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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床 经 验 · 

ReSTOR多焦点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后远期视觉质量评价 

李军花 赵云娥 朱 俊 郑景伟 

ReSTOR 多 焦 点 人 工 晶状 体 (muhifocal intraocular lens． 

MIOL)能改 善 远 近 视 力 ，其 短 期 (3～6个 月 )效 果 已 被 证 

实 。。 ，但是评价其远 期效 果 的报道少 见 。本研 究 对 ReSTOR 

MIOL植入 术后 1年 以上 的患 者进 行回顾性研究 ，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 集 2005年 9月一2007年 7月在 我院 行超 

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并植入 ReSTOR SA60D3 MIOL且可随访 

到的患 者 36例 (50眼 )，其 中男 18例 (28眼 )，女 18例 (22 

眼)；年龄 50～75岁 ，平 均(62±8)岁。术后 随访 13～31个月 ， 

平均 (20．01±7．44)个月 。纳入标准为术前 诊断为年 龄相关性 

白内障 ，无其他 眼部 疾病 ；无 眼部 手术 史 ；术 前角 膜散 光 度数 

<1．50 D者 。 

1．2 人 工 晶状 体 (IOL)性 能 ReSTOR SA60D3 MIOL应 用 阶 

梯渐进衍射技术 ，合理适量 地分 配光 能至 远近 焦点 ，以清 晰分 

离不同距离物体的成像 ，同时该晶状体利用 天文望远镜使 用 的 

“切趾技术 ”，减少杂光现象 ，使成像锐度提高 ，物像更 清晰。 

1．3 手术方法 用 IOL Master测量 眼轴 ，人 工 晶状体 计算 公 

式为 SRK—T，术后预留屈光度数为 0～+0．50 D。所有 手术均 由 

同一位资深医师完成 。全部患者手术顺利 ，术中无并发症发生。 

1．4 研 究方法 

1．4．1 远近 视力及 近视力 最佳的距离 分别测 量裸眼及 最佳 

远矫正状态下 的远 近视 力及 近视力 最佳 的距 离。远视 力检 查 

采用 EDTRS视力表 ，距 离为 4 In；近视 力检查 采用 综合 验光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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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一400型 ，日本 Topcon公 司)上的近视力表 ，从 40 eln处开始 ， 

由远移近测量 近视 力 ，分别记 录 40、33、31 CIll近视力及 能看到 

最小一行字 的最佳距离 ，记 录此距离 和相应 的视力。因为近视 

力测量是采用标准检查距 离为 40 cm 的近 视力表 ，记 录时需要 

根据不 同的测量距离 进行 换算 ，才 能确 定其真 实的视 力 ，换算 

公式：记录的视力(VA)=一log[观测距离／(0．4×10删 、 )]。 

然后 ，在综合 验光仪上 由同一位 医师采用 “最 佳矫正 之最 正原 

则”进行 主觉验光 ，记 录远矫 正屈光 不正度 数。远 近视力 均采 

用最小分辨角 的对数 (1ogMAR)表达。 

1．4．2 对 比敏感度和眩光对 比敏感度 采用 CSV．IO00E对比 

敏感 度测试 仪(美 国 Vector Vision公 司)，由同一位医师进行 检 

测。CSV—IO00E正常值参考 50～75岁组的正常值。 

1．4．3 裂 隙灯显 微镜 检查 裂隙灯 下散瞳检查 连续环形撕囊 

口是否 完全 覆盖 IOL，IOL是 否居 中 ，观 察后囊 膜混 浊情 况 ，行 

前 置镜 下眼底检 查。后囊膜 混浊程 度采用 Tetz分 级标 准0 ：0 

级为无混浊 ；1级为极轻度混浊 ，囊膜轻度皱褶或单层 晶状体上 

皮细胞 (1ens epithelium cells，LECs)；2级 为 轻度 混 浊 ，呈蜂 窝 

状 ，多层 LECs或较致 密 的纤 维组织 ；3级为 中度 混浊 ，裂 隙灯 

下可见典型 的珍珠小体 ，致密的 LECs；4级 为极 度混浊 ，裂隙灯 

下可见致密的珍珠小体。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无 眩光状 态下 MIOL 

术后的对 比敏感度采用单样本 t检验 ，无 眩光与有 眩光状 态下 

对 比敏感度 以及手术前后对 比敏感度 的 比较采 用配对 t检验 。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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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术 后 屈 光 状 态 术 后 远 视 力 矫 正 等 效 球 镜 度 数 为 

