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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使用 Flipper镜训练调节灵活度对儿童近视发展的影响。方法 选择 6—12岁的近 

视儿童患者 62例(117眼)，根据近视程度分为三组 ：I组(<一3．00 D)；II组(一3．00～一6．00 D)；Ⅲ组(> 

一 6．00 D)，观察进行 Flipper镜调节灵活度训练 6个月后的近视增长幅度的变化。结果 同原近视增长幅度 

比较 ，Flipper镜训练后近视增幅显著减缓(P<0．05)；不同近视程度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Flipper镜训练调节灵活度能有效延缓近视儿童屈光度的发展，尤其对低中度近视患者控制的效果更 

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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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raining accomodative facility 011 myopia developing in children SONG Han，GAO Song，HAN Su— 

zhen，et a1．Department ofOphthalmology，Heilongfiang Provincial Hospital，Harbin 15003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Flipper mirror training aeeomodative facility on myopia devel— 

oping in children．Methods Sixty—two(1 17 eyes)myopia children aged 6 to 12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myopia：I group(<一3．00 D)；lI group(一3．00一一6．00 D)；Ⅲ group(>一6．O0 D)．Tile 

changes in anntxal progression range of myopia after 6 months of Flipper mirror adjustment training were analyzed．Re- 

suits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myopia，the progression range of myopia after Flipper mirror training significantly 

decreased(P<0．05)；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refractive power groups(P< 

0．05)．Conclusion Flipper mirror training accomodative facility can effectively delay myopic diopters developing in 

children，especially in more children with low to moderate my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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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myopia)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 

地区中小学生最常见的眼病。亚洲是近视的高发地 

区，近年来 ，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在我国 

学龄期青少年中近视眼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50％ ～ 
70％ 2 J

。 如何有效地预防、控制和治疗近视，是全 

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近视的发生及发展有很 

多原因 J，调节与近视的关系一直是讨论的热点。 

但是调节灵活度训练对近视发展的影响如何，目前 

相关的临床报道并不多见。本研究观察分析了我院 

门诊进行调节灵活度训练对儿童近视发展的影响，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按照知情 自愿的原则，选择 2011-06～ 

2013-06在我院门诊检查的 6—12岁的近视儿童患 

者作为观察对象。患者来我院就诊前未接受其他任 

何治疗，临床检查首先排除眼科疾病和全身疾病，然 

后进行全面检查，包括裸眼视力、主导眼、屈光状态 

(散瞳后)以及矫正视力。根据近视程度分为三组： 

I组(<一3．00 D)；Ⅱ组 (一3．00～一6．00 D)；Ⅲ 

组(>一6．00 D)。 

1．2 训练方法 在屈光度全矫的基础上，将 Flip— 

per镜放在眼前4O am处或在患者习惯的阅读距离， 

注视近用 20／30视力卡。先放置 +1．00 D Flipper 

镜于眼前，使字母清晰并阅读，立即翻转至一1．00 D， 

使字母清晰并阅读，然后再立即翻转至+1．00 D。记 

录 1 min内所翻转次数。逐步采用 4-1．50 D、4-2．00 D 

的 Flipper镜进行训练。5～10 mirE／次，1次／d，每训 

练 1个月进行复查，连续观察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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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近视增幅测量方法 调节灵活度训练 6个月 

后，散瞳验光所得到的屈光度数减去 6个月前近视 

儿童患者的屈光度数，为近视屈光度数的增长幅度。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s)表示，多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内训练前后差异 

比较用配对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调节灵活度训练后，所有近视儿童的视疲劳症 

状均得到改善及缓解。近视增长幅度较调节灵活度 

训练前有降低，其中无进展 l8眼(15．4％)，近视增 

长幅度低于调节灵活度训练前 83眼(70．9％)，近 

视增长幅度无变化仅 16 llI．(13．7％)。同原近视增 

长幅度比较，调节灵活度训练后近视增幅显著减缓 

(P<0．05)；不同近视程度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调节灵活度训练前后屈光参数比较[(面±s)，D] 

3 讨论 

3．1 近年来，由于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青少 

年的学业负担过重，近视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近视本身虽不是严重疾病，但其大大增加了视 

