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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腾飞，科教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我国各层次的眼视光教育事业几乎遍及祖
国的各个地区。
其中卫生类与理工类高校开展的本、专科层次，不同模式的眼视光技术专业教学也各有千秋。
视光学的发展在中国相对起步较晚，其发展还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现阶段，各地眼镜行业的从业人员构成了现有视光行业从业人员的主力军。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现有从业人员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的比率还不足10％。
因此，作为一项职业，眼镜验光员和定配工的职业资格认定是必须的也是极其重要的。

有别于其他出版社的视光学本科教材及眼视光技术高职高专教材，本系列教材旨在进行视光学基础及
基本操作技能的知识普及，更好的适应多层次眼视光技术从业人员的知识需求。

本教程主要介绍眼视光的基本理论与操作技能，注重基础理论与技能的衔接与训练，突出实用特色。
全书结构合理，内容充实，编排新颖，深入浅出，图文并茂，详略得当，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

本教程适合眼视光技术专业本科、高职高专学生进行职业师资格认证、眼镜行业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和鉴定考核，眼视光相关人员及入门者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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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视觉的基本功能 人类视觉的基本特征是感受外界的光刺激，其基本功能表
现为：人眼能分辨刺激光的不同强弱；分辨出在空间上有一定距离的两个刺激物；分辨有一定时间间
隔的闪光刺激和不同波长的颜色光刺激；同时又能通过眼球运动，使眼主动对准和扫描刺激物，以形
成清晰的视觉。
视觉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亮度分辨、空间分辨、时间分辨、颜色分辨、眼球的运动等。
 1.图像识别 图像识别是人们生活中最普遍、最实际的一种知觉，也是人类知觉的高级能力。
 图像识别是一种再认识的活动，即在此过程中，既要有当时进入感官的信息，也要有记忆中储存的信
息，只有通过存储的信息与当前的信息进行比较加工的过程，才能实现对图像的识别，因而图像识别
也可以称作图像再认识过程。
 2.空间知觉 人用两只眼进行观察，但感受到的空间物体好像是由一只眼所知觉到的，这就是双眼共同
活动实现了一个完整的空间感觉功能。
一般情况下人的空间知觉是稳定的，包括双眼视觉和立体知觉，以保证人能掌握事务相对不变的本质
特征，但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出现各种错觉。
 （1）双眼视觉 双眼视觉是指一个外界物体的形象，分别落在两眼视网膜的对应点上（主要是黄斑部
），神经兴奋沿着视觉相关的神经系统，在大脑高级中枢把两眼的视觉信号分析、综合成一个完整的
，具有立体感的视觉映象。
 双眼视野比每一个单眼视野的范围要大。
双眼视野可以弥补单眼视觉的局部缺陷。
 双眼视觉的组成：同时知觉、平面融合、立体视。
 （2）立体知觉 又称深度感觉，它的形成是由于两眼在观察一个立体（三维）物体时，该物体在两眼
视网膜上成像存在一定差异，形成双眼视差，两眼不相应的视觉刺激以神经兴奋的方式传到大脑皮层
，产生立体知觉。
立体视的检查可利用同视机、立体视觉检查图片等。
 （3）视错觉 指在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对外界事物歪曲的知觉，这种歪曲带有固定的倾向，是主观努
力所无法克服的，只要条件具备，它就会产生。
错觉产生的原因复杂，有生理的因素，也有心理因素。
 3.形觉功能 形觉反应视觉系统对外界事物的空间分辨能力。
形觉的产生首先取决于视网膜对光的感觉，其次取决于视网膜对各刺激点的分辨能力，最后通过视中
枢的综合和分析，形成完整的视觉。
 （1）视力：是分辨二维物体形状和位置的能力，反映的是视网膜黄斑中心凹处的视觉敏锐度。
 （2）对比敏感度：除了视力之外，对比敏感度也是形觉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视力检查只能反映黄斑中心凹对高对比度的细小目标的空间分辨能力，而实际生活中人们还需要分辨
粗大的及低对比度（即明暗程度差异小）的目标。
 患某些视觉系统疾病的病人往往自觉视力下降，但检查其中心视力却仍为正常，此时即是对比敏感度
已发生了改变。
 4.光觉 当光投射到眼上，先通过屈光介质，到达视网膜，激发光感受器，经过光电换能过程，将神经
冲动沿视路传导，最后投射在大脑皮层的视觉中枢上。
光觉的形成包括从视觉系统接受外界光刺激开始，直到视皮层最后得到光感知的整个生理过程。
 （1）视网膜与色素 视网膜有两种感光细胞，即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都接受光刺激，产生视兴奋。
前者主要对暗光起作用，后者则对亮光下的各种颜色光起作用。
 视细胞能感受光刺激是由于其外段存在对光敏感的视色素，在光刺激下发生自身化学结果的改变（光
化学反应），表现为视色素的代谢循环和能量的消长，使视觉兴奋不断出现，从而完成光电能的转换
。
 （2）暗适应与明适应 当人从强光下进入暗处时，起初对周围物体完全无法辨认，以后逐渐能察觉并
看清暗处的物体，人眼的这种对光的敏感度逐渐增加并达到最佳状态的过程称为暗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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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从暗处到明处也要一段时间才能看清物体，称为明适应过程。
 暗适应：暗适应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视锥细胞敏感性和视杆细胞敏感性。
亮光下已分解的视紫红质在暗处时再合成增强，对光刺激的敏感性增强。
 明适应：出现较快。
在暗处蓄积合成的视紫红质迅速分解产生耀眼光感；之后对光较不敏感的视锥色素才能感光。
 暗适应检查可以对夜盲这一主觉症状进行比较客观和量化的评定，用以诊断维生素A缺乏等引起夜盲
的疾病。
检查的方法包括对比法和暗适应仪检查。
 5.色觉 白色可见光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等许多单色光所组成的。
物体的颜色取决于对光线的反射、吸收和透射。
 色觉的产生是基于三原色学说，即视网膜上有三种锥体，分别感红光、绿光和红光。
 色觉异常可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最常见的是红绿色盲。
 色盲检查为主觉检查，有以下方法：假同色图、色相排列法、色觉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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