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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手术模拟仪在 白内障手术培训中的运用 

吴 敏 胡 竹林 和 丹 

我 院与 国际奥 比斯 合作 于 2007年 7～8月首 次将 虚拟 现 

实眼科手术模拟 仪 (EYESI Surgical simulator)运用 到 白内障 手 

术培训 中，结果报 告如下。 

1 对象与方 法 

学员均来 自基层 医院眼科 ，男 5名 ，女 4名 ；曾参加过 常规 

的 白内障手术培训 1～2年 ，均独 立完成 过 10～4 000例 白 内障 

手 术 ，具 有其 他显微 手术经 验 。培训 为期 1个 月 ，包括 眼科理 

论 培训 、手术模拟仪 EYESI(图 1)练 习和 动物 眼实验 。将 学员 

分 为 A组 (独 立完成 白内障手术例数 ≤300者 )5人 和 B组 (独 

立完成 白内障手术例数 >300者)4人 。采用 问卷调 查 、结 业操 

作考核 和专 题小组访 谈 3种方 式进 行总 结。问卷 调查 着 重于 

基本信 息、培训经历 、显微手术经验 和 白内 障手 术技 巧等 ；结业 

操作考核包 括模 拟仪 和动物 眼实验 (小 切 口白 内障 操作 )。专 

题小组访谈 调查 员根据事先拟定 的访谈 提纲 ，组织 学员集 中讨 

论手术模拟仪的练习感受 、手术模拟仪培训的优缺点和改进建议 。 

2 结果 

2．1 操作考核 模拟 仪考 核 前房 操作 和 撕囊 得分 为 77～99 

分 ，平 均 94．5分 ；超声 乳化 部分 得 分 为 8O～98分 ，平 均 89．4 

分 。动物眼实验得 分为 90～92分 ，平均 90．4分。 

2．2 专题小组访谈 所有学员均认 为利用模 拟机进 行的综合 

培训优于传统培训方 式 ，A组 学员认为 本次培训 使显微 操作 的 

熟练程度明显提高，手术操作更加规范；B组学员认为培训使 

自己有 了更好 的防范手术并发症发生 的意识 ，手术操作 更加精 

细化。学员认为手术模 拟仪 的优点包 括 ：(1)具有 良好 的仿真 

度 ，利 于训 练手眼脚配合 ，对 内眼手术产生直观体验 ；(2)可以循 

序渐进和反复练习 ，减少了直接在动物眼操作 产生的浪费和在人 

眼手术产生的风险；(3)仪器的实时提醒功能(例如 ：接触角膜 内皮 

图 1 眼科手术模拟仪 EYESI 

和虹膜的提示 、超声能量泄露 等)有 

利于避免并 发症 的发生 ，培 养 手术 

创伤最小化 的意识 ；自带 的评 分系 

统可 以精确量化手术操 作的优劣 ， 

利于学员 自我 练 习和改 进 ；(4)可 

进行前后节手术 的练 习 、扩展 知识 

面 ；(5)练 习 时无 紧 张感 ，有 助 于 

克服心理障碍。缺点包括 ：(1)尚 

不 能模 拟手术 全过 程 ；(2)撕囊 模 

拟与手法小切 口白 内障 手 术有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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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3)操作界面 为全英 文 ，基 层眼科 医师需借 助 翻译 ；(4)仿 

真度不足 以替代人 眼 ，操作所需 力度 不同。改进建议 ：(1)进一 

步完善手术模拟仪的程序，实现完整手术模拟；(2)侧重考虑对 

手法小切 口白内障手 术的模拟 ；(3)将操作 界面汉化 。 

3 讨论 

虚拟现实技术 目前在 航空模拟训练 、医学领 域等方 面都得 

到了运用⋯ 。虚拟手术是利用各种 医学影像 数据 ，采用虚 拟现 

实技术 ，在计算机 中建立 一个 虚拟 环境 ，创造 一个 极具 真实感 

和浸润感的训练环境 。虚 拟手 术培 训 的优 点在 于可 以使受 

训者观察高分辨率三维图像 ，使术者感觉像在人体上手术，可 

重 复练习 、节约成本 、规避风 险和实现实时更新 。 。 

由于动物眼无法复制人类特有疾病 的特征参数 ，且解剖结构 

和组织强度与人体有相当的差距 ，眼科显微手术 的能力培养 目前 

不能完全通过动物实验实现。近年来 ，国外不断研发和运用手术 

模拟系统 ，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然而 由于价格昂贵这些系统尚未在 

我国投入使用 。本研究采用的 EYESI系统是一种内眼手术模拟 

仪 ，其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可使 眼科 医师获得亲临 内眼手术 

的感觉，显示屏可以实时播放练习过程和练习结束后操作的各项 

指标评分。本研究对受模拟仪培训的学员进行问卷调查 、操作考 

核和专题小组访谈法以了解该手术模拟 系统的实用价值。结果表 

明学员均认为这种新颖的培训方式更灵活和个性化 ，使 自己的显 

微手术操作能力和 闩 内障手 术技巧得 到了很 大提高 ；对 前后节 

手术产生 了直观体验 ，这是 其他 培训方式 所达 不到 的 J。但该 

模 拟仪 系统 目前还不足以替 代动物眼实验和带教老师的作用 。 

(志谢 ：感谢 国际奥比斯中国代表 处昆明办公室 和云南省第二 人民 

医院眼科 全体工作人员对本次培训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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