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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医疗保健系统的智能化进程。
神经眼科是眼科领域中新兴的分支学科，其常见疾病包括视神经盘病变和
眼球运动障碍等。 由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技术的不断提高，人工智能
在神经眼科疾病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本文就人工智能在神经眼
科疾病诊断中的应用形成指南，为人工智能在该领域中的进一步研究和应
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人工智能；神经眼科；视神经盘病变；眼球运动障碍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７４

随着计算能力的进步、学习算法和架构的完善以及大数据的
普及，人工智能（ＡＩ）技术不断发展，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快速、准
确和自动化的诊疗手段，推动了医疗保健系统的“智能化”发
展［１］。 机器学习（ＭＬ）是一种先进的统计技术，是 ＡＩ 的重要分
支，它使用算法对提取的特征数据集进行排序和“学习”，不断训
练计算机程序，使其能够不断学习并优化决策。 而深度学习
（ＤＬ）则是 ＭＬ 中的重要高级算法，由称为神经网络的相互连接
的算法网络组成，几乎类似于人脑中的神经网络。 ＤＬ 通过使用
多层神经网络来处理和学习数据、自动识别特征，从而自动建立
多级抽象概念和模型［２］。

近年来，ＡＩ 在眼科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为眼科疾病诊疗途
径的提升改进提供了助力［３］。 神经眼科是一门综合医学学科，涉
及视觉通路疾病和神经系统相关的视觉障碍，任何兼有神经系统
和眼部异常的疾病均属于其研究范围。 神经眼科疾病主要包括
视觉传入系统疾病与眼球运动传出系统疾病两大类，前者指视觉
通路的各种病变导致的视力下降和（或）视野缺损；后者主要与
眼肌麻痹和复视相关，其中视神经盘（ＯＮＨ）病变和眼球运动障
碍则是神经眼科中常见的疾病类型。 尽管借助 ＡＩ 通过眼部检查
发现全身或神经系统疾病有良好的前景，但在神经眼科领域的研
究和应用仍然相对滞后［４］，这种现象归因于以下几点：（１）神经
眼科疾病的低发病率和疾病多样性导致训练 ＤＬ 算法所需的数
据短缺；（２）与其他眼科亚专业相比，神经眼科医生规模相对较
小；（３）在确定诊断所需的“基本事实”的认定上，神经眼科中心
之间存在异质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由神经内科医师提供最终
诊断，这可能导致随访数据丢失以及用于训练 ＡＩ 算法所需的“基
本事实”的可靠性降低。 然而，ＡＩ 在神经眼科学领域的应用也不
乏进展。 作为 ＡＩ 临床应用的新兴领域，神经眼科疾病如何利用
ＭＬ 和 ＤＬ 算法实现快速、准确的诊断已经成为热门研究方向之
一。 然而，对于 ＡＩ 在神经眼科疾病诊断中的应用尚缺乏指南，因
此，本文对经典机器学习（ＣＭＬ）和 ＤＬ 算法在常见神经眼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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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中的应用进行总结，将针对 ＣＭＬ 和 ＤＬ 在神经
眼科疾病，如 ＯＮＨ 异常和眼球运动障碍中的应用进
行探讨，同时概述 ＡＩ 在神经眼科中的优势和局限
性，以期为神经眼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
思考方向。

１　 ＡＩ 辅助诊断视神经病变　

１． １　 ＯＮＨ 水肿
视网膜的光化学信号转导过程中产生的神经电

生理信号沿视觉传导通路传至大脑，视觉传导通路
的损伤通常会导致 ＯＮＨ 出现多种病理性改变。 其
中，颅内压升高（尤其是颅内占位性病变或静脉窦血
栓形成所致）导致的 ＯＮＨ 水肿十分常见，如果未能
及时诊治，不仅可能导致视神经功能障碍和永久性
视力丧失，持续的颅内压升高甚至会导致患者死亡。
相反，对 ＯＮＨ 水肿的错误判断可能会导致不必要
的、昂贵的、侵入性的检查，因此，对其进行准确的判
断至关重要。 虽然眼科医生通常能够使用检眼镜识
别大多数 ＯＮＨ 异常，但未经眼科专科培训的卫生保
健人员（包括急诊科医生、神经内科医生等），往往因
缺乏足够的经验而难以通过检眼镜观察得出准确的
判断。 相较于传统检眼镜检查，非散瞳眼底照相技
术对于病变的探查更为灵敏，不仅有助于提高视神
经病变的诊断准确率和改善患者预后［５⁃６］，还可以输
出高质量的 ＯＮＨ 照片，为 ＡＩ 对疾病做出精确诊断
提供重要的数据基础［７］。 Ａｋｂａｒ 等［８］使用 ＣＭＬ 从眼
底照片中提取了 ＯＮＨ 特征，使用具有径向基函数内
核的支持向量机对其进行处理，从而对 ＯＮＨ 水肿患
者进行诊断和严重程度的分级，该模型诊断和分级
的准确度分别达到了 ９２． ９％ 和 ９７． ９％ 。 然而，ＣＭＬ
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它需要大量高质量的标记数
据进行训练才能确保模型的准确性。 此外，由于数
据的标注、分类和筛选往往依赖于临床医生的手动
处理，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成本。 因此，单独使用
ＣＭＬ 的 ＡＩ 模型可能无法满足临床工作对精度、实时
性等方面的要求，通过结合 ＤＬ 等其他技术手段有望
进一步完善这些模型。

