -7.40 12.39 506 119.10 0.81 10.09

t - 0.272 0.918 1.974

P - 0.785 0.362 0.053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行基础治疗与术前护
理准备 观察组患者使用角膜地形图引导的 LASEK
术进行校正 观察组使用普通 LASEK手术 比较两
组患者术后裸眼视力 剩余屈光度之间的差异O 在
整个研究过程中 要求患者随时报告其主观不适感 

包括视野模糊~夜间或雨天视力不佳~眼部肿胀等问
题 当有一次以上反应者 则判断为有不适感 比较
两组患者不适感发生率之间的差异O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1标准差 !x1s)表示 两
组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两组在裸眼视力方面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O 观察组剩余屈光度低
于对照组 P<0.01)O 见表 2O

表 2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x1s"

组 别 例数 术后 1 个月
裸眼视力

剩余屈光度

术后第 1 天 术后第 3 天 术后第 10 天

观察组 30 0.96 10.11 0.26 10.17 0.24 10.12 0.18 10.08

对照组 30 0.94 10.08 0.32 10.21 0.31 10.19 0.24 10.11

t - 1.26 4.53 4.35 5.01

P - >0.05 <0.01 <0.01 <0.01

2.2 两组不良事件报告率比较 在整个实验过程
和随后的随访期中 观察组中有 3 例报告过不良事
件 对照组中有 11 例 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报告率
低于对照组 P<0.05)O 所有不良事件均自行消除
或在一定的治疗下消除 未给患者带来严重伤害O
见表 3O

表 3 两组不良事件报告率比较#n!%"%

组 别 例数 报告不良事件 未报告不良事件

观察组 30 3 10.00) 27 90.00)

对照组 30 11 36.67) 19 63.33)

 注:两组不良事件报告率比较 !2 =5.96 P<0.05

3 讨论
3.1 LASIK是目前治疗中低度近视主要的手术方
式 但在高度近视或角膜较薄者的使用中 有继发圆
锥角膜的危险O LASEK的问世给高度近视者带来
了福音 但依旧存在术后恢复期局部刺激严重等问
题 给其发展和应用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甚至有
研究称 这种不良反应会给患者带来心理问题[2] O
角膜地形图引导的 LASEK术是 LASEK的改良方
案 能够保留角膜上皮及前弹力层形态上的完整性 
术中创伤小 术后恢复快 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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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研究结果显示 使用角膜地形图引导的
LASEK术的观察组患者在术后裸眼视力方面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这说明两
者可以取得相同的治疗效果 而在对术后剩余屈光
度的动态统计中 我们发现 在术后第 1 3 10 天 观
察组患者剩余屈光度小于对照组 P<0.01  这说
明角膜地形图引导的 LASEK术可以使患者恢复更
快 在不良反应的统计中 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发
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  这也说明了角膜地形
图引导的LASEK术更安全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角膜地形图引导的 LASEK术在治疗高度近视患者
中效果更好 更安全 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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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系统 定量地评价超声及钼靶成像技术对乳腺疾病的诊断准确性及诊断特点 为乳腺疾
病选择影像学检查提供有价值的指导 方法 分析 228 例患者 237 个乳腺结节彩色多普勒超声及钼靶声像
学特征 以病理组织结果为金标准 评价多普勒超声 钼靶以及两者联合对乳腺疾病良恶性诊断价值 结果 
本组病理检查结果良性 188 例 194 个结节  恶性 40 例 43 个结节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恶性病变灵敏度
为 46.5% 特异度为 80.4% 正确率为 74.2% X线钼靶诊断乳腺恶性肿瘤的灵敏度为 55.8% 特异度为
75.2% 正确率为 71.7% 两者结合诊断乳腺恶性肿瘤灵敏度为 90.6% 特异度为 89.6% 正确率为 89.8% 
结论 多普勒超声及钼靶检查对乳腺肿块定性诊断均有较高价值 两者结合可提高鉴别乳腺肿瘤良恶性正
确率 在临床诊断及制定治疗方案上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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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ultrasoundandX-ray mammography indiagnosisofbenignandmalignantbreastdisease Mo
Xian-ling PENGchang-li.Departmentofultrasound Laibin People shospital Guangxi546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systematicaiiyand guantitativeiyevaiuatethediagnosisaccuracyand diagnostic
characteristicsofuitrasound and moiybdenumtargetimagingtechnigueforbreastdiseaseand providesvaiuabieguid-
anceforseiection ofimageexamination forbreastdiseases.Methods Theuitrasonographiccharacteristicsofcoior
Doppieruitrasound and moiybdenumtargetimagingof237 mammarynoduiesin 228 caseswereanaiyZed and his-
topathoiogicaifindingswasused asagoid standard tocompareand anaiyZethediagnosticvaiueofDoppieruitrasound 
X-raymammographyortheirunion forbenign and maiignantbreastiesions.Results Benign iesion wasfound in 188
cases 194 noduies  maiignantin 40 cases 43 noduies .CoiorDoppieruitrasound in diagnosisofmaiignantie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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