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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视力表检测视力和科学表达视力是眼科临

床和视觉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面对多种视力

表和不同的表述方式，不少眼科医师、学者产生困

惑，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少学者甚至习惯性沿用了一

些错误的理解。 笔者针对临床上和研究时比较容易

被误解的视标增率、视力记录和部分研究论文中出

现的视力统计问题等，阐述视力表设计的核心内容，

分析视力表应用之常见误解及原因。

1

“标准”不一定标准，挑选视力表时需要把握几个

关键点

很多视力表会冠以“标准”或“国际标准”，很容

易让人误解只要有“标准”二字，即为准确，其实不

然，看视力表设计是否科学，主要看以下几个核心内

容：

①

视角；

②

视标形状；

③

标准距离；

④

视标增率；

⑤

视力记录。 目前发现视标增率及视力记录方面的

内容不易被学者很好地理解。

2

视标行与行之间增率的科学性为视力表设计的

关键

经过上百年的研究和发展，目前国际上非常一

致地认定，视力表行与行之间的增率，即视标增率采

用

10

10

姨

[1]

是比较科学的。 这个增率的科学性在于：

①

满足了比值恒定和间隔适宜的要求；

②

该增率使

视标每

10

行相差

10

倍，使视力记录成十进制循环；

③

方便用于变距测量。

早期的一些视力表，虽然已经考虑到增率问题，

但仍在探索与不断改进中，如

Snellen

视力表、我国

的国际标准视力表，均尚未科学解决视标增率恒定

的问题，因此，无法用于视力的科学记录和统计。

2.1

科学、合理的增率是多少

我们中国人可以自豪地说，国际上最早提出将

10

10

姨

作为视标增率的是缪天荣教授

[1]

，他在

1959

年

10

月发表的文章中首次提出将

10

10

姨

作为视标

的增率，随后则是

1959

年

12

月美国

Sloan

提出了

视标的增率应采用

1.26

[2]

，接近

10

10

姨

（即

1.2589

）。

西德

Spiecker

（

1964

年）设计的几何级数视力表，英

国

Bailley & Lovie

设计的视力表（

1976

年），

EDTRS

（

1982

年），

MNread

视力表（

1989

年）和中文阅读视力

表

[3]

等均采用

10

10

姨

。 既然如此多的专家都采用

10

10

姨

作为增率，其科学性、合理性不言而喻。

【摘要】 视力表是眼科临床和视觉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检查工具，现针对临床和研究中比较容易

被误解的视标增率、视力记录和部分研究论文中出现的视力统计等问题进行阐述，并以此解读视力表

的设计核心内容，这将有利于对视力表的科学理解，避免应用上的失误，使视力表的使用更加科学和规

范，如此可获得准确的视力记录和统计结果，使之更好科学应用于视力普查、眼科临床和科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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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cuity chart is an important tool in ophthalmic clinic and vision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to expoun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vision records and the vision statistical issues in

some of the research papers

，

and to further interpret the core design of visual acuity chart. This

would be helpful to make the use of visual acuity chart more scientific and stand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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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d in the vision scre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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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与行之间的增率与视力记录的关系

在临床研究中，视力的前后对比、个体之间或群

组之间对比是视力表科学研究设计的重要程序，视

力表行与行之间的增率恒定，才可以得到增率恒定

的视力记录值，才能进行视力前后的直接对比、组间

的对比等，如果没有一致的增率，则无法得到真实的

视力记录值来反映

2

次视力检查的变化情况，无法

客观判断视力改变的幅度。

3

小数

?20/20?5

分

?