相较于 ＣＭＬ 算法，ＤＬ 具有更高的准确性、泛化
能力和自适应性，在大规模数据处理方面更有优势。
假性 ＯＮＨ 水肿是一种常见良性疾病，其临床表现与
ＯＮＨ 水肿类似，因此临床上对于两者的区分存在一
定的困难［９］。 Ａｈｎ 等［１０］利用 ＤＬ 技术开发了一种 ＡＩ
模型，将照片按照正常眼、ＯＮＨ 水肿及假性 ＯＮＨ 水
肿进行了分类，该模型利用数据扩充技术，并融合卷
积神经网络（ＣＮＮ）及迁移学习方法等技术，在区分
ＯＮＨ 水肿和假性 ＯＮＨ 水肿方面准确度达 ９５． ８％以
上，尽管如此，由于缺乏严格的纳入标准及外部验证
数据集，其普遍应用仍受到限制。 针对这一问题，人
工智能脑和视神经研究（Ｂ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ＯＮＳＡＩ）联盟与全球多家

眼科中心合作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研究。 Ｍｉｌｅａ 等［１１］

构建了一个由 Ｕ⁃Ｎｅｔ 分割网络和 ＤｅｎｓＮｅｔ 分类网络
组成的深度学习系统（ＤＬＳ），用于对 ＯＮＨ 水肿和其
他 ＯＮＨ 异常进行分类。 为确保 ＤＬＳ 的可靠性，他们
对来自全球 １９ 个中心的 １４ ３４１ 张散瞳眼底照片进
行 ＤＬＳ 训练，照片来自 ６ ７７９ 例不同种族的患者，训
练集包括正常 ＯＮＨ 图像 ９ １５６ 张、ＯＮＨ 水肿图像
２ １４８张和其他异常 ＯＮＨ 图像 ３ ０３７ 张。 最终模型
结果显示，ＢＯＮＳＡＩ⁃ＤＬＳ 对正常 ＯＮＨ、ＯＮＨ 水肿与其
他 ＯＮＨ 异常的分类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ＲＯＣ 曲线）的曲线下面积（ＡＵＣ）为 ０． ９６
［９５％ 可信区间（ＣＩ）：０． ９５ ～ ０． ９７］，灵敏度为 ９６． ４％
（９５％ ＣＩ：９３． ９ ～ ９８． ３），特异度为 ８４． ７％ （９５％ ＣＩ：
８２． ３ ～ ８７． １）。 此外，ＢＯＮＳＡＩ⁃ＤＬＳ 对正常 ＯＮＨ 和伴
有其他异常的 ＯＮＨ（如 ＯＮＨ 萎缩、非动脉炎性缺血
性视神经病变、ＯＮＨ 玻璃疣等）的分类也具有较高
的准确性，ＡＵＣ 分别为 ０． ９８ 和 ０． ９０［１１］。 对另一个
关键的问题：与人类相比，ＤＬＳ 能否提供更准确的分
类？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ＢＯＮＳＡＩ⁃ＤＬＳ 的总体分类准
确率为８４． ７％ ，至少与 ２ 名接受过专科培训、具有 ２５
年以 上 临 床 经 验 的 神 经 眼 科 医 师 （ ８０． １％ 和
８４． ４％ ）相当［１２］，证实了即使采用较小的训练和测
试数据集，ＤＬＳ 在检测 ＯＮＨ 水肿和其他 ＯＮＨ 异常
方面也具有很高的稳健性［１３⁃１４］。 Ｌｉｕ 等［１４］ 采用眼底
照片进行训练开发 ＤＬ 算法，并在智能手机拍摄的图
像测试数据集中进行正常和异常 ＯＮＨ 的分类测试，
仍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准确度为 ８３％ ，灵敏度为
１００％ ，特异度为 ５０％ ）。 区分 ＯＮＨ 水肿的严重程度
对于预测视力结局以及监测疾病进展和治疗效果尤
为重要。 为此 ＢＯＮＳＡＩ 联盟开展研究，采用 ＤＬＳ 对
１ ０５２张有轻度 ／中度 ＯＮＨ 水肿的散瞳眼底照片和
１ ０５１张有重度 ＯＮＨ 水肿的散瞳眼底照片进行分类
训练，结果显示，ＤＬＳ 将 ＯＮＨ 水肿分为轻度 ／中度与
重度时，ＡＵＣ 为 ０． ９３ （９５％ ＣＩ：０． ８９ ～ ０． ９６），准确
度为 ８７． ９％ ，灵敏度为 ９１． ８％ ，特异度为 ８２． ６％ 。
这一分类性能与神经眼科医师的分类性能无显著
差异［１５］。
１． ２　 视神经萎缩

视神经萎缩是多种疾病引起的视网膜神经节细
胞及其轴突病变的结局，表现为视神经传导功能障
碍、视野变化和视力减退甚至丧失等。 ＯＮＨ 颜色变
淡或苍白是视神经萎缩的一大特征［１６］，通过观察
ＯＮＨ 色调有助于临床医生早期检测视神经萎缩。 然
而，由于 ＯＮＨ 色调评估的主观性以及视神经萎缩诊
断标准和严重程度分级标准的缺乏，对于视神经萎
缩的诊断及评估存在一定难度。 Ｙａｎｇ 等［１７］ 基于
ＣＭＬ 技术设计了一种计算机辅助检测（ＣＡＤ）系统，
自动分割和增强 ＯＮＨ 的外观，然后在 ２３０ 张不同程
度 ＯＮＨ 苍白的眼底照片和 １２３ 张正常 ＯＮＨ 眼底照
片的训练集中提取 ＯＮＨ 苍白的特征和参数，其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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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特异度分别达到了 ９５． ３％ 和 ９６． ７％ 。 该 ＣＡＤ
系统的整体准确度为 ９６． １％ ，优于单次人工检测结
果。 这表明该系统可以协助眼科医生诊断眼底照片
中的 ＯＮＨ 苍白，并提高视神经萎缩的早期诊断率。
此外，一些常见的视神经病变在早期临床表现上较
为相似，因此难以进行区分，从而导致疾病诊疗的延
误。 针对上述问题，Ｃａｏ 等［１８］ 开发了一种 ＣＡＤ 系
统，用于同时自动诊断 ５ 种视神经病变（包括前部缺
血性视神经病变、ＯＮＨ 水肿、ＯＮＨ 炎、ＯＮＨ 血管炎
和视神经萎缩），该系统首次将视野检测结果运用于
眼科疾病的自动诊断，并提出了一种基于 ＤＬ 的多模
态融合学习网络，用于对以上 ５ 种视神经病变进行
分类，其准确率达到了 ８７． ８％ 。
１． ３　 慢性青光眼样视神经病变

