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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物模糊、费力
裁缝阿姨困扰多

陆阿姨是杭州人，退休前在服装厂工作，繁忙

时期加班到晚上9点多是常事。

“可能是近距离、长时间盯着东西看，她四十

多岁眼睛就花了。”陆阿姨的女儿李女士说，母亲

体检查出白内障已有多年，一直熬着没做手术。

最近，陆阿姨的眼病困扰似乎更多了：做家务时视

物吃力、模糊，要停下来揉眼睛；缝拉链、改裤脚

时，看不清缝纫机的针线，得靠老花镜帮忙；走在

路上，只能隐约看到远处人形的大致轮廓⋯⋯这

些场景都在提示她，白内障和老花的情况加重了。

希望母亲的退休生活过得更有质量，李女士

带着陆阿姨慕名前往浙江大学眼科医院、浙大二

院眼科中心找到姚克教授，想做白内障手术。为

此，李女士提前做了一番功课，她了解到：三焦点

老视矫正型人工晶状体不但能解决白内障，还能

提供清晰舒适的远中近全程视力，对于各种距离

用眼需求高的人群来说，是一个超预期的选择。

检查结果显示，陆阿姨的右眼除了老年性白

内障外，还伴有先天后极白内障及老花眼，想要改

善全程视力，当前是手术的好时机。

国内第一个更换
新型三焦点“眼内镜头”

“她右眼术前视力是0.4，眼底情况很好，尽管

属于疑难复杂性白内障，还是有条件做三焦点人

工晶状体植入手术的。”姚克教授介绍，40%后极

性白内障患者的后囊膜较为脆弱，术中操作需特

别谨慎，采用飞秒激光辅助技术，保证撕囊居中、

正圆，预劈核可减少超声乳化阶段的眼内扰动，保

证后囊膜完整，护航手术安全。

一台手术的成功，除了黑科技的加持，还离不

开人工晶状体的精准选择。

“人工晶状体的材质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

只有纯净的材质，才能表现出良好的光学质量，给

予患者满意的视觉质量。”姚克教授指出，全新材

质三焦点老视矫正型人工晶状体是基于 Clareon

疏水平台的丙烯酸材料制成，分子层面的优化以

及进一步工艺改进，能够进一步消除疏水性人工

晶体的闪辉问题（人工晶状体中出现的微泡），做

到持久零闪辉，这对视觉质量起到关键作用。

4 月 23 日，姚克教授成功为陆阿姨植入这款

功能性人工晶状体，过程顺利。

术后第一天，陆阿姨远中视力均达到 1.0，近

视力达到1.2。“我的老朋友们都说眼睛底板越好，

手术效果越好，这下算是亲身体验了。”陆阿姨笑

着说。

大伯驾驶总右偏
散光晶体帮助提升视力

据流行病学调查，白内障患者中有 41.8%的

患者有大于 100 度的角膜散光，在散光矫正型人

工晶状体出现以前，这类人群难以获得清晰的视

力。

张先生正是这个“大军”中的一员。3 月的

体检中，医生告诉他左眼的白内障颇为严重，视力

掉到 0.1，还伴有 150 度角膜散光。平常开车时，

张先生总会下意识往右偏，常常压着右侧车道线

行驶，很不安全。他希望通过白内障手术改善视

力，让双眼视物更平衡。

“对于伴有散光的白内障患者而言，手术同时

矫正散光，能带来更出色的视觉质量。而相较于

激光、手工等散光矫正方式，人工晶状体的矫正稳

定性和可预测性更高。”经过谨慎评估，姚克教授

为张先生制订了新方案——植入Clareon全新材

质单焦点散光矫正型人工晶状体。

据悉，这类新平台人工晶状体都具有优异的

旋转稳定性，在不同尺寸的囊袋内显示出一致的

居中性。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款人工晶状体的远、中距

离也相当卓越，专有的精密边缘设计可以减少后

囊混浊和边缘眩光，是散光患者比较理想的选择。

4 月 30 日，姚克教授为张先生做了新晶体的

国内首例手术，这是一台飞秒激光导航系统辅助

下主控超声乳化屈光白内障手术，手术不到20分

钟，过程顺利。姚教授预测，今天他能看得清晰又

舒适。

姚克教授主刀，国内首例全新材质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成功

有老花眼、白内障的61岁阿姨术后称——

如今视力比年轻时还好

姚克教授主刀，国内首例全新材质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成功

有老花眼、白内障的61岁阿姨术后称——

如今视力比年轻时还好
本报记者 曹璐婷 通讯员 金薇薇

“远能看风景，近能看手机，还有这牌子上的小字，也煞煞清爽！”4月

24 日，浙江大学眼科医院、浙大二院眼科中心 3 楼检查室内，61 岁的陆

阿姨满面笑容，向医生和家人描述着手术后的“视界”。这是她十多年来

看得最清晰、舒适的一刻，裸眼远、中视力有1.0，近视力达到1.2。

就在前一天，陆阿姨由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

主任委员、浙江大学眼科医院院长、浙大二院眼科中心主任姚克教授主

刀，接受了国内首例全新材质Clareon 三焦点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

与陆阿姨一起接受手术的还有 69 岁的何先生，经过复查，他的全程

视力恢复到1.0，比许多年轻人还要好。

据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统计，我国60岁以上人群白内障发病率约

为 80%。老花眼一般在 38 岁左右出现，52 岁以后老花眼的发病率接近

100%。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2.6

亿。据此估算，我国有超过 2 亿的老年人正在遭受老花眼和白内障的双

重困扰。

解决方案绝非是一副眼镜，或是一瓶眼药水。随着眼健康领域黑科

技的高速发展，为眼睛换一个全新的“高清镜头”成为主流方向：植入一个

功能性人工晶状体，就能让清晰梦想照进现实。

白内障手术从防盲迈向精准屈光
性手术新阶段，为何是大势所趋？

姚克教授：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老花眼问

题突出。据统计，我国 35 岁以上的人口中，有老

花眼问题人群占比 56.9%，达 3.9 亿。老花眼造

成的视力障碍极易造成工作能力受损、生活质

量下降。

在临床，大约 80%较年轻的白内障患者会提

出全程都能看得清的术后视力要求。例如，许多

六七十岁的中老年人还需开车，驾驶时视物在远

近距离切换时可能感到不适，形成用眼困扰。我

们医生关注到中老年患者视力和视觉需求的变

化，会根据日常的生活场景制订更个性化的方案，

如白内障的分量会减少，屈光手术分量会提高，通

过手术光学的矫正，精准的测量方式和手术设计，

我们可以预测患者能够通过手术获得较好的视

力。

当然，这与《“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2021

年~2025 年）》指出的“推动眼健康事业发展从以

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的理念相

当契合。

如何看待“大屈光时代”功能性
人工晶状体的更新迭代？

姚克教授：目前，眼科手术的飞速发展有望

将视觉质量提升到超越自然眼的状态。其中，

人工晶状体的设计和材料不断改进并越来越多

应用于临床，功不可没，这极大提高了白内障患

者手术治疗后裸眼全程视力的精准性。我一直

很期待人工晶状体能够发展到接近自然晶状体

的效果。这次全国首植的几位患者采用的都是

全新晶体材质的人工晶状体——纯净的材质、

更优异的光学表现，让患者术后看得更清楚、持

久、舒适。

大屈光时代，个性化视觉需求的持续、快速增

长已成为推动功能性人工晶状体更新迭代的新引

擎。

新材质功能性
人工晶状体，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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