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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报道了 波长 488nm 的氢激光对兔及猴眼视网膜损伤的实验研究结

果;求得氢激光通过前置镜及平行光后的 EDõo 值;并测定出在这两种照射光束条件

下的角膜及视网膜上的光斑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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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bout the reti且al injury of animals 

arising from 488 nm laser irradiation. The ED50 of the retinal injury in rabbits and monkeys were 

obtained when the laser beam is parallel or passing through convergent lens. We also measured 

the facular diameter at cornea or retina with either beam. 

-、实验条件

照射尤源: 360 型氢离子激光器，连续输

出3 模式: TEMoo-TEMo1，最大输出功率6W，

发散度 0 .5mrad，光稳定度 <4% 。

照射尤路:激光束经倒置望远镜系统扩

柬为 ~6皿皿的平行光，用电磁快门控制照射

时间，光束经 ~3mm 限孔射出裂隙灯及前置

镜，定点照射固定在五维调节架上的兔眼。

监测系统:

1.对激光输出功率的稳定性及光束射

入 φ3mm 限孔的光斑漂移3 分别用 GG-3 型

快速功率计及 llj 7200 型能量计进行监测。

2. 照射时间的监测:用 SDK-4 型定时

控制器调整照射时间， QD-1 型数字记时仪

对快门启动的实际照射时间进行监测。照射

时间控制系统测量误差 <0.001% 。

测量仪器:

LW-1 型功率计及 SD2490 型快速数字

功率计，测量误差〈土2% 。

用分划板显微目镜测定法，测出 ~3皿m

激光束在裂隙灯、前置镜后角膜表面及视网

488nm 氧离子激光器照射眼底光路示意图

1一氢离子激光器 2一倒置望远镜扩束器 3一导

光臂 4一分束钱; 萨一功率监测 6一电磁快门;
7一时间监测8-一分束膜片 9一能母计(光斑漂

移监测); 10一份mm 限孔光阑 11一裂隙灯;

12一补偿凹透镜<F~; 13一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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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表

0 .145 (3) 

分组总数

动物个数/组

样点数/眼

样点总数

点，两点间相距两个点的距离，为便于观察和

寻找反应斑，在小剂量照射组有时给一个较

大剂量的照射点(II 级反应斑)作标志点。

4. 观察及记录:照射后当时的反应作为

即刻反应。照射后第一小时在检眼镜下观

察，以刚可见到的光斑伤作为阳性反应的标

准，它的形态学外观表现远小于临床光凝治

疗最小的 I 级反应斑，即直径小于 1 个弧度

角，淡灰色圆形外貌。

三、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见表 4 ，....， 7 0
同样方法，用兔的 ED50 倍数剂量照射了

人网膜 50 个样点，出现 50% 反应率的剂量

膜上光斑直径分别为 833μm 及 62μm。并

测出 φ3皿皿平行光入射角膜在视网膜上光

斑直径为 900μ，血。室温 17-2200，相对湿度

在 75~80% 。

二、实验

1.照射量分组:将预备实验(表 1)所得

到的照射剂量范围，按等比级数分为七个剂

量组(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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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小时兔视网膜反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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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8nm 氢离子激光、0 . 145 秒(经前置镜)

第 1 小时兔视网膜反应情况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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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实验动物选择及分组:选用 2kg 左

右的青紫蓝灰兔，经目测或必要时检查眼底，

将色素差异较大者摒除不用，共计用 兔 56

只，照射样点数 718 个，观察光伤斑 231 个，

取得监测数据 8590 个。

另用恒河猴 11 只，体重 4 ，....， 5kg。 因猴

子数量有限，不能分组，系用己求得的兔眼

EDõo 值照射猴视网膜，观察其肉眼及镜下反

应，分组及样点数见表 8(单位:个)。

8. 实验方法:经散睦和麻醉后，将动物

固定在五维调节架上，裂隙灯固定不动，调整

固定架，使激光束能由与角膜面垂直方向射

入眼底，同时又能比较清楚地看到眼底，在视

盘下方约 1/4 至 1 个视盘径的水平位置(猴

则在乳头与黄斑之间)照射两排，每排三个

.604. 



488nm 氢寓子激光、0.1必秒(经前量镜〉

第 1 小时猴视网膜反应情况

表 6 8 表

实验对象照哧间 照射方式 气EF(vt232)
反应点数

(个)
照射点数

(个)
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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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8nm 氢离子激光、0.146 秒、平行光束

第 1 小时猴视网膜反应情况

表 7
17. 65 0. 833 经前置镜0. 1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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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

(巳校正前置镜及眼介质损耗)其他照射条件下均可

依此类推， 故有实用价值.

法和条件照射兔眼 2 只， 其 中照射时间为

0 . 145 秒的一组，还在阁值剂量的上下分别

选择了 2 个阶梯剂量，各照射了一个眼球，共

照射了六个眼球3 于照射后第一小时取材，做

石腊包埋，连续切片 30 ......， 90 张 J HE 染色观

察(结果详见专文报告)。

本实验参加者:张德秀、耿立德、文红、

李玉俊、姜北生、吴廷壁、延文惠、张红、马

淑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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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54W/cm2 系兔之 EDω值)

在 2.7 倍左右，由全部结果可见:损伤阳性率

与照射剂量呈正相关。同一波长的激光，造

成同等几率的损伤，如果照射时间缩短，则所

需剂量增大。

四、数据处理

用加权回归法求得:

1.各组角膜的 EDõo 值详见表 8。

2. 各组视网膜的 EDõo 值见表 90
五、组织病理学观寨

用己计算出的 ED50 值， 采用同样的方
、'V、'V、内J、《旷、'V、'VVVVVv代J

先那样容易被人引起注意，故其危害更大。

H . M . Leibowitz et al.; A俨ch . Ophthalmol, 1969, 
81 , 713. 

。. J . Campbell et al.; Am. J. Ophthal响。1， 1968, 
66,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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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前 002 激光在实验室、医学和工

业等各方面日益广泛应用，且所用的功率一

般比较高，至少数十瓦3 在应用过程中， 002 

激光束可通过工具、手术器械等镜面反射造

成角膜损伤， 如果不当心用眼直视光束，则

其后果不堪设想。由于红外先往往不象可见

、'vvvν'vv代IVVV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