青光眼通常表现为 ＯＮＨ 生理凹陷扩大加深和
视野损伤，是导致不可逆失明的最常见疾病［１９］。 正
确识别慢性青光眼样视神经病变至关重要，而 ＡＩ 技
术有助于青光眼的有效筛查和评估。 Ｃａｏ 等［１８］开发
了一种 ＤＬ 系统用于慢性青光眼样视神经病变的自
动分类，该系统的 ＲＯＣ 曲线的 ＡＵＣ 为 ０． ９８６，灵敏
度为 ９５． ６％ ，特异度为 ９２． ０％ 。 导致该系统假阳性
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生理性 ＯＮＨ 凹陷，以及其他眼部
疾病导致的 ＯＮＨ 凹陷扩大［２０］。 因此，如何正确区
分慢性青光眼样视神经病变和非青光眼样视神经病
变（ＮＧＯＮ）是该研究方向未来拟重点解决的问题。
Ｙａｎｇ 等［２１］ 利用 ＤＬ 通过使用残差神经网络（Ｒｅｓ⁃
Ｎｅｔ）⁃５０ 架构的 ＣＮＮ 成功区分了慢性青光眼样视神
经病变与 ＮＧＯＮ，该 ＤＬ 系统检测正常眼、ＮＧＯＮ 和
慢性青光眼样视神经病变的准确度分别达到了
９９． ７％ 、８６． ４％和 ９２． ５％ ，总体准确度为 ９９． １％ ，在
特异性区分慢性青光眼样视神经病变和 ＮＧＯＮ 方面
的准确度为 ９３． ４％ ，特异度为 ８１． ８％ ，精确召回率
曲线的 ＡＵＣ 为 ０． ８７。 其中，大多数导致假阳性的错
误分类发生在广泛 ＯＮＨ 周围萎缩和 ＯＮＨ 倾斜的患
者中。 另外，也有研究利用一种基于 ＲｅｓＮｅｔ⁃１０１ 的
ＤＬ 方法来自动检测慢性青光眼样视神经病变，在确
诊慢性青光眼样视神经病变、疑似慢性青光眼样视
神经病变和正常眼之间的多类比较中，该模型的准
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达到了 ９４． １％ 、９５． ７％和
９２． ９％ ，而在识别确诊慢性青光眼样视神经病变和
疑似慢性青光眼样视神经病变方面，该模型 ＲＯＣ 曲
线的 ＡＵＣ 为 ０． ９９２。 上述研究结果说明了 ＤＬ 算法
有利于实现快速、高效、低成本的青光眼辅助诊断，
并协助临床医生进行大规模的青光眼筛查［２２］。

２　 ＡＩ 辅助诊断眼球运动障碍

眼球运动的精细调节涉及大脑皮层、皮层下中
枢、眼球共轭运动前调整以及眼外肌和眼运动相关
的脑神经（尤其是第Ⅲ、第Ⅳ和第Ⅵ对脑神经）的综
合作用。 这一复杂的系统目的在于实现稳定的双眼

视觉。 眼球运动通路的损伤可以引发眼球错位、共
轭注视异常或眼球震颤［２３］。 在儿童和成人中观察
到的先天性斜视和获得性斜视可能与肌肉限制、集
合或分开不足及屈光不正相关［２３］。 临床上可采用
Ｈｉｒｓｃｈｂｅｒｇ 法、Ｋｒｉｍｓｋｙ 法以及其他方法检测眼位偏
斜，检测的金标准是棱镜遮盖（ＰＣＴ） ［２３］。 上述方法
的实施对眼科医生或屈光科医生的专业技能要求较
高。 目前已开发出采用眼球运动数据建模的 ＡＩ 技
术［２４］，用于预测与先天性眼球震颤相关的特征及斜
视检测［２５］。 这些技术有可能扩展应用于其他原因
导致的眼球运动障碍，如眼运动颅神经麻痹。
２． １　 麻痹性斜视

