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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继发性内斜视手术方式及二次手术前&后双眼视觉%方法
!

对
2(

例均有外斜视手术矫正病史的继发性

内斜视进行手术治疗并观察两次手术术前&术后双眼视觉的变化%结果
!

对有外转受限和侧方非共同性的患者!采用外直肌复位

或缩短复位!不足联合内直肌后徙术!对无外转受限和侧方非共同性的患者!采用内直肌后徙!不足联合外直肌复位或缩短复位

术%间歇性外斜视过矫所致的继发性内斜视对双眼视觉损害更大!手术前&后双眼视觉对比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外直肌复位联

合内直肌后徙是治疗继发性内斜视的有效方式!尽早手术治疗!有利于双眼单视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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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发性内斜视又称连续性内斜视#是指外斜视矫正术后出

现内斜视*多是外斜视手术矫正过量发生的内斜视或在无外

因及外直肌麻痹病史等情况下自然转变成内斜视'

$

(

*引起继

发性内斜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临床特征#治疗与其他内斜

视有所不同#且对双眼视觉的重建有不利影响*现将
1%%-

年

$

月至
1%$1

年
2

月的
2(

例
1

次手术均在本院完成的继发性内

斜视病例作回顾性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组外斜视矫正术后出现内斜视的
2(

例患

者中#其中男
''

例#女
1)

例#年龄
-

!

'%

岁#平均
(&0'

岁*随

访时间
$

年*外斜视的发病年龄
'

!

')

个月#平均
$)&1'

个

月#

'$

例为间歇性外斜视#

1/

例为恒定性外斜视*继发性内斜

视的发病时间术后
$

个月至
-

年#

'1

例在术后
$

个月出现#

1'

例术后
$

年内出现#

)

例在术后
$

年后出现*对患者分
'

组!

间歇性外斜视继发内斜视组!

'$

例#男
$(

例#女
$1

例%恒定性

外斜视继发内斜视组!

1/

例#男
$2

例#女
$'

例%外斜视继发内

斜视组!

2(

例#男
''

例#女
1)

例*

=&>

!

方法

=&>&=

!

常规检查
!

视力检查采用国际准视力表*屈光检查采

用检影验光法#验光前根据年龄不同分别用阿托品眼膏和托品

卡胺滴眼液麻痹睫状肌*

=&>&>

!

眼肌检查
!

眼球运动检查!了解单眼运动功能及双眼

协调运动情况*同视机检查!各个判断眼位的斜视度检查和双

眼单视功能情况*斜视度检查!采用三棱镜联合遮盖法*

7#<.

4F+

检查近立体视*

=&>&?

!

双眼视觉
!

从低级到高级分
'

级!一级同时视#二级融

合功能#三级立体视觉*采用同视机检查一级同时视$老虎进

笼&#二级融合功能$猫与蝴蝶&情况#采用
7#<4F+

立体图检查

近距离立体视觉情况*同时机检查无自觉斜视$老虎不能进

笼&为无双眼视觉*

=&>&@

!

手术原则
!

斜视角大于
$2r

*根据视远和视近的斜视

度数#侧方眼球运动斜视度#眼球运动等综合情况考虑手术方

案*眼球外转受限则首选后徙的外直肌复位或缩短复位术#不

足联合内直肌后徙术*眼球运动无受限#选择侧方运动斜视度

数大的一组配偶肌中的外直肌进行复位#不足联合内直肌后徙

术%如视近斜视度数大于视远斜视度数#首选内直肌后徙术#不

足联合外直肌复位缩短术*合并垂直斜视符合手术指征的#一

并矫正*手术量按内直肌
$44

解决
2r

#外直肌
$44

解决
'r

计算*

>

!

结
!!

果

>&=

!

本组继发性内斜视临床特征
!

$

$

&视力检查!视力大于

%&/

者#

01

例*小于或等于
%&/

者#

$-

例*$

1

&屈光状态分布

$等效球镜&

p2&%%JR

!

p1&%%R1

例%

p$&%%JR

!

p1&%%R

'/

例%

N%&2%JR

!

N2&%%R$-

例%

%

N2&%%R1

例*$

'

&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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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数 平均
p'/&10rb$1&-%r

*手术度数平均
p0$&'$rb(&1'r

*

$

0

&

2(

例继发性内斜视均为恒定性#其中#分开不足型
1)

例#

集合过强型
$'

例#基本型
1%

例#

$$

例伴有垂直斜视*

>&>

!

术后观察

>&>&=

!

