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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Extraocular VaCHHIn-suction often is performed in some treating procedure．However，whether 

vacuum—suction induce the change of corneal topography or was unclear．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eriodical 

vacuum suction on corneal topography． M ethods Forty eyes of 40 patients with extraoeular counterDulsati0n f0r optical nerve 

disease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The extraocular vaeuuln suction was performed with the speed of 100 mmHg／3 seconds and the 

suction pressure of 300 ±20 mmHg for about 5 seconds．then the pressure was released to zero
． The operation was carried out for 

1 0 cycles at 1一minute interva1．The topography was examined at 1 minute，5，1 5 minutes and the complaints of patients
，
visual 

acuity，intraocular pressure(1OP)were evaluated after suction respectively．The corneal irregularity measurement(CIM)，shape 

factor(SF)，corneal astigmatism (ASTIG)was analyzed before and after vacuum—suction．This study procedure followed the 

Statement of Helsinki，and the oral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individuals of participated in tria1． Results Temporary 

rise of corneal astigmatism was found in 1 minute after vacuum—suction，and then declined gradually from 5 minutes through 1 5 

minutes．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STIG among different time before and after suction(F=7．62，P=0．006)．The 

ehange of C1M upon time after vacuum—suction followed the same pattern(F=0．431，P=0．001)．However，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seen in SF before and after vacuum—suction(F：0．635，P=0．050 2)．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fnund in 

eye departure，sex and ASTIG，CIM．SF(all P>0．05)．Four patients(10％)complained of mild discomfort in eyes．Temporary 

vision blur occurred jn 2 patients(5％ )after suction．Slightly eonjuncti~ral congestion was found in 15 eyes(37．5％ )and dotted 

epithelium missing in 1(0．5％ )．No IOP abnormality was found during the duration． Conclusion Periodical extraoeular 

vacuum—suction show temporary influence on human corneal topography． 

Key words vacuum—suction； corneal topography； corneal irregularity measurement； shape factor； corneal astigmatism 

摘要 目的 探讨周期性眼外负压吸引对角膜地形的影响及可能原因。 方法 随机选取“球外反 博”治疗 患者 40 

例(40眼)，以眼外负压 100 mmHg／3 s速度升高 至(300±20)mmHg，维持 5 s后释放负压至 O，间隔 1 rain重复 ，共 10个循 

环。试验后 1、5、15 min检测患者角膜地形图 、视力 、眼压 、眼表状 况 、自觉症 状等 。以受试 眼 自身前后对照 ，分析角膜 不 

规则指数(CIM)、形状因子 (SF)、角膜散光度 (ASTIG)等角膜地形指标。 结果 周期性眼外负压吸引后 随时间 的变化 ， 

ASTIG、CIM变化差异均有统 计学 意义 (F=7．62，P=0．006；F=0．431，P：0．001)，吸引后 15 rain恢 复至吸引前状态 ；SF 

的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635，P=0．050 2)。性别 、眼别及瞳孔大小差 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P>0．05)。吸引结束 

后 ，轻度 眼部不适 4例 (10％)，结膜轻度充血 l5例 (37．5％ )，有轻 度角膜上皮点状脱失 1例(2．5％ )，轻度视 物模糊 2例 

(5％ )。吸引结束后 15 nlin，患者视力均无下降 ，眼压在 正常范围内。 结论 周期性眼外负压吸引对 角膜表面形状有一 

定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该 影响力迅速减少 ，l5 rain时角膜形状 已基 本恢 复。 

关键词 负压吸引；角膜地形；角膜不规则指数；形状因子；角膜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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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屈光力 占眼球总屈光力的 75％以上 ，即使微 

小的角膜改变也会对人的视力造成直接的影响。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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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地形图学的发展为定量分析角膜表面各部分性状 