麻痹性斜视是视觉传出系统障碍引起的常见神
经眼科疾病，ＡＩ 技术可以通过识别人脸照片来检测
斜视［２６］。 ｄｅ Ａｌｍｅｉｄａ 等［２７］ 利用 Ｈｉｒｓｃｈｂｅｒｇ 反射在 ５
种不同的凝视位置下的特征成功构建了一种计算机
辅助斜视诊断系统，对外斜视的鉴别准确度为
１００％ ，内斜视为 ８８％ ，远视为 ８０％ ，低视为 ８３％ 。
一项类似的研究使用了对角膜映光法光反射的分
析，但仅针对儿童的主要凝视，准确度为 ９４． ２％ ，灵
敏度为 ９７． ２％ ，特异度为 ７３． １％ ［２８］。 ｄｅ 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
等［２９］使用 ＤＬ 算法，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对成人面部
照片的眼睛状态进行自动分类。 他们对模型进行 ９
个注视位置的训练，并采用 ＲｅｓＮｅｔ⁃５０ 作为神经网络
架构进行处理，根据眼睛类型的不同，该应用程序的
准确度从 ４２％到 ９２％不等，精确度从 ２８％到 ８４％不
等。 最近，Ｚｈｅｎｇ 等［３０］也采用 ７ ０２６ 张图像作为训练
集，２７７ 张图片作为测试集，开发了一种基于主凝视
照片的 ＤＬ 方法，用于筛查儿童水平斜视。 该算法的
准确度达到 ９５％ ，优于眼科住院医师 （准确度为
８１％ 至 ８５％ ）。 为了促进自动筛查技术的进展，Ｌｕ
等［３１］开发了一种深度神经网络，用于在远程医疗环
境中使用患者自己拍摄的眼睛照片检测斜视，检测
准确度为９３． ９％，灵敏度为９３． ３％，特异度为 ９６． ２％。
Ｊｕｎｇ 等［３２］ 的一项研究提出使用全脸照片来检测基
于面部不对称的斜视，准确度达到 ９５％ 。 但在确认
这些技术的实用性之前，需要进一步进行更大规模
的前瞻性临床研究进行验证。 除使用患者静态人脸
照片外，也有一些研究通过分析不同注视方向的眼
球运动视频进行斜视的诊断。 Ｃｈｅｎ 等［３３］ 开发了一
种使用眼球运动追踪数据和 ＣＮＮ 来识别斜视的程
序，该程序使用了先前在 ＩｍａｇｅＮｅｔ 数据库上训练的
不同 ＣＮＮ 模型，从眼动仪中提取数据，生成注视偏
移图像以代表受试者在 ３ 个不同凝视角度（左、右、
中）的注视精度，然后将注释偏移图像输入 ＣＮＮ，并
将其归类为斜视或正常。 在 １７ 名成年斜视患者和
２５ 名对照者的小样本测试中，获得了最佳性能，准确
度为 ９５％ ，灵敏度为 ９４％ ，特异度为 ９６％ 。 Ｙａｎｇ
等［３４］使用一种带有特殊遮挡物的红外摄像机来测
量儿童和成人内斜视和外斜视的水平偏差，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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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２ 名独立的眼科医生进行的手工 ＰＣＴ 测量具有强
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０． ９０，Ｐ ＜ ０． ００１）。 Ｖａｌｅｎｔｅ
等［３５］试图避免使用特殊照相机或过滤器来分析遮
盖试验的视频，检测外斜视的准确度为９３． ３％ ，灵敏
度为 ８０． ０％ ，特异度为 １００． ０％ 。

然而，尽管这些 ＡＩ 技术展示了光明的应用前
景，但面对某些特定情况，如角膜或结膜异常时，角
膜边缘和角膜光反射无法确定，ＡＩ 的应用可能会受
到限制。 为解决这一问题，Ｇｒａｍａｔｉｋｏｖ 等［３６］ 根据眼
睛反射光线的偏振变化，采用视网膜双折射扫描来
检测中央注视点，并结合特殊设计的人工神经网络
（ＡＮＮ）进行分析，该系统在 ３９ 名受试者上检测眼位
不正时达到了 ９８． ５％的灵敏度和 １００． ０％的特异度。

对常见垂直斜视的 ＰＣＴ 测量，ＡＮＮ 算法也展现
了良好的测试效果。 采用 ＳｔｒａｂＮｅｔ 反向传播学习系
统，利用多层感知器将垂直斜视分为单侧或双侧上
斜肌麻痹、下斜肌麻痹、布朗上斜肌腱鞘综合征、甲
状腺眼病或眼眶爆裂骨折等不同类型［３７⁃３８］，诊断准
确度达 ９４％ ，特异度达 １００％ ，与骨科专家的匹配度
为 ８４％ 。 眼外运动异常可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
定位，Ｖｉｉｋｋｉ 等［２４］采用决策树法，研究桥小脑角肿瘤
切除术后、成血管细胞瘤切除术后、小脑⁃脑干梗塞、梅
尼埃病患者及正常对照者的共轭眼球运动试验参数
和病变位置的关系，评估包括随机追逐眼球运动和眼
球跳动，当被分为 ３ 类（对照组、中心病变组和周围病
变组）时，该程序的平均分类准确率为 ９１％；当使用 ５
个分类（对照组、脑干病变组、小脑病变组、小脑⁃脑干
病变组和外周病变组）时，该程序的平均分类准确率
达到 ８８％。

在神经眼科领域，ＡＩ 的应用展现了巨大的潜力。
然而，为了使这些技术真正进入临床实践并广泛应用
于远程医疗项目，需要进一步的大规模研究和验证。
２． ２　 眼球震颤

眼球运动是由复杂的神经和肌肉组织协调作用
调控的，眼球运动通路任何部分的损伤都可能导致
眼球震颤，即非自主性、有节律的眼球摆动［３９］。 眼
球震颤通常由中枢神经系统病变、外周前庭疾病或
严重的视功能丧失引起， 可分为先天性和后天
性［４０］。 鉴于其临床表现的复杂性，眼球震颤的识别
和病因解释对于临床医生而言具有一定挑战性。
Ｄ’ａｄｄｉｏ等［２５］在先天性眼球震颤的研究中采用了基
于随机森林和逻辑回归树的预测模型，通过对 ２０ 例
患者（成人和儿童）的眼电图数据进行分析，预测人
眼的视敏度和眼位变异性，其决定系数分别为 ０． ７０
和 ０． ７３。 此研究可能为其他类型眼球震颤的研究提
供了研究框架。 Ｗａｇｌｅ 等［４１］ 采用 ＤＬ 系统从眼球运
动视频记录中收集数据，识别出正常或至少两次连
续的眼球震颤，ＲＯＣ 曲线的 ＡＵＣ、灵敏度、特异度及
准确度分别为 ０． ８６、８８． ４％ 、７４． ２％ 和 ８２． ７％ ，在验
证组中该模型 ＲＯＣ 曲线的 ＡＵＣ、灵敏度、特异度和

准确度分别为 ０． ８６、８０． ３％ 、８０． ９％ 和 ８０． ４％ 。 此
外，当图像分辨率降低且采样率保持恒定时，该模型
眼球震颤检测的准确度变化很小，说明 ＤＬ 在图像分
辨率和视频采样率较低时仍具有较高准确性，有望
成为未来辅助眼球震颤诊断的有效手段［４１］。

