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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几种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的验配

近年来，以减少旁中心远视离焦为理论基础研发的青少年近视干预镜片，风靡国内市场。

本文将从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的适应、禁忌、验配检测、适配以及配发后事宜等方面做

了简要叙述和建议，这当中的长短优劣均由读者自断。同时也想抛砖引玉，期望更多的同

仁参与其中。

减少旁中心远视离焦镜片的前世今生—连载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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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的适应及禁忌
1. 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的应用群体及其特征

设计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的初衷是干预生长发育期

青少年儿童的眼轴生长，以期望延缓与控制眼轴过快变长

造成的近视度数增加，该群体具备以下特征：

低龄化群体：6—18 岁，处于小学、初中、高中的学

习阶段。

弱心理屏障：他们的心理压力随着家长、老师、社会

舆论对学习成绩、学历的日益重视而不断增加，当这种压

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孤僻、抑郁，从

而畏惧交流，不敢表达。因此，诸多眼部健康信息会因为

缺乏与家长、老师的交流而错失提早干预的大好时机。

低依从心智：他们的心智健全，对他们需要采用循序渐

进的方法来养成正确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家长、学校与社会

亟需重视他们的近视预防和干预、正确用眼以及正确戴镜。

易塑形体况：他们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和高峰期，

眼球及全身器官均处于快速成长的可塑期，也是家长、学

校亟需密切关注的成长阶段。

近读作业多：他们面临着应试和素质教育并行状态下

不同科类作业、补习的压力以及业余时间里不可避免的手

机、电脑阅读和游戏对眼睛的刺激，户外运动的机会和时

间相对匮乏，他们近读时间长且时间集中，眼睛长时间连

续的超负荷调节和疲劳成为常态。

2. 适应症

2.1 角膜塑形镜停戴期的光学镜片矫正方式

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无疑是角膜塑形镜停戴期间最

佳的替代矫正和过渡方式，会对角膜塑形效果起到一定程

度的巩固作用。

2.2 非调节及集合异常类近视

轻度调节疲劳：大多数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的补偿

量值（如某些旋转对称和横椭圆设计的镜片）可以起到缓

解近读疲劳的作用。

无症状外隐斜视：建议参考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各

品种不同的补偿值做近附加实戴测试，以调节集合状态，

确定验配者适合佩戴何种产品。

2.3 高屈光度

普通单焦点近视镜片的光度差及斜散差给他们远用、

近读带来的远视性离焦、视物模糊、视疲劳不可忽视，而

中高度近视本身相对性周边远视离焦量值也较高，这是高

度近视尤其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2.4 高遗传倾向 

部分青少年儿童父母一方或双方都近视的，除了近

视的遗传因素外，还可能沿袭父母的某些不良用眼与生

活习惯。

3. 禁忌症

3.1 调节

有症状的调节不足：宜通过调节刺激训练来缓解。调

节痉挛：宜通过阿托品类药物治疗解除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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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集合