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尤其在 日益兴起和完善的角膜屈 

光手术 中，其作用更加显 著。在特殊情况下如手术中 

等有可能应用眼外负压吸引以确保角膜位置基本不 

变 ，本研究 旨在探讨其对角膜地形 的影响及其可 



能 的 原 因 。

1 资 料 与 方 法

1 ． 1 一 般 资 料

按 照 随 机 数 字 表 法 随 机 选 取 复 旦 大 学 附 属 眼 耳 鼻

喉 科 医 院 眼 科 门诊 进 行
“

球 外 反 搏
” ” 。

治 疗 的 患 者 4 0

例 ( 4 0 眼 ) ， 其 中 左 眼 1 7 眼 ， 右 眼 2 3 眼 ；年 龄 2 0 ～ 6 2

岁 ；男 2 8 例 ， 女 1 2 例 。 其 中 缺 血 性 视 神 经 病 变 3 】 例

( 3 1 眼 ) 、 球 后 视 神 经 炎 4 例 ( 4 眼 ) 、 干 性 年 龄 相 关 性 黄

斑 变 性 5 例 ( 5 眼 ) 。 人 选 患 者 屈 光 度 + 1 _ 5 ～ 一 5 ． 0 D
，

散 光 度 小 于 2 ． 5 D
， 角 膜 直 径 为 9 ． 5 ～ 1 1 ． 5 n l m

， 角 膜 屈

光 度 为 4 1 ～ 4 6 D 。
K 值 为 4 1 ． 0 ～ 4 6 ． 0 。 排 除 角 膜 炎 、

结 膜 炎 、 干 眼 症 、 结 膜 囊 狭 窄 、 青 光 眼 等 疾 病 ， 排 除 明

显 玻 璃 体 视 网 膜 牵 引 、 视 网 膜 裂 孔 、 视 网 膜 变 性 、 眼

底 出 血 等 疾 病 ， 排 除 不 能 配 合 的 患 者 。

1 ． 2 主 要 仪 器

负 压 吸 引 系 统 由 K N ． 5 0 0 0 微 型 角 膜 刀 系 统 ( 无 锡

康 宁 公 司 ) 中 的 负 压 系 统 改 成 ， 应 用 改 良 角 膜 负 压 吸

引 环 ( 内 圈 直 径 约 9 ． 0 m m ) 实 施 操 作 。 检 测 应 用 Z e i s s

自动 角 膜 地 形 图 检 测 分 析 仪 并 由 T o n o p e n 笔 式 眼 压 汁

( 美 国 M e n t o r n o r w e l l 公 司 ) 检 测 即 时 眼 压 。

1 ． 3 方 法

充 分 知 情 同 意 下 ， 取 得 患 者 的 理 解 与 合 作 。 常 规

视 力 、 眼 压 检 查 、 角 膜 结 膜 检 查 ， 扩 瞳 后 玻 璃 体 及 全 视

网 膜 检 查 ， 双 眼 角 膜 地 形 图 检 测 。 患 者 取 仰 卧 位 ， 结 膜

囊 内点 0 ． 4 ％ 盐 酸 奥 布 卡 因 滴 眼 液 表 面 麻 醉 。 置 负 压

吸 引 环 于 角 膜 巩 膜 缘 ， 启 动 负 压 吸 引 ， 以 眼 外 负 压

1 0 0 m m H g ／3 S ( 1 m m H g
= 0 ． 1 3 3 k P a ) 的 速 度 升 高 至

( 3 0 0 ± 2 0 ) m m H g ( T o n o p e n 眼 压 计 测 定 即 时 眼 内 压 约

为 4 5 m m H g ) ， 维 持 5 s 后 释 放 压 力 至 0 。 每 间 隔

1 ra i n 重 复 上 述 操 作 ， 共 1 0 个 循 环 ， 历 时 约 1 5 m i n 。

试 验 后 I
、

5
、

1 5 m i n 检 测 受 试 跟 及 对 侧 限 角 膜 地 形

图 ， 检 测 患 者 视 力 、 眼 压 、 眼 表 状 况 、 自 觉 症 状 。 门 诊

观 察 2 h 无 异 常 后 患 者 离 开 。

1 ． 4 统 计 学 方 法

采 用 S P S S 1 1 ． 5 统 计 学 软 件 进 行 统 计 学 分 析 。 各

测 试 指 标 以 孑± S 表 示 ， 试 验 眼 负 压 吸 引 前 及 吸 引 后

3 个 时 间 点 角 膜 不 规 则 指 数 ( c o r n e a l i r r e g u l a r i t y

m e a s u r e m e n t ，
C I M ) 、 形 状 因 子 ( s h a p e f a c t o r

，
S F ) 、 角 膜

散 光 度 ( a s t i g m a t i s m
，

A S T I G ) 的 比 较 采 用 重 复 测 试 的 方

差 分 析 ， 各 时 间 点 间 的 两 两 比 较 采 用 L S D — t 检 验 。 采

用 多 因 素 直 线 回 归 分 析 性 别 及 眼 别 对 结 果 的 影 响 。

P < 0 ． 0 5 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2 结 果

2 ． 1 一 般 情 况

负 压 吸 引 结 束 后 1 5 m i n
，

4 例 ( 1 0 ％ ) 患 者 有 轻 度

眼 部 异 物 感 ， 均 可 耐 受 。 1 5 例 ( 3 7 ． 5 ％ ) 结 膜 轻 度 充

血 ， 有 1 例 ( 2 ． 5 ％ ) 患 者 角 膜 上 皮 有 轻 度 点 状 脱 失 。

2 例 ( 5 ％ ) 患 者 主 诉 有 轻 度 视 物 模 糊 ， 检 查 视 力 未 见