正确识别不同特征的眼球震颤有利于其病因的
探索，目前 ＡＩ 技术检测已被应用于分析由前庭外周
性眩晕引起的眼球震颤。 眼球震颤主要分为水平、
垂直和扭转三个方向，然而现有的方法难以有效地
将它们进行区分。 针对垂直眼球震颤，Ｌｉ 等［４２］ 提出
了一种基于 ＤＬ 算法的识别方法，该方法使用膨胀卷
积层模块、深度可分离卷积模块、卷积注意力模块、
Ｂｉｌｓｔｍ⁃ＧＲＵ 模块等，具有较高的准确度。 此外，为了
提高 ＡＩ 模型识别不同类型眼球震颤的性能，有研究
提出了一种基于 ＤＬ 算法和光流法的眼球震颤模式
自动识别方法［４３］。 该方法构建了一种新的眼球震
颤视频分类网络，分别使用 ＣｏｎｖＮｅＸｔ 提取眼球运动
特征和长短期记忆网络提取时间特征，在眼球震颤
模式分类上的准确度为 ０． ９４９，Ｆ１ 分数为 ９３． ７０％ 。
针对扭转性眼球震颤识别，该分类网络的准确度为
０． ９７８，Ｆ１ 分数为 ９７． ４８％ ，表明 ＡＩ 技术可以有效识
别不同模式的眼球震颤，以帮助临床医生确定前庭
外周性眩晕的类型［４３］。

３　 ＡＩ 辅助诊断眼科其他神经疾病

眼肌型重症肌无力是重症肌无力的一个亚群，
其病理特征是眼外肌和眼睑肌肉受损，可变性、疲劳
性上睑下垂和眼肌麻痹是眼部重症肌无力最常见的
表现［４４］。 目前尚未出台检测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的
明确标准，所以眼部重症肌无力的临床诊断仍存在
一定难度［４５］。 基于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的临床表现，
Ｌｉｕ 等［４６］ 开发了一个 ＣＡＤ 系统帮助诊断。 该系统
使用眼肌型重症肌无力患者在进行新斯的明试验期
间拍摄的面部图像，以及包含眼球运动和眼睑位置
的视频，通过检测眼睑距离、巩膜距离和上睑疲劳试
验时间等参数，辅助诊断了眼肌型重症肌无力。 与
临床医生手动测量结果相比，该系统能够成功确定
眼球位置和眼睑位置等参数，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糖尿病可引起各种眼表疾病，主要包括干眼、复
发性角膜溃疡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ＤＰＮ）等［４６］。
ＤＰＮ 是糖尿病最常见的长期并发症之一［４７］。 约
１０％的糖尿病患者在患病前期发生 ＤＰＮ ［４８］。 ＤＰＮ
的早期诊断对于预防进展、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至
关重要［４９⁃５０］。 目前检测和量化 ＤＰＮ 的方法很难发
现小神经纤维的病变［４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等［５１］ 开发了一
种基于 ＤＬ 的分析软件。 该软件结合角膜共聚焦显
微镜（ＣＣＭ），利用 ＣＮＮ 实现“端到端”的分类结果，
它将传统上独立的 ＭＬ 组合在一个模型中，允许图
像分割，提高了效率、客观性和可重复性，该系统的
分类效果良好，ＲＯＣ 曲线的 ＡＵＣ、特异度、灵敏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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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０． ８３、８７％ 、６８％ 。 该算法能快速且准确地定量
角膜神经生物标志物，有望被纳入 ＤＰＮ 的临床筛查
计划。 Ｔｅｈ 等［５２］通过 ＭＬ 训练了一种基于三维卷积
神经网络（３Ｄ⁃ＣＮＮ）进行治疗评价的算法。 该算法
使用静息状态功能成像提取功能连接性特征，经由
独立成分分析，通过 ３Ｄ⁃ＣＮＮ 算法预测利多卡因治
疗疼痛性 ＤＰＮ 患者的反应，在验证实验中，ＲＯＣ 曲
线下面积为 ０． ９６６，Ｆ１ 分数为 ０． ９５。 该实验证明了
３Ｄ⁃ＣＮＮ 算法能区分疼痛性 ＤＰＮ 患者对神经性疼痛
治疗是否有反应。 Ｍｏｕ 等［５３］ 提出一种基于 ＣＣＭ 图
像和分割的角膜神经的 ＤＬ 方法，该方法可广泛用于
各种角膜神经病变引发的神经曲折严重程度的分
级。 该方法首先提取主特征，经双线性关注模块微
调，用于预测感兴趣区域（ＲＯＩｓ）和图像的粗分级，利
用一种辅助弯曲度分级网络获得最终准确的分级结
果，在四级分类中其总体准确度达 ８５． ６４％ ，有望用
于更大视野的 ＣＣＭ 图像和眼底成像。