有症状的集合不足：通过集合训练或验配屈光度和棱

镜来解决。集合过度：可通过验配屈光度和棱镜来解决。

3.3 显性外斜视：必要时做眼位矫正术并验配适宜屈

光度和棱镜的镜片。

3.4 无正常双眼视功能的屈光参差：这类戴镜者会有

双眼交替视力、双眼复视、双眼不等像，不宜佩戴减少周

边远视离焦镜片。

验配近视离焦镜片的相关检测
1. 必要检测

1.1 屈光检测

首先要定性，近视离焦镜片是为近视的青少年儿童群

体设计。然后再定量，明确配镜者双眼远用瞳距及屈光度，

全矫双眼视力。

1.2 视功能检查 

检查双眼同时视、融像、不等像、立体视、

调节、集合、调节与集合比率（AC/A）等项目。

2. 深入检测

2.1 两种眼部生物测量

眼部生物测量手段以医学超声和光学手段

为主，目前正逐步快速向后者倾斜（见图 1A、B）。

医学超声是一种利用超声波在眼表局部麻

醉下对眼轴、前房深度、晶状体厚度、玻璃体

厚度等进行测量的技术，这种操作必须在具备

执业医师资格与医疗资质的前提下实施。其准

确度依赖于医生的经验，但患者舒适度、检查

结果的一致性相对较差。

光 学 手 段 的 眼 部 生 物 测 量 是 基 于 光 学

相 干 扫 描 技 术 的 一 种 非 接 触 式 测 量 手 段，

尚 能 对 角 膜 的 中 央 厚 度、 曲 率 半 径、 白 到

白 的 距 离 和 瞳 孔 直 径 进 行 测 量， 安 全 快 速

且重复性好 ［1］。

眼部生物测量具备以下特点：无需散瞳就

能检测出屈光不正的性质、成因（曲率性或轴

性近视，或混合性近视）及程度 2，根据眼轴

及晶状体厚度等数据辅助辨别真性近视和调节

痉挛性近视 3；精确测量孩子眼睛生长发育过

程中的各项参数，预测其屈光度变化趋势，提

出更明确的干预方案，辅助判断不同年龄段屈

光度改变的原因；通过实测两代人眼睛的结果，

可以预测子代罹患近视的风险、分析近视的遗

传特点。近年来缺乏大样本青少年儿童眼轴正

常值的统计数据（见图 2），也有人主张以成年人眼轴正

常值 (23.91±0.49mm) 来衡量青少年儿童眼轴是否正常。

图 2：青少年儿童眼轴参考正常值

图 1A：接触式眼部医学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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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眼球周边屈光度检测

Earl L. Smith III, O.D., Ph.D_ 教授等在 2005 年首先提出

旁中心离焦的概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投入到眼

球周边屈光度的研究中 4，结果表明近视眼的视网膜周边屈

光状态倾向远视化表现。应用一款开放式红外自动验光仪测

量眼睛注视不同距离、角度时的眼球周边屈光度 5，其测量

数据对于验配青少年近视离焦镜片大有助益 6（见图 3）。

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的适配建议
建议综合考量佩戴者的基础屈光度（中心及周边）、

视功能状态、眼生物参数、实际用眼需求、镜架尺寸、镜

架佩戴后参数来选择：①现成模压镜片。②按屈光度和直

径定制的镜片。③按上述参数优化设计定制的镜片。

如《焦点 FOCUS》杂志 2020.05 期《减少旁中心远

视离焦镜片的前世今生—连载 02：浅析几种减少周边远视

离焦镜片的设计》中所述，对比四种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

片的设计要素（见表 1）。

表 1：四种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设计要素对比（微

透镜阵列设计以新乐学为代表）

1. 基于既往不同视力矫正方式的适配建议

1.1 角膜塑形镜佩戴者

作为平时不戴或停戴塑形镜时的光学矫正方式，减少

周边远视离焦镜片无疑是最佳选择，就离焦补偿值而言，

微正镜阵列设计是首选；其次是非对称设计，但这是因其

更高的干扰散光迫使佩戴者视线停留在可见视野内所起到

的作用，显然这是横椭圆和旋转对称设计做不到的，除非

增加离焦补偿值。

1.2 其他矫正方式的适配人群

依照相关检查数据并参考以下建议做出匹配。

2. 基于屈光参数的适配建议

2.1 针对低、中、高度中心屈光度 ( 或镜片光度 ) 在

①、②中选择不同的镜片或对镜片曲率与离焦量分开优化

定制。

2.2 针对不同眼球周边离焦度在①、②中选择不同的

镜片或镜片曲率与离焦量进行优化定制。

3. 基于眼轴长等眼生物参数的适配建议

针对不同眼轴长度验配不同设计方式的离焦镜片品

种，原则上要给予眼轴相对长和可疑快速增长的案例以增

强离焦补偿值设计。

4. 基于视功能状态的适配建议

4.1 针对不同的眼疲劳程度在①、②中选择不同的镜片。

4.2 基于近读眼位的优化，针对不同近读瞳距的内偏

量差异、集合近点数据在① 、②中选择不同的镜片或对

镜片近读区域内偏量做优化定制。

4.3 基于调节的优化

考察项目 设计类别

足够且光度稳定的远用视野范围 横椭圆设计＞旋转对称设计＞非对称设计＞微正镜阵列设计

整体（横向、纵向）视野范围 横椭圆设计＞旋转对称设计＞非对称设计＞微正镜阵列设计

合理的远用离焦量补偿 微正镜阵列设计＞非对称设计＞横椭圆形设计≈旋转对称设计

与眼球内下旋相适应的内偏设计的合理性 非对称设计＞横椭圆形设计＞旋转对称设计＞微正镜阵列设计

足够且光度稳定的近读视野范围 微正镜阵列设计＞非对称设计＞横椭圆形设计＞旋转对称设计

合理的近用离焦量补偿 微正镜阵列设计＞非对称设计＞横椭圆形设计≈旋转对称设计

基于干扰性散光的佩戴适应性 微正镜阵列设计＞横椭圆形设计＞旋转对称设计＞非对称设计

基于材料、加工及割边的佩戴适应性 横椭圆形设计≈旋转对称设计＞非对称设计＞微正镜阵列设计

图 1B：两种光学眼部生物测量仪

表 1：四种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设计要素对比（微透镜陈列设计以新乐学为代表）