网膜剥离、青光眼性视神经病变以及近视性黄斑病 

变的风险 j，严重影响了近视患者的健康生活。在 

近视发病机制的学说中，调节学说受到国内外眼科 

界和视光学界的广泛关注。调节是人眼的重要功 

能，人眼通过改变屈光状态，使眼前不同距离的物体 

都能清晰地聚焦在视网膜上的能力称为调节-5 J。 

调节学说认为，在 日常用眼中，不同距离位置上的外 

界物体对视觉系统有相应的集合与调节要求，并且 

应该有足够储备和灵活度，方能看得清晰、舒适而且 

持久。 

3．2 调节灵活度(accomodative facility，AF)是反映 

调节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它是测量人眼对交替变 

化的调节刺激做出快速和精确调节反应能力的检查 

方法 J。研究表明，AF是一个预测潜在视觉不适症 

的有用指标，而且还是一个最敏感的诊断调节不足 

的指标。长时间的近距离阅读或学习，电子产品的 

增多，户外活动的减少，再加上一部分人对近视戴镜 

Chinese~umal of New Clinical Medicine，July 2014，Volume 7，Number 7 

的抵触，看远和看近时不戴眼镜等原因，造成眼睫状 

肌的调节储备能力发生减退，使眼的调节紧张能力 

降低。长期的异常调节因素，使睫状体抵消部分眼 

压的功能减弱，从而使眼压升高，引起眼轴增长，而 

调节时眼内肌和眼外肌对眼产生的压力也使眼轴增 

长，导致近视程度加重。 

3．3 Gwizsa等 和 Goss等 的报道指出，近视眼 

的正相对调节力比同年龄正视眼调节力显著下降， 

认为调节力的降低可能是儿童近视发生的先兆。调 

节功能和视力存在相关性，在一定范围内视力越好 

调节功能越好，近视眼在远距离调节灵活度下降，且 

明显低于正视眼 。如果近视眼在视近时很少使 

用调节或者根本不用调节，使调节功能长期得不到 

刺激，进而可能造成睫状肌功能性的退行性改变，引 

起废用性肌无力，从而使得调节功能进一步下降，反 

过来又加深了近视程度。Birnbaum 叫的研究也发 

现，近视患者在近视度数稳定后其调节功能的异常 

也随同消失。 

3．4 我们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本次研究 

的对象为在我院门诊散瞳后规范验光检查屈光状态 

的6—12岁少年儿童患者，随访观察一年后复验，确 

定其年屈光变化幅度以作为对照。所选的62例近视 

患者均能适应调节灵活度训练，每天训练5—10 rain 

并坚持定期复查。分析发现，在调节灵活度训练后， 

所有近视儿童的视疲劳症状均得到改善缓解。观察 

对象年近视增长幅度较调节灵活度训练前有降低， 

其中无进展 18眼(15．4％)，近视增长幅度低于调 

节灵活度训练前年增长幅度 83眼(70．9％)，年近 

视增长幅度无变化仅 16眼(13．7％)。而不同近视 

程度组比较发现，调节灵活度训练对低中度近视患 

者控制近视增长的效果更为明显。 

3．5 临床研究表明，人的视觉系统通过训练可以得 

到改善⋯ 。本研究通过使用 Flipper镜对我院门诊 

的近视儿童进行调节灵活度训练，提高近视儿童双 

眼视觉系统的调节能力，改善缓解视疲劳症状，减缓 

近视屈光度的快速发展，为制定青少年近视的防控 

措施提供新的参考依据，对于延缓、控制近视的发展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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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经尿道精囊输精管插管术在诊断精道通畅情况和治疗精道疾病中的应用价值。方 

法 回顾性分析采用输尿管镜经射精管精囊逆行插管，并留置输尿管导管造影行药物冲洗引流等方法诊断 

精道梗阻及治疗精道疾病患者3O例的临床资料。结果 所有患者留管造影都可见精道明显显影，且均有不 

同程度的症状改善。随访 3个月，复发 3例。结论 经尿道精囊输精管插管术对精道梗阻的诊断及精道疾病 

的治疗有较好的效果 ，输尿管镜下精囊输精管置管术效果显著，并发症少，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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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ransurethral catheterizafion of vas deferens and seminal veside in semi nal duct ob- 

struction：report of 30 cases L／U Jun—ning，WANC Xiao-ping，ZHANC Wei—guo，et a1．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transurethral catheterization of va$deferens and seminal veside in 

the diagnosis of seminal duct obstruction and the treatment of semi nal duct diseases．M 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clinical data of 30 patients who received ureteroscopic retrograde cathe terication via ejaculatory 

duct and seminal veside and indwelling catheter for radiography，and treatment(including drug irrigation ect)，in order to 

diagnose seminal duct obstruction and treat semi nal duct diseases．Results Angiography showed the seminal duct had 

obvious development in all patients．The patients had varying improvement in symptoms，Follow—up of 3 months showed 

3 cases had recurrence．Conclusion Transurethral catheterization of vas deferens and seminal veside in the diagnosis of 

seminal duct obstruction and treatment of semi nal duct diseases has a good effect．Transureteroscopic catheterization of 

vas deferens and semi nal reside has significant effect，fewer complications，and a high clinical value． 

[Key words] Ureteroscopy； Seminal duct obstruction； Radiogra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