手术方式
!

单眼外直肌复位或缩短复位术
$$

例#双眼

外直肌复位或缩短复位术
)

例#单眼外直肌复位或缩短复位联

合内直肌后徙
')

例%单眼内直肌后徙
2

例#双眼内直肌后徙
$

例*合并垂直斜视符合手术指征的
/

例#手术一并矫正*

>&>&>

!

眼位
!

斜视矫正术后正位率
/)&)'M

#

0(

例患者达正

位$

-

b$%r

&*

)

例患者欠矫#

0

例患者过矫*

'

例手术后进行

缝线调整至正位*其余
2

例因外观较满意未做处理*远期正

位率达
/0&-2M

*

>&>&?

!

双眼视觉
!

间歇性外斜视继发内斜视术前)术后双眼

视觉对比!术后双眼视功能优于术前#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j$%&)-1

#

!

$

%&%2

&#见表
$

*恒定性外斜视继发性内斜视

手术前后双眼视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

j%&2$(

#

!

&

%&%2

&#见表
1

*继发性内斜视手术前后双眼视觉对比!术前双

眼视功能优于术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j$%&-)/

#

!

$

%&%2

&#见表
'

*

表
$

!!

间歇性外斜视继发内斜视术前+术后双眼

!!!!

视觉对比"

&

%

M

&#

时间
&

无 一级 二级 三级

术前
'$ $/

$

2/&%)

&

$%

$

'1&1)

&

'

$

(&)/

&

%

$

%&%%

&

!

术后
'$ (

$

1(&%'

&

$$

$

'2&0/

&

-

$

11&2/

&

0

$

$1&(%

&

表
1

!!

恒定性外斜视继发内斜视术前+术后

!!!!

双眼视觉对比"

&

%

M

&#

时间
&

无 一级 二级 三级

术前
1/ 11

$

-/&2-

&

2

$

$-&/)

&

$

$

'&2-

&

%

$

%&%%

&

术后
1/ 1%

$

-$&0'

&

)

$

1$&0'

&

1

$

-&$0

&

%

$

%&%%

&

表
'

!!

继发性内斜视术前+术后双眼视觉对比"

&

%

M

&#

时间
&

无 一级 二级 三级

术前
2( 0%

$

)-&/%

&

$2

$

12&01

&

0

$

)&-/

&

%

$

%&%%

&

术后
2( 1)

$

00&%-

&

$2

$

12&01

&

$1

$

1%&'0

&

)

$

$%&$-

&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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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发性内斜视主要是临床对外斜视患者的矫正手术发生

矫正过量'

1

(而引起的#外斜视矫正术后近期发生多见#多数术

后几个月逐渐恢复至正常眼位'

'

(

*

导致继发性内斜视的原因较多*儿童间歇性外斜视术后

发生继发性内斜视较常见#尤其是那些在手术前有双眼单视功

能的儿童患者'

0

(

#总结本组病例#间歇性外斜视患者
'$

例#儿

童占
1/

例*采取有双眼外直肌后徙术式'

2

(的发生过矫情况较

多*本文双眼外直肌后徙
1(

例#占
0(&$2M

#任艳红等'

)

(提出

间歇性外斜视手术设计近期过矫
$%r

可以获得满意的远期效

果#但部分患者发育情况不能符合此规律#可能与双眼外直肌

后徙至外展功能减弱#同时在儿童期集合功能发育较强#轻微

的过量就会导致内斜视的发生'

-

(

*集合不足型间歇性外斜视

也占有相当比例#这与手术量采取视远与视近斜视度平均
$

"

1

量有关#视远呈现内斜状态*这样手术量的设计并不能适合全

部患者'

/

(

*伴有垂直斜视患者也是连续性外斜视发生的主要

原因之一#垂直斜视影响双眼单视的形成导致术后眼位不稳

定*本组病例伴垂直斜视患者有
$$

例#本次手术
/

例与内斜

视做同时矫正*屈光方面的影响#本组病例中有
'

例为斜视术

后
'

!

)

个月时进行了近视矫正手术#术后视近屈光性调节性

集合加强可能为发病原因#本组有
N%&-2

!