还是

LogMAR

，记录法看起来

有多样，但实际是互通的

不少学者误解，以为不同视力表的记录只能选

择一种记录方式 ，比如用小数记录 、分数记录 、

LogMAR

记录或

5

分记录，其实则不然，任何一张视

力表，这几种表达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并且彼此之间

可以互换。 视力记录是表达视力优劣的形式，看一

种视力记录是否科学，最重要的是：

①

所表达的视力

记录中的视角是否以几何级数递增；

②

视力记录表

达是否以算数级数排列。 小数记录是以视角的倒数

表达视力。 视角单位为分（

′

），即

1/α

。 分数记录能同

时表达检查距离和设计距离，其公式：检查距离

/

设

计距离，其视力表可变距应用，故一向为英美等国

所采用，但该种记录与小数记录不能直接用于视力

统计。

2.1 logMAR

（

mininum angle of resolution

）

记录

logMAR

是最小视角的对数。 根据感觉生

理学的

Weber鄄Fechner

心理物理法则： 感觉器官所

受的刺激强度（物理）和感觉强度（心理）的关系，是

当刺激以几何级数递变时，感觉相应地以算术级数

递变，表达式为：

E=C

·

lg R+K

，其中

E

表示感觉，

R

表示刺激，

C

、

K

为常数，因感觉器官而异。 公式即提

示，应使视角呈几何级数排列，而视力记录为算术级

数排列。 这种视力记录的表达方式是目前国际上公

认的方法，但直接用

logMAR

（

lgα

）表示视力时会出

现如下情况：当视角为

1′

时，其

lgα

为

0

，即表示正

常视力应记为

0

。当视角小于

1′

时，

lgα

便出现负值，

即负值越大， 视力越好。 这种记录方法同人们日常

的习惯不相符合。 但另一方面，

lgα

却可以很方便用

于视力统计，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视力值，因而可以

很好地进行视力统计，较多用于严密的科学研究。

2.2 5

分记录

为了克服直接用

logMAR

来表达视力时所出

现的视力越好，视力值越小或负的问题，缪天荣于

1958

年将记录法改良为：

L=5-lgα

，这就是著名的

5

分记录法。 这种记录值可以直接方便地用于视力

统计和疗效评估。同时记录值表现为视力越好数值越

大，不出现负值，符合大众习惯。 相比小数记录或分

数记录，用

5

分记录表达的视力值在视力统计上更

加科学，其实质等同于

logMAR

记录法。 但也有学者

认为，

5

分记录法将中心视力和周边视力合成一个

系统内，不符合人们对视力的常规认识。

以上可见，无论何种记录，若涉及到统计分析，

则应将记录转化为

logMAR

或

5

分记录都可以，小

数记录、分数记录则不可直接用于视力统计。

4

依据行行增率恒定的原则，“

0.7

”、”

0.9

”是不应该

出现的

不少学者已经发现， 无论使用缪天荣教授的对

数视力表， 还是直接采用现在公认的

ETDRS

视力

表， 其中任何一种视力表中的任何一行换算成临床

上习惯的小数视力表达方式，都没有

0.7

和

0.9

这两

行，这是为什么的呢

?

小数记录是以视角的倒数表达

视力，在视标的增率上并不均匀。貌似均匀的小数记

录， 实际上这样的小数制设计在视标增率上并不恒

定，同样

0.1

到

0.2

，其之间视标增率是

2

倍，而

1.0

到

0.9

均是相差一行，但其之间的增率是

1.11

倍，完

全不均不等不可比；也使得视力值在

0.1~0.3

之间过

于疏松，而

0.6~1.0

之间又过于紧密，导致上稀下密，

稀则测量粗糙，密则无端费时。比如取小数记录中的

0.5

、

0.6

、

0.7

、

0.8

、

0.9

、

1.0

来对应

5

分 记 录 分 别 是

4.7

、

4.8

、

4.85

、

4.9

、

4.95

、

5.0

； 来对应

logMAR

记录分

别是

0.3

、

0.2

、

0.15

、

0.1

、

0.05

、

0

。 可以看出，因为增加

了不应取的

2

行（小数视力

0.7

和

0.9 2

行），使得视

力表的增率变得不一致， 视力表设计出现了严重缺

陷。 因此，依据行行增率恒定的原则，“

0.7

”、”

0.9

”是

不应该出现的。 这种貌似均匀一致变化的小数记录

事实上不能真实反映视力的变化， 更不应出现在科

学设计的视力表中。

5

哪些属于对数视力表

视角以几何级数递增的视力表均称为对数视

力表，如缪天荣教授设计的对数视力表、

Bailley &

Lovie

视力表、

ETDRS

视力表、两对比度汉字近视力

表等。

1955

年我国缪天荣开始研究视力表，

1959

年发

表的“对数视力表及

5

分记录法”等论文，在国内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9

年缪天荣的对数视力表成

为中国国家强制性标准， 即国家标准对数视力表

（

GB11533鄄1989

）。

2008

年温州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再

次领衔该标准对数视力表的修订，并于

2011

年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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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的国家强制性标准（

GB11533鄄2011

）

[4]

。 迄今

20

多年的应用证明了它在临床、科研和普查中的科学

价值、使用价值和重大意义。

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研究（

early treatment

diabetic retinopathy study

，

ETDRS

）视力表

[5]

是在

Bailley & Lovie

视力表（

1976

年）基础上发展起来，

并主要用于临床试验和研究，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

每行视标个数一致 ，均为

5

个 ；

②

采用的增率为

10

10

姨

；

③

视力记录采用

logMAR

等。 该视力表和缪

天荣教授设计的国家标准对数视力表的核心内

容是一致的，即一样的视标增率（

10

10

姨

）和对数记

录（

LogMAR

和

5鄄lgα

），故两者都是科学设计的视

力表。

6

视力表统计上的一些误区

小数记录经常被用来进行视力统计，但是事实

上它并不能直接用于视力统计，需要将小数记录转

换成

logMAR

或

5

分记录才可以进行科学统计。 如

果用小数记录会出现以下错误 ：视力

0.2

下降到

0.1

，或从

1.0

到

0.9

，同样都下降

0.1

，认为两者都下

降了

1

行。 但是实际前者视角增大了

100%

，后者只

增大

11%

， 两者变化相差巨大。 对应于

logMAR

记

录，小数记录

0.1

等于

logMAR

记录

1.0

，

0.2

等于

0.7

，两者相差

0.3

；

0.9

约等于

logMAR

记录

0.05

，

1.0

等于

0

，两者相差

0.05

。 因此，如果不明白小数记录

的缺陷，很容易将其视力的差值直接用来统计，从而

导致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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