图 3：开放式红外自动验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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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调节状态在①、②中选择不同的镜片；基于调节

状态和平均光焦度补偿比率的优化定制：如在镜片特定半

径内以特定比例设置离焦量；针对不同用眼负荷量（时长）

在①、②中选择不同的镜片或对镜片曲率与离焦量进行优

化定制。

5. 基于视野需求的适配建议

基于远用、近读注视范围在①、②中选择不同的镜片

或对镜片特定注视区域进行优化定制。

6. 基于镜架数据的适配建议

确定镜架佩戴稳定舒适，测量以瞳高为基点的镜

架参数及佩戴后参数：镜圈水平、垂直、斜向最大直

径和鼻梁宽度、各单眼远近眼位时的瞳孔坐标、镜眼

距、前倾角、包覆角，对镜片曲率与离焦量进行优化

定制（见图 4）。

7. 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对镜架的一般性要求

镜架稳定性：需考虑镜架的材料、结构及佩戴稳定性；

片型：避免选配异形片型、大尺寸 ( 移心量≤ 3mm 为宜 )

和蛤蟆镜款式；镜圈鼻侧视野宜饱满；瞳高≥ 15mm，框

高≥ 27mm。

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的装配
1. 焦度计检测

用焦度计测量镜片几何中心的光焦度 , 找到与标称值

或验光度数最接近且光度稳定时的点 , 用打点笔确定其位

置 , 理论上以此作为印刷镜片表面装配点油印标记的参考

点 , 即光学中心，并应与装配点重合；核对光学中心点与

装配点、验光结果中柱镜轴位与镜片表面水平参照线的位

置偏差，以排除印刷误差和避免割边误差；测量光学中心

外 4mm 半径范围内的光度 , 以确认镜片的远视力矫正区

域范围 , 并判断光度的稳定性；测量镜片光学中心水平与

垂直两个方向在上下左右 10mm 、15mm、 20mm 半径

范围的光度 , 以明确离焦补偿值和范围。

2. 割边

对照镜片前表面装配油印图，区分镜片左右眼别及镜

片的上下内 ( 鼻侧 ) 外 ( 颞侧 ) 方位；将镜片光学中心 ( 或

装配点 ) 割边至与远瞳高位点重合。

减少周边远视离焦镜片配发后事宜
1. 佩戴建议

少数顾客需 3-4 天适应；有轻微适应难度者，可以在

首次连续佩戴 2-4 小时基础上，一周内每天递增两小时来

逐步适应；佩戴场所逐步由室内自由走动转至户外安全活

动，未完全适应之前切忌跑步、骑行运动。

2. 售后及回访调查

建立个人眼屈光及生物参数档案；对眼镜架和镜片的

使用方法及佩戴状态随访关注；定期对屈光度、调节与集

合、眼轴等随访复查。

总结
本文意在探讨青少年近视干预的新思路和方式方法，

并呼吁业内更多同仁参与和实施针对不同设计方案减少周

边远视离焦镜片的临床实践与统计，以促进新产品的研发 ,

为眼视光行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陈 奕 辉， 曹 敏 . 索 维 SW9000 与 卡 尔 蔡 司

IOLMaster 在生物测量中的临床对比研究，临床眼科杂志，

2019 年第 27 卷第 2 期 .

［2］虞林丽，赵刚平，廖珊，赵岭江，王艳华，李追 . 

应用 Lenstar 900 测量不同程度轴性近视生物参数分析，

国际眼科杂志，2014 年第 7 期 .

［3］张丹凤 . 青少年近视散瞳前后眼球生物参数变化

的分析，山东大学耳鼻喉眼学报，2019 年第 33 卷第 5 期 .

［4］龚露，保金华，邓军，吕帆 . 近视眼在持续性

近距离阅读时周边屈光状态的变化，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

科学杂志，2010 年 4 月第 12 卷第 2 期 .

［5］万修华，林仲，蔡啸谷，乔利亚，杨晓冬，王宁利，

梁远波 . 双眼开放视野自动验光仪与传统电脑验光仪的比

较，中华眼科杂志，2012 年 6 月第 48 卷第 6 期 .

［6］张璐，刘艳琳，石晓庆，李岩，王凯，赵明威 . 中

国青少年近视患者水平视网膜相对周边屈光度和散光分量

曲线类型研究，中华实验眼科杂志，2017 年 6 月第 35 卷

第 6 期 .

图 4：镜架参数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