(一1．90～+1．03)D，平均 (一0．08±0．53)D。 

2．2 裸跟远近视力及近视力最佳的距离 术后 裸眼远视 力为 

0．7～一0．2，平均 0．09±0．17。术后裸 眼近 视力 0．5～0，平均 

0．19±0．12。裸 眼 近 视 力 最 佳 的 距 离 为 1 8～40 CITI，平 均 

(29．25±5．95)em，36眼(72．0％ )近视 力最佳距 离 ≤31 cnl，14 

眼 (28．0％ )近视力最佳距离 >31 cm。 

2．3 最佳远矫正状态下的远近视力 及近视力最佳 的距离 术 

后最佳远矫正状态下远视力为 0．2～一0．2，平均 0．00±0．09。 

术后最佳 远矫 正状 态下 的近 视力 为 0．43～0．0，平 均 0．18± 

0．11。最佳远矫正状 态下近视 力最 佳的距离 为 25—40 em，平 

均(29．92±4．86)cm，38眼(76．O％)近视力最 佳距离 ≤3I Clll， 

12眼(24．0％)近视力最佳距离 >31 cm。 

2．4 对 比 敏 感 度 和 眩 光 对 比 敏 感 度 无 眩 光 状 态 下 ，除 

12 cpd外 ，其他空间频率对 比敏感 度对数 值与 正常 值比较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1)。无眩光 与有眩光 比较 ，各空间 

频率对比敏感度对数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2)。 

表 1 无眩光状态下对 比敏感度对数值与 

正 常参考值 比较(x±S) 

表 2 无眩光与有眩光状态 下对 比敏感度对数值 比较 (x 4- ) 

2．5 裂隙灯显微镜检查 散瞳后见全部患者撕囊 口完全覆盖 

IOL光学面且 IOL居 中。前置镜下 眼底检查 未见 明显异常 。8 

眼(14．0％)诊断为 1～2级后发性白内障，均行 Nd：YAG激光 

后囊膜 切开术 。术后最佳矫正远视力及对 比敏感 度均提高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 3)。 

表 3 Nd：YAG激光后囊膜切 开术术前与术后 

视力(IogMAR)和对比敏感度 比较 ( ±s) 

3 讨论 

ReSTOR MIOL提供近焦点屈光力 +4．o0 D，相当于眼镜平 

面 3．2 D，理 论 上 该 MIOL的近 焦 点 在 3I cm(100 era／3．2— 

31 em)，但实际上该 近焦点受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 MIOL提供的 

近焦点屈光力 、睫状肌的收缩 、屈光误差等 。本研究结果表 明， 

平均近焦点 略 <31 cm，其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Rekas等 对 MIOL植 入 术后患 者进 行 6个 月的 随访 观 

察 ，发现对 比敏感度 在 12 cpd和 18 cpd降低 ，但 是空间频率在 

3 cpd和 6 cpd正 常。我们进行 1年以上 的随访研究 ，发现对 比 

敏感度在 12 cpd降低 ，但是 3、6、18 cpd无降低 。说明随着 时间 

的推移 ，对 比敏感 度逐 渐提 高。其原 因可 能 为 ReSTOR MIOL 

通过阶梯渐进衍射环，形成远近 2个焦点，同一个物体在视网 

膜上会同时形 成一 个 清晰像 和一 个模 糊像 ，大脑 在识 别物像 

时 ，会选择清晰像而抑制模 糊像 ，但是 因为这种选 择过程并 不 

是生理过程 ，需要在实践 中反复得到加强 。Mester等 对植入 

ReSTOR的患者进行 了前瞻性 的随机对照研 究 ，证 明视功能训 

练能提高患者 的视觉质量 ，证实视功能训练也加强 了这种大脑 

的选择过程 。 

本研究发现 ，轻微的后发性白内障行 Nd：YAG激光后囊膜 

切开术后视力和对 比敏感度均显著提高 ，表明后发性 白内障对 

ReSTOR MIOL眼的影响是显著的，其原因为衍射是光线偏离 

几何光学直线 传播规律 的现象 衍射普遍存在 ，只要光的传播 

范嗣受到限制 ，衍射 即会 湿现 。后囊膜 上的轻度 皱褶 、残 留 

增生的 LECs、散在的纤维组织均会阻挡光线的直线传播而不 

同程度地产生衍射现象，直接影响 ReSTOR MIOL衍射环的形 

成过 程，进 而影 响远 近焦 点 的形 成 。 目前 ，国 内外 尚未 见 到 

ReSTOR MIOL眼后发性 白内障方 面的研 究报 道 ，本研 究仅 观 

察到 8眼后发性白内障 ，有待进 行大样本 的观察。 

总之 ，ReSTOR MIOL能提供远 期 良好 的裸眼远近视 力 ，对 

比敏感度在 12 cpd下降明显 ，眩光对视觉 质量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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