ＡＩ 技术还可用于神经眼科疾病的视野分析。 视
觉传入通路的异常病变可影响视野。 临床上，当患
者出现的视野缺陷伴随多种病理改变时，确诊将变
得困难［５４⁃５５］，例如，对于表现出颞侧视野缺损恶化的
患者，鉴别垂体压迫性肿块和青光眼的进展既关键
又具挑战性［５６⁃５７］。 在 ＤＬ 的应用中，Ｔｈｏｍａｓ 等［５８］ 开
发并训练了一种前瞻反向传播 ＡＮＮ 来检测青光眼
患者视野中由垂体瘤引起的视野损失。 他们对该
ＡＮＮ 模型进行了两方面的评估：（１）模型在 ７０％ 的
双侧视野数据上进行了训练，并在 １５％ 的数据上验
证，最后 １５％ 的数据进行了测试；（２）使用“大海捞
针”算法，从 １２１ 个经神经影像学证实有垂体病变的
垂体视觉缺陷的训练数据集中挑选 １ 个典型或不典
型的双眼颞侧偏盲的视野数据，将其置于 ９０７ 个青
光眼损伤视野中并评估训练后的 ＤＬＳ 的检测效果。
模型的预测结果以双颞偏盲缺陷的可能性概率排
序，其中 ６７％ （１ ６３１ ／ ２ ４２０）的受测试网络模型认为
该病变最有可能为垂体源性，这种方法的灵敏度高
达 ９５. ９％ ，特异度为 ９９． ８％ 。 但需要注意，该算法
在真实临床应用中可能存在假阳性率高，可能导致
进行不必要且昂贵的神经成像。 除了 ＤＬ，探测视觉
传入通路的功能还可以通过视觉电生理诊断测试，
如视觉诱发电位（ＶＥＰ）。 早期的研究已指出，ＭＬ 和
ＡＮＮ 在 ＶＥＰ 的异常检测方面具有显著的准确性。
然而，目前大多数的 ＶＥＰ 诊断仍依赖于经验丰富的
专家来解读［５９⁃６０］。 综上，ＡＩ 驱动的眼科诊断工具，
特别是基于 ＤＬ 的工具的应用，预示着未来眼科、神
经眼科以及其他非眼科领域（如急诊医学、神经内
科、神经外科等）在神经系统疾病的检测、治疗和监
测上的模式转变。 尽管多数研究聚焦于利用彩色眼
底照相检测神经眼科环境下的 ＯＮＨ 异常，但新兴研
究正探索如何利用 ＤＬ 在其他成像方式（如 ＯＣＴ）中
分辨 ＯＮＨ 的各种异常。 然而，在全面采纳这些技术

前，仍需要在真实世界的数据集上进行更多的前瞻
性研究，确保其作为决策支持工具的有效性，并与现
有的治疗标准进行比较。 眼球运动障碍与多种神经
系统疾病有关，因此脑部疾病可以通过眼球运动进
行筛查［６１］。 神经退行性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眼
部表现，例如退行性脑部疾病可能会改变眼球运动，
因此 ＭＬ 技术可以通过识别眼部特征分析神经退行
性疾病［６２］，已有研究通过测量面部和眼球运动并分
析其关联性，实现了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快速筛
查［６３］。 除检测眼球运动外，也有研究使用 ＤＬ 技术
通过彩色眼底照相筛查阿尔茨海默病［６４］。 另外，ＡＩ
也被有效应用于评估神经疾病的 ＶＥＰ 参数［６５］。

４　 结束语

面对神经眼科诊疗需求，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
显著挑战是眼科医生，尤其是神经眼科医生的严重
短缺［６６］，基于 ＡＩ 技术学者们设计了众多成功的系
统用于筛选和提取 ＯＮＨ 结构和功能的特点，以及部
分眼球运动障碍的特征，大大简化了复杂的诊断流
程，实现了自动化、及时准确的量化诊断，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神经眼科医生短缺带来的压力［６７］。 凭借
ＡＩ 辅助神经眼科疾病的诊断和筛查，我们可以进一
步提高医疗效率和准确性，为患者提供更为满意的
就诊体验。 此外，ＡＩ 辅助神经眼科疾病诊断可以有
效减少人工误差和主观性干扰，提高神经眼科疾病
诊断的可靠性和临床应用价值［６８］。

然而，ＡＩ 辅助神经眼科疾病诊断也面临着一些
问题和挑战［６９］。 例如，不同个体间可能存在较大的
解剖和生理差异，这要求 ＡＩ 算法必须具备针对不同
群体的优化和调整能力，具有良好的泛化性。 此外，
ＡＩ 算法需要学习大量数据集从而实现分类和预测，
训练数据集的质量和样本容量会影响模型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因此需要明确的影像质量评价标准快速
筛选出高质量的神经眼科疾病影像图像［７０］。 另外，
神经眼科疾病的表现受患者年龄、健康状况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使用 ＡＩ 进行诊断时需谨慎考
虑多种因素，并结合临床医生意见进行综合评估和
判断。 未来可能需要更多研究来评估 ＡＩ 系统在神
经眼科疾病诊断中的实际效用，以进一步完善神经
眼科疾病的诊断方法。 从长远来看，眼科医生可能
会受益于 ＡＩ 辅助的疾病预测和监测，从而实现更加
个性化的治疗，同时，非神经眼科专科的医生亦可通
过 ＡＩ 辅助的眼科检查快速识别出患者可能存在的
神经眼科疾病。

形成指南专家组成员：　
执笔专家：　
邵　 毅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龚　 岚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刘婷婷　 　 山东省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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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钢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祖国　 　 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
陈　 蔚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张铭志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
眼科中心

李世迎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黄锦海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孙传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计　 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迟　 玮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杨卫华　 　 深圳市眼科医院 深圳市眼病防治研究所
许言午　 　 华南理工大学

接　 英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胡　 亮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魏雁涛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马　 健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杨文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张　 慧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蔡建奇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苏兆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　 程　 　 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

邹文进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　 昳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市中医院

王佰亮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李贵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黄晓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谢华桃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李凯军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陆培荣　 　 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邱坤良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

眼科中心
胡丽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邓志宏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文　 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刘春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姚　 勇　 　 广州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
黄明海　 　 南宁爱尔眼科医院

邵婷婷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彭　 娟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赵　 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刘光辉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温　 鑫　 　 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
李中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宁波市眼科医院
石文卿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唐丽颖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王　 燊　 　 新乡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梁荣斌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参与起草的专家（按姓名拼音排列）：　
卜敬华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陈　 波　 　 四川省人民医院

陈　 程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景尧　 　 昆明市第一医院

陈　 俊　 　 江西中医药大学
陈新建　 　 苏州大学

陈　 序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成　 喆　 　 长沙爱尔眼科医院

戴　 琦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旦增仁青　 西藏眼科中心

邓德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邓宇晴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杜慧怡　 　 广州爱尔眼科医院