下 降 ， 缓 解 紧 张 情 绪 及 休 息 5 m i n 后 自 觉 明 显 好 转 。

检 测 受 试 眼 眼 压 为 ( 1 5 ± 5 ) m m H g ， 患 者 视 力 未 见

下 降 。

2 ． 2 角 膜 地 形 图 分 析

2 ． 2 ． 1 A S T I G 的 分 析 结 果 周 期 性 眼 外 负 压 吸 引 后

随 时 间 变 化 ，
A S T I G 变 化 明 显 ( F = 7 ． 6 2

，
P = 0 ． 0 0 6 ) ，

其 中 吸 引 后 】 m i n 明 显 高 于 吸 引 前 ，
5 ～ 】5 ra i n 迅 速 恢

复 至 吸 引 前 水 平 ( 表 1 ) 。 性 别 及 眼 别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A S T I G = 0 ． 8 8 6 — 0 ． 0 1 9
。

眼 另0 + 0 ． 3 4 9
‘

性 另4 ；( t
⋯

= 一 0 ． 5 4 1
，

P = 0 ． 5 3 1 ；t
。 。 。

= 2 ． 0 0 0
，

P = 0 ． 2 4 7 ；B e t a
。。。

=

一 0 ． 4 4
，

B e t a
⋯

= 0 ． 1 6 4 ) 。

2 ． 2 ． 2 C I M 的 分 析 结 果 周 期 性 眼 外 负 压 吸 引 后 随

时 问 的 变 化 ， 角 膜 C I M 变 化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F =

0 ． 4 3 l
，

P ： 0 ． 0 0 1 ) 。 吸 引 后 即 时 明 显 超 出 吸 引 前 ，
5 ～

1 5 m i n 迅 速 恢 复 ， 至 1 5 m i n 检 测 时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表 1 ) 。 性 别 及 眼 别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C I M = 1 ． 4 0 0

+ 0 ． 0 5 5
。

眼 另0 + 0 ． 2 0 5
’

性 另4 ；t
⋯

= 1 ． 0 6 4
，

P = 0 ． 2 9 5 ；

t
⋯

= 0 ． 7 8 7
，

P = 0 ． 2 8 1 ；B e t a
。 。

= 0 ． 0 8 8
，

B e t a
。

= 0 ． 0 6 5 )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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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T I G

图 1 性 别 及 眼 别 对 A S T I G 、 C I M 、 S F 影 响 的 散 点 图 性 别

和 眼 别 对 A S T I G
、 C I M

、
S F 的 影 响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F i g ． 1 T h e s c a t t e r p l o t o f i n f l u e n c e o f s e x a n d e y e d e p a r t u r e t o A S T I G
，

C I M a n d S F N o s i g n i f i c a n t d i fi e r e n c e w a s f o u n d i n t h e p l o t S e x ：0 f o r

f e m a l e a n d 1 f o r m a l e E y e s d e p a r t u r e ：0 f o r l e f t e y e a n d 1 f o r r i g h t e y e

( t
。 。 。

= 一 2 ． 2 5 5
，

P = 0 ． 5 1 7 ； t
。

= 一 0 ． 7 6 9 ，
P = 0 ． 4 4 3 ； B e t a

w
=

一 0 ． 1 8 5 ，
B e t a

⋯

= 一 0 ． 0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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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3 S F 的 分 析 结 果 周 期 性 眼 外 负 压 吸 引 后 随 时

间 的 变 化 ，
S F 的 改 变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F = 0 ． 6 3 5

，

P ： 0 ． 0 5 0 2 ) ( 表 1 ) 。 性 别 及 眼 别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S F = 0 ． 3 8 2 — 0 ． 0 14
。

眼 部 一 0 ． 0 2 3
。

性 另0 ；t
⋯

= 一 2 ． 2 5 5
，

P = 0 ． 5 1 7 ；t
⋯

= 一 0 ． 7 6 9
，

P = 0 ． 4 4 3 ；B e t a
⋯

= 一 0 ． 1 8 5
，

B e t a
⋯

= 一 0 ． 0 6 3 ) ( 图 1 ) 。 瞳 孔 大 小 与 A S T I G
、 C I M

、

s F 统 计 结 果 无 明 显 相 关 性 ( r
。 。。

= 一 0 ． 0 3 8
，

P =

0 ． 8 1 5 ；’
c I M

= 0 ． 0 2 7
，

P = 0 ． 8 6 8 ； ’
s r

= 一 0 ． 0 2 3
，

P =

0 ． 8 8 7 ) 。 患 者 周 期 性 负 压 吸 引 前 后 A S T I G 、 C I M 和 s F

变 化 的 角 膜 地 形 图 表 现 见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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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负 压 吸 引 前 后 不 同 时 期 角 膜 地 形 图 A S T I G
、

C I M 和 S F 值 A ：负 压 吸 引 前 三 者 分 别 为 0 ． 2 5 、 0 ． 3 8
、

0 ． 3 7 B ：负 压 吸 引 后 即 时 三 者

分 别 为 1 ． 7 5 、 0 ． 4 1 、 0 ． 3 2 C ：负 压 吸 引 后 5 ra i n 三 者 分 别 为 0 ． 8 7
、 0 ． 4 4

、 0 ． 3 5 D ：负 压 吸 引 后 1 5 ra i n 三 者 分 别 为 0 3 7 、 0 ． 3 6 、 0 ． 3 3

F i g 2 T h e c h a n g e o f t o p o g r a p h y b e f o r e a n d a f t e r s u c t i o n A ：A S T I G
，

C I M a n d S F v a l u e b e f o r e s u c t i o n w a s 0 ． 2 5
，

0 ． 3 8 a n d 0 3 7 r e s p e c t i v e l y B ：A S T I G ，

C I M a n d S F v a l u e i n 1 ra i n a f t e r s u c t i o n w a s 1 ． 7 5
，

0 4 1 a n d 0 ． 3 2 r e s p e c t i v e l y C ： A S T I G
，

C I M a n d S F v a l u e i n 5 m i n u t e s a f t e r s u c t i o n w a s 0 8 7 ， 0 ． 4 4 ，

0 ． 3 5 r e s p e c t i v e l y D ：A S T I G
，

C I M a n d S F v a l u e i n 1 5 m i n u t e s a f t e r s u c t i o n w a s 0 ． 3 7
，

0 ． 3 6
，

0 3 3 r e s p e c t i v e l y

表 1 负 压 吸 引 不 同 时 间 A S T I G
、

C I M 和 S F 变 化 ( x ± S )

T a b l e 1 T h e c h a n g e o f A S T I G
，

C I M a n d S F i n

d i f f e r e n t t i m e o f s u c t i o n ( i _

- 4 -

s )

A S T I G ： a s t i g m a t i s m
，

C I M ： c o r n e a l i r r e g u l a r i t y m e a s u r e m e n t
，

S F ： s h a p e

f a e t o r

3 讨 论

对 角 膜 表 面 进 行 测 量 、 记 录 和 分 析 得 到 的 能 够 展

示 角 膜 表 面 形 态 特 征 以 彩 色 地 形 图 就 是 角 膜 地 形 冈 。

这 为 更 好 地 了 解 角 膜 表 面 形 态 及 定 量 检 测 提 供 了 很 好

的 工 具 ， 对 于 屈 光 手 术 、 角 膜 移 植 、 圆 锥 角 膜 、 白 内 障 手

术 等 的 检 查 、 治 疗 、 预 后 等 具 有 很 好 的 辅 助 作 用
H “ 。

。

在 屈 光 手 术 中 ， 尤 其 是 对 于 精 神 高 度 紧 张 配 合 不 佳 及

有 眼 球 震 颤 的 患 者 ， 常 使 用 眼 外 负 压 吸 引 作 为 手 术 的

辅 助 系 统 固 定 眼 球 ， 保 持 术 中 良 好 的 中 心 定 位 以 使 角

膜 位 置 稳 定 ， 有 利 于 手 术 的 操 作 ， 减 少 手 术 误 差 及 由 此

引 起 的 医 源 性 像 差
" 。

。 作 为 一 种 外 在 的 物 理 因 素 ， 这

种 吸 引 理 论 上 讲 可 能 会 对 角 膜 地 形 存 在 一 定 的 影 响 。

而 有 关 眼 外 负 压 吸 引 是 否 会 对 角 膜 形 状 产 生 影 响 尚 未

见 有 文 献 报 道 。

一 般 来 讲 角 膜 地 形 图 相 对 比 较 稳 定 ， 但 在 正 常 情

况 下 也 会 随 眼 睑 的 压 力 、 时 间 、 泪 膜 张 力 、 激 素 水 平 等

改 变 呈 现 细 微 的 周 期 性 波 动 。 另 外 角 膜 基 质 异 常 、 外

界 异 常 压 力 、 长 期 配 戴 角 膜 接 触 镜 等 病 理 性 因 素 也 会

对 角 膜 地 形 产 生 一 定 的 影 响
。

” ”
。

。 有 研 究 发 现 正 常

角 膜 最 先 出 现 变 化 的 位 置 多 数 在 鼻 侧
” “

。

本 试 验 结 果 显 示 ， 眼 外 负 压 吸 引 结 束 1 m i n
，

C I M
、

A S T I G 均 有 明 显 的 变 化 ，
1 5 ra i n 时 已 恢 复 至 吸 引 前 水

平 。 C I M 是 表 达 角 膜 中 央 区 各 子 午 线 曲 率 分 布 的 规 则

性 或 光 滑 性 的 指 标 ， 最 佳 值 为 0
， 正 常 人 约 为 0 ． 3 。

C I M 的 增 加 表 明 角 膜 的 表 面 光 滑 性 逐 渐 变 差 。 由 于 角

膜 不 同 方 向 的 曲 率 值 变 化 不 同 ， 导 致 角 膜 的 散 光 量 也

有 变 化 ， 表 现 在 地 形 图 上 示 相 互 正 交 的 2 个 方 向 曲 率

读 数 S i m K l 和 S i m K 2 的 差 值 A s i m K ( 即 角 膜 散 光 量 )

也 有 变 化 。 分 析 上 述 结 果 的 可 能 原 因 ： ( 1 ) 负 压 吸 引

环 对 角 膜 的 机 械 性 作 用 。 由 于 吸 引 环 采 用 合 金 等 硬 性

材 料 制 作 ， 负 压 吸 引 直 接 对 角 膜 巩 膜 缘 有 机 械 性 压 迫

作 用 ， 可 能 会 导 致 角 膜 表 面 规 则 性 的 改 变 。 ( 2 ) 角 膜

表 面 泪 膜 状 况 不 良 。 由 于 负 压 吸 引 环 的 放 置 及 操 作 等

多 方 面 原 因 ， 有 可 能 影 响 角 膜 表 面 泪 膜 的 稳 定 性 及 流

体 动 力 学 ， 从 而 导 致 角 膜 表 面 光 滑 性 下 降 。 ( 3 ) 角 膜

上 皮 功 能 下 降 的 影 响 。 在 负 压 吸 引 终 点 压 力 时 ， 角 膜

巩 膜 缘 结 膜 血 管 和 睫 状 血 管 血 流 量 减 少 ， 撤 销 压 力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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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应性充血 的现象 。角膜上皮功能有可能因此 

受到影响，从而导致角膜表面规则性改变。 

SF是角膜表面球面特性的重要参数之一，对角膜 

表面形状的表达有重要 意义，正常值约为 0．3，SF>0 

则表示角膜中央向周边逐渐平坦，值越大则变平的趋 

势越强。从本研究结果也可 以看出，周期性眼外负压 

吸引对于角膜形状因子的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 ，周期性眼外负压吸引即时对于角膜表 

面形状有一定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影响力迅速减 

少 ，至 15 min时角膜形状基本恢复。至恢 复时未对患 

者的视觉质量产生影响。因此 ，在对眼球采取眼外 负 

压吸引操作时 ，应充 分考虑负压吸引时以及去除吸引 

短时间内对角膜表面形状可能的影响。 

参考文献 

5 Sco KY，Wan XH，Jang JW ，et a1．Efiect of microkeratome suction 

duration oH corneal flap thickness and incision angle[J]．J Refract Surg， 

2002，1 8(6)：715—719 

6 Choudhri SA，Feigenbaum SK，Pepose JS．Factors predictive of LASIK 

flap thickness with the Hansatome zero compression microkeratome[J]．J 

Refract Surg，2005，21(3)：253—259 

7 Mahler O，Hirsh A，Kremer I，et a1．Laser in situ keratomileusis in myopic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nystagmus[J]．J Cataract Refract Surg，2006， 

32f 3 ：464—467 

8 Liu Z，Pflugfehler SC．The effects of long—term contact lens wear on 

corneal thickness，curvatures，and surface regularity[J]．Ophthalmology， 

2000，107：105—111 

9 Lu F，Simpson T，Sorbara L．Malleability of the ocular surface in response 

to mechanical stress induced by orthokeratology contact lenses[J]． 

Cornea，2008，27(2)：133一】4l 

l0 Lu F，Sorbara L，Simpson T，et a1．Corneal shape and optical performance 

after one night of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for hyperopia[J]．Optom Vis 

Sci，2007，84(4)：357—364 

1 1 Martinez CE，Applegate RA，Klyce SD，et a1．Effects of pupillary dilation 

on corneal optical aberration after photorefraetive keratectomy[J]．Arch 

Ophthalmo1．1998．1】6：】053—1062 

1 2 Klein SA，Mandell RB．Shape and refractive powers in corneal topography 

[J]Invest Ophthahnol Vis Sci，1995，36：2096—2109 

13 Joos KM，Kay MD，Pillunat LE．et a1．Efiect of acute intraocular pressure 

changes on short posterior ciliary artery haemodynamics[J]．Br J 

Ophthalmol，l999，83(1)：33—38 

(收稿 ：2008—12—20 修 回：2009—09—07) 

关于投稿的相关事宜 

(本文编辑 ：王莉红 ) 

锰 者 · 考 ·编右 

1 来稿需经作者单位的学术机构审核同意，并开具单位介绍信，介绍信应注明稿件无一稿两投、不涉及保密、署名无争议等。作者 

投稿时应提供 自己详细 的联系方式，如作者的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及通讯作者 的 Email地址 等。 

2 为保障重要科研课题 的时效性 ，我刊开设 了“快 审、快编 、快登 ”的“绿色 ”通道 ，优先刊登 国家级攻关项 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项 目等重大科研课题 ；省级科研基金资助课题适当提前刊 出。凡属此类稿件 ，作者投稿 时请提供有关项 目批准件的复印件 ，经编辑 

部审核将在稿件通过审理后提前安排发表，并请作者在文稿的脚注中予以注明，如：“本课题为 ×X基金资助(基金号：X X×X×)”。 

3 请 自留底稿 ，勿一稿两投 。我刊在收到文稿后即发送 回执至作者邮箱 中，并注 明稿号 ，以便作者查询 。稿件经审理决定采用者 ， 

2个月以内发出采用通知 。稿件未被采用者 ，2个月 以内发退 稿通知 ，稿件不再退回。编辑部 的各种通 知将从 Email发出，审稿期 间 

请作者留意电子信箱。作者接到退稿通知或与编辑部联系确认后方可自行处理稿件；发送作者修改的稿件，如 2个月内没有修回， 

视为作者自行撤稿。一旦稿件进入编排阶段，请尽量避免 自撤稿件。对一稿两投或强行撤稿而给我刊造成不良影响和／或经济损 

失者，编辑部有权给以公开曝光并实施经济赔偿，作者自行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 

4 根据《著作版权法》的相关条 文，本刊编辑有权对来稿按照编辑规范和专业知识进行文字加丁 、修改和删减 ，修 改后的稿件作 者 

需认真校对核实，修改涉及文章的核心内容时双方进行沟通。 

5 来稿需付稿件审理费，每篇 3O元。稿件决定采用后，请按通知按时缴纳版面费，有彩图者还需另付彩图印制丁本费。版面费及 

彩图工本费由作者单位从课题基金、科研费等费用中支付。 

6 来稿刊登后即付给作者稿酬，并赠当期杂志第一作者2册 ，其余作者各 1册。 

7 本刊联系方式请从《眼科研 究》版权页查询。 

(本刊编辑部) 

㈣ p 环 J 

m㈨ =墨Ⅵ 一 m 州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暑" k 川 盹=耆 ．薹 一一一～一一一～～一 ‰ ⋯‰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