2&12R

近视
$0

例

$减去
'

例近视眼手术患者&#可能与近视镜加强集合功能的原

因'

(

(

*另外眼球受限可能与外直肌超长后徙有关#本组
2(

例

患者术前有
$%

例外转受限*

连续性内斜视患者的手术治疗效果与患者的外斜视类型

以及手术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

$%

(

#手术原则与其他内斜视有

不同处!$

$

&手术肌肉的选择首先考虑运动受限侧外直肌或侧

方眼球运动斜视度大的一侧外直肌的加强#包括外直肌复位和

外直肌缩短复位%对于没有外转受限和侧方非共同性的患者#

本研究采取手术原则根据斜视类型首先单眼或双眼内直肌后

徙#如手术量不足#选择进行过手术的外直肌复位或缩短复位*

这一点笔者与杨士强等'

$$

(实施的手术方式有不同之处#笔者

认为如需选择外直肌#尽量选择已行手术的外直肌复位#$

$

&避

免尽量减少手术肌肉条数%$

1

&外直肌复位可还原至其原有眼

球解剖位置*本组合并垂直斜视符合手术指征的
/

例#手术一

并矫正*$

1

&适当地增加手术量对恢复正位有利#本组
2(

例患

者斜 视 度 平 均 为
p'/&10rb$1&-%r

#手 术 矫 正 斜 视 度

为
p0$&'$rb(&1'r

#如按常规量矫正#往往造成欠矫#这可能

与第
$

次手术后肌肉附着点有粘连#导致有效附着点后移有

关*继发性内斜视手术成功率#以往报道高低不一'

$1

(

#本研究

手术远期正位率达
/0&-2M

与
GF,

?

等'

$'

(的
-)M

结果接近*

双眼视觉统计观察#术后所致继发性内斜视对间歇性外斜

视的影响较对恒定性外斜视影响大*从表
$

中可以看到由间

歇性外斜视继发的内斜视手术前后双眼视觉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2

&*这是因为间歇性外斜视术前具有一定的

双眼单视功能#继发性内斜视患者为避免复视#形成单眼抑制#

严重破坏视功能*及时纠正偏斜的眼位#双眼单视功能的抑制

会逐渐解除*表
1

中由恒定性外斜视继发的内斜视手术前后

双眼视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可能与该组患

者视轴始终处于偏斜状态有关#严重影响双眼视觉的发育*尽

早让继发性内斜视患者的眼位矫正至正位#尽早恢复双眼正常

的视觉环境'

$0

(

#有利于双眼视觉的恢复与重建#从表
'

中对比

继发性内斜视术前)术后双眼视觉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

&*无论间歇性外斜视还是恒定性外斜视#患者眼位

长时间不能恢复正位#最终都会影响双眼单视功能的建立*及

时的手术矫正可以遏制间歇性外斜视患者双眼视觉的逐渐恶

化#使其健全发育*

综上所述#临床对连续性内斜视患者二次手术应将患者所

有因素考虑其中#且不建议立即手术'

$2

(

#本研究认为外斜视术

后观察
)

个月渐趋稳定后#应及时手术矫正才能达到最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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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减压后#患者症状明显缓解*侧隐窝狭窄本属于腰椎管狭窄

症#而腰椎管狭窄症分腰椎中央管)神经根管和侧隐窝狭窄
'

种情形*由于引起侧隐窝狭窄的病因几乎全部可以通过椎间

孔镜来处理#因此#笔者把影像学有侧后方椎间盘突出#临床症

状以根性症状为主#镜下发现侧隐窝狭窄的这一种情形命名为

侧隐窝狭窄型*或许这种类型超出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范畴#

但是有以下理由支持这种分型!$

$

&选择的这些病例都是继发

于腰椎间盘突出的侧隐窝狭窄#无先天骨性狭窄因素*在术前

从症状)体征和影像学资料分析都支持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

断*$

1

&其他引起侧隐窝狭窄的因素如黄韧带肥厚)上关节突

增生等都与椎间盘突出有关#不排除椎间盘突出后继发的

可能*

综上所述#本研究把腰椎间盘突出症分为压迫型)瘢痕型)

钙化型和侧隐窝狭窄型*其各型所占比例仅代表确诊为腰椎

间盘突出症并选择椎间孔镜手术的病例#因此该数据应用范围

应当严格限制*这种分型方法基于椎间孔镜下的观察#通过镜

头将病变部位放大
$%

倍#对椎间盘突出的病理变化有了直接)

清晰的认识#因此这种分型方法更能反映疾病的本质#病理切

片染色的结果进一步支持这种分型*通过总结病例#笔者认为

这
0

种分型既可能是完全独立的病理类型#也可能是有另外一

种解释#即不同类型是同一病变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例如早

期表现为瘢痕型#晚期发展为钙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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