葛倩敏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耿志鑫　 　 天津视达佳科技有限公司

韩　 忆　 　 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
何　 欢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何良琪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何　 昕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何　 媛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贺　 佳　 　 济宁医学院

胡瑾瑜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胡守龙　 　 河南省儿童医院
胡晓琴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黄彩虹　 　 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
黄丽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黄晓明　 　 四川眼科医院
黄永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蒋　 慧　 　 绵阳万江眼科医院
康红花　 　 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

康　 敏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恩辉　 　 浙江省台州医院

李海波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李亨辉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　 洁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李　 娟　 　 陕西省眼科医院
李乃洋　 　 中山市人民医院

李清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李正日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李植源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林　 祥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林志荣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令　 倩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　 华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刘红玲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秋平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昭麟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鲁　 理　 　 中国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欧尚坤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彭志优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秦　 牧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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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伟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任胜卫　 　 河南省人民医院

邵一磊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施　 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宋秀胜　 　 湖北省恩施州中心医院

苏　 婷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谭叶辉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佟莉杨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宁波市眼科医院

王海燕　 　 陕西省眼科医院

王　 贺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王　 烽　 　 梅州市人民医院

王少攀　 　 厦门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王晓刚　 　 山西省眼科医院

王雪林　 　 江西医专第一附属医院

魏　 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闻思敏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吴洁丽　 　 长沙爱尔眼科医院

吴　 漾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吴振凯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夏　 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修阳晖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徐三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徐云芳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海军　 　 南昌普瑞眼科医院

杨启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杨青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杨　 舒　 　 昆明市第一医院

杨　 阳　 　 岳阳市中心医院

杨怡然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杨于力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应　 平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余　 瑶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俞益丰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袁　 晴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　 冰　 　 杭州市儿童医院

张　 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张丽颖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张　 青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张艳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宁波市眼科医院

张雨晴　 　 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张　 真　 　 厦门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振豪　 　 苏州科技城医院

郑钦象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钟　 菁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朱佩文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朱欣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朱卓婷　 　 墨尔本大学眼科中心

邹笃雷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邹　 洁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本指南的制

定未接受任何企业的赞助。
指南声明：　

所有参与本指南制定的专家均声明，坚持客观
的立场，以专业知识、研究数据和临床经验为依据，
经过充分讨论，全体专家一致同意后形成本指南，本
指南为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眼科影像与智能医疗分会
及国际转化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部分专家起草。
免责声明：　

本指南的内容仅代表参与制定的专家对本指南
的指导意见，供临床医师参考。 尽管专家们进行了
广泛的意见征询和讨论，但仍有不全面之处。 本指
南所提供的建议并非强制性意见，与本指南不一致
的做法并不意味着错误或不当。 临床实践中仍存在
诸多问题需要探索，正在进行和未来开展的临床诊
疗将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治
疗手段的涌现，未来需要对本指南定期修订、更新，
为受检者带来更多临床获益。

参考文献

［１］ 　 ＴＩＮＧ Ｄ Ｓ Ｊ，ＦＯＯ Ｖ Ｈ，ＹＡＮＧ Ｌ Ｗ Ｙ，ＳＩＡ Ｊ Ｔ，ＡＮＧ Ｍ，ＬＩＮ Ｈ，
ｅｔ 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 Ｊ］ ． Ｂｒ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
ｍｏｌ，２０２１，１０５（２）：１５８⁃１６８．

［２］ 　 ＴＩＮＧ Ｄ Ｓ Ｗ，ＰＥＮＧ Ｌ，ＶＡＲＡＤＡＲＡＪＡＮ Ａ Ｖ，ＫＥＡＮＥ Ｐ Ａ，
ＢＵＲＬＩＮＡ Ｐ Ｍ，ＣＨＩＡＮＧ Ｍ Ｆ，ｅｔ ａｌ．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
ｍ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Ｐｒｏｇ
Ｒｅｔｉｎ Ｅｙｅ Ｒｅｓ，２０１９，７２：１００７５９．

［３］ 　 杨卫华，邵毅，许言午，《眼科人工智能临床研究评价指南》专
家组，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眼科影像与智能医疗分会，中国医药
教育协会智能医学专业委员会． 眼科人工智能临床研究评价指
南（２０２３）［Ｊ］ ． 国际眼科杂志，２０２３，２３（７）：１０６４⁃１０７１．
ＹＡＮＧ Ｗ Ｈ，ＳＨＡＯ Ｙ，ＸＵ Ｙ Ｗ，Ｅｘｐｅｒｔ 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
［Ｊ］ ．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２０２３，２３（７）：１０６４⁃１０７１．

［４］ 　 ＬＥＯＮＧ Ｙ Ｙ，ＶＡＳＳＥＮＥＩＸ Ｃ，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 Ｍ Ｔ，ＭＩＬＥＡ Ｄ，
ＮＡＪＪＡＲ Ｒ Ｐ．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ｅｅｔｓ ｎｅｕｒｏ⁃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
ｇｙ［Ｊ］ ． Ａｓｉａ Ｐａｃ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２２，１１（２）：１１１⁃１２５．

［５］ 　 ＢＲＵＣＥ Ｂ Ｂ，ＢＩＯＵＳＳＥ Ｖ，ＮＥＷＭＡＮ Ｎ Ｊ． Ｎｏｎｍｙｄｒｉａｔｉｃ ｏｃｕｌａｒ
ｆｕｎｄｕ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 Ｊ］ ． ＪＡＭＡ
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１５，７２（４）：４５５．

［６］ 　 ＳＡＣＨＤＥＶＡ Ｖ，ＶＡＳＳＥＮＥＩＸ Ｃ，ＨＡＧＥ Ｒ，ＢＩＤＯＴ Ｓ，ＣＬＯＵＧＨ Ｌ
Ｃ，ＷＲＩＧＨＴ Ｄ Ｗ，ｅｔ ａｌ． Ｏｐｔ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ｈｅａｄ ｅｄｅｍａ ａｍｏｎｇ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Ｊ］ ． Ｎｅｕｒ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８，９０（５）：ｅ３７３⁃ｅ３７９．

［７］ 　 ＢＩＯＵＳＳＥ Ｖ，ＢＲＵＣＥ Ｂ Ｂ，ＮＥＷＭＡＮ Ｎ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Ｊ］ ．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９０（４）：１６７⁃１７５．

［８］ 　 ＡＫＢＡＲ Ｓ，ＡＫＲＡＭ Ｍ Ｕ，ＳＨＡＲＩＦ Ｍ，ＴＡＲＩＱ Ａ，ＹＡＳＩＮ Ｕ Ｕ．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ｐｉｌｌｅｄｅｍ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ｕｎｄ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Ｊ］ ． Ｊ Ｍｅｄ Ｓｙｓｔ，２０１７，４１（４）：６６．

［９］ 　 ＴＲＩＣＫ Ｇ Ｌ，ＢＨＡＴＴ Ｓ Ｓ，ＤＡＨＬ Ｄ，ＳＫＡＲＦ Ｂ． Ｏｐｔｉｃ ｄｉｓｃ ｔｏｐｏｇ⁃
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ｐｓｅｕｄｏｐａｐｉｌｌｅｄｅｍ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ｏ ｐｓｅｕｄｏｔｕｍｏｒ
ｃｅｒｅｂｒｉ［Ｊ］ ． Ｊ Ｎｅｕｒｏ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０１，２１（４）：２４０⁃２４４．

［１０］ 　 ＡＨＮ Ｊ Ｍ，ＫＩＭ Ｓ，ＡＨＮ Ｋ Ｓ，ＣＨＯ Ｓ Ｈ，ＫＩＭ Ｕ 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ｐｔｉｃ ｎｅｕｒｏｐａ⁃
ｔｈ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ｓｅｕｄｏｐａｐｉｌｌｅｄｅｍａ ［ Ｊ］ ．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１９，
１９：１７８．

［１１］ 　 ＭＩＬＥＡ Ｄ，ＮＡＪＪＡＲ Ｒ Ｐ，ＺＨＵＢＯ Ｚ，ＴＩＮＧ Ｄ，ＶＡＳＳＥＮＥＩＸ Ｃ，

·１３９·眼科新进展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 　 第４３卷 　 第１２期
Ｒｅｃ Ａｄｖ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ｋｘｊｚ． ｃｏｍ



ＸＵ Ｘ，ｅｔ 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ｐａｐｉｌｌｅｄｅｍａ ｆｒｏｍ
ｏｃｕｌａｒ ｆｕｎｄｕ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２０２０， ３８２
（１８）：１６８７⁃１６９５．

［１２］　 ＢＩＯＵＳＳＥ Ｖ，ＮＥＷＭＡＮ Ｎ Ｊ，ＮＡＪＪＡＲ Ｒ Ｐ，ＶＡＳＳＥＮＥＩＸ Ｃ，ＸＵ
Ｘ，ＴＩＮＧ Ｄ Ｓ，ｅｔ ａｌ． Ｏｐｔｉｃ ｄｉｓ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ｘｐｅｒｔ ｎｅｕｒｏ⁃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 Ｊ ］ ． Ａｎｎ Ｎｅｕｒｏｌ，
２０２０，８８（４）：７８５⁃７９５．

［１３］　 ＳＡＢＡ Ｔ，ＡＫＢＡＲ Ｓ，ＫＯＬＩＶＡＮＤ Ｈ，ＡＬＩ ＢＡＨＡＪ 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ｐｉｌｌｅｄｅｍ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ｕｎｄ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Ｊ］ ． Ｍｉｃｒｏｓｃ Ｒｅｓ Ｔｅｃｈ，２０２１，８４ （１２ ）：
３０６６⁃３０７７．

［１４］　 ＬＩＵ Ｔ Ｙ Ａ，ＷＥＩ Ｊ，ＺＨＵ Ｈ，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Ｐ Ｓ，ＭＹＵＮＧ Ｄ，
ＹＩ Ｐ Ｈ，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ｃ ｄｉｓｃ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ｆｕｎｄｕ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ｏｐｈ⁃
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２１，４１（３）：３６８⁃３７４．

［１５］　 ＶＡＳＳＥＮＥＩＸ Ｃ，ＮＡＪＪＡＲ Ｒ Ｐ，ＸＵ Ｘ，ＴＡＮＧ Ｚ，ＬＯＯ Ｊ Ｌ，ＳＩＮ⁃
ＧＨＡＬ Ｓ，ｅｔ ａｌ．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ａ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ｐｉｌｌｅｄｅｍａ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ｏｎ ｏｃｕｌａｒ ｆｕｎｄｕｓ ｐｈｏｔｏ⁃
ｇｒａｐｈｓ［Ｊ］ ．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９７（４）：ｅ３６９⁃ｅ３７７．

［１６］ 　 ＯＳＡＧＵＯＮＡ Ｖ Ｂ．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 ／ ｗｈｉｔｅ ／
ａｔｒｏｐｈｉｃ ｄｉｓｃ［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ｙｅ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６，２９（９６）：７１⁃
７４．

［１７］　 ＹＡＮＧ Ｈ Ｋ，ＯＨ Ｊ Ｅ，ＨＡＮ Ｓ Ｂ，ＫＩＭ Ｋ Ｇ，ＨＷＡＮＧ Ｊ Ｍ． Ａｕｔｏ⁃
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ｃ ｄｉｓｃ ｐａｌｌｏｒ ｉｎ ｆｕｎｄｕ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Ｊ］ ． Ａｃｔ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１９，９７（４）：ｅ５１９⁃ｅ５２５．

［１８］　 ＣＡＯ Ｚ，ＳＵＮ Ｃ，ＷＡＮＧ Ｗ，ＺＨＥＮＧ Ｘ，ＷＵ Ｊ