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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视与弱视临床技术》

内容概要

《斜视与弱视临床技术》，本书从与双眼视、斜视和弱视相关的解剖结构特点人手，介绍了双眼视的
基本概念、斜视弱视相关的常规检查和专科检查，并在此基础上以斜视、非斜视的双眼视异常（包括
弱视）为主线，介绍相应的临床特点和处理方法，在掌握双眼视基本知识和临床检查的基础上，重点
阐述非手术的治疗方法，如隐斜、弱视等的视觉训练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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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视与弱视临床技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眼外肌的解剖结构及其神经支配
第二章  双眼视生理
第三章  眼部常规检查
第四章  斜视检查法
第五章  斜视
第六章  斜视的治疗方法
第七章  非斜视性双眼视异常及处理
第八章  双眼视功能的视觉治疗
第九章  弱视
第十章  弱视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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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视与弱视临床技术》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再次将外界物象成像在黄斑中心凹处，右眼发生这种内转的运动，说明右眼没有中
心凹抑制；根据Hering法则，右眼的内直肌内转冲动，会同时等量的到达左眼外直肌，使左眼外直肌
同时发生外转的共轭运动，左眼的黄斑中心凹也由原来的位置F转到C位置，运动幅度等于检查用的三
棱镜度数，这时外界物象落在向外偏转后左眼眼底，成像位置落在了中心凹颞侧部位D点。由于外界
同一物体A，分别落在了右眼的黄斑中心凹和左眼黄斑中心凹外的一点，这是一对非对应点，会引起
复视症状，为清除复视，左眼又会发生一个缓慢的内转动作，即融像运动（左眼单眼运动）。这样，
在检查过程中左眼连续出现两个运动，先外转，然后又内转，即右眼加4△三棱镜，左眼出现一个双
向运动。 （2）若见两眼同时向左移动后未见左眼单独向右运动，说明左眼黄斑区存在4棱镜度以上范
围的抑制性暗点。 原理：同上当右眼加入4△B0三棱镜后，右眼为恢复中心注视则发生反射性的内转
运动，根据Hering法则，右眼的内直肌内转冲动，将促发左眼发生外转的共轭运动，左眼的黄斑中心
凹也由原来的位置F转到C位置，而左眼外界物象在眼底成像位置落在了中心凹颞侧部位D点。由于此
部位为抑制区，则不出现复视，也无融合性内转，所以，右眼放置三棱镜以后，左眼只有单向运动（
共轭运动），而没有双向运动。 （3）双眼均不动，则说明被检眼本身有抑制性暗点。 原理：右眼中
心凹存在抑制性暗点，半径比4△大，放置三棱镜以后，物像向颞侧移位，但却落到抑制区内，不发
生注视反射，因此右眼不发生内转运动，左眼也就不发生共轭外转运动。 4.再将4△B0三棱镜置于左眼
前，检查左眼是否存在抑制性暗点，判断方法同上：若见两眼均不发生运动，说明左眼存在抑制性暗
点。 记录示例：4△B0三棱镜检查：33cm左眼存在抑制性暗点。 二、双4△三棱镜检查 双4△三棱镜检
查此法系定性检查法。双4△三棱镜是由两个4棱镜度三棱镜构成，其底相互对合在一起即两个底对底
的三棱镜。根据三棱镜的折射原理，物体A发出的光线经过两个底相对的三棱镜之后分别形成B、C两
个像。将这样底相对的两个三棱镜垂直放置一眼前，双三棱底的对合线水平通过瞳孔中心，该眼即产
生垂直复视观察到B、C两个物体，另一眼前不加棱镜，仍可观察到物体A，通过双眼所见的A、B、C
物象的位置关系，判断眼位的偏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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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视与弱视临床技术》

编辑推荐

《全国高职高专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斜视与弱视临床技术(供眼视光技术专业用)》由人民卫生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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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视与弱视临床技术》

精彩短评

1、正版，很专业，，教材。
2、书是正版的，内容也非常的好，送货很及时，灰常的满意！
3、很不错的一本书哦，不错不错！
4、是我在广州购书中心看过之后才来到当当购买的··价格实惠·
5、总的说来还是不错的，质量没的说，
6、教学生，有这本书。少备很多课额。
7、书很好，上课用的，不错，在当当上买的经济又实惠⋯⋯
8、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 通俗易懂
9、这是一本通俗易懂的书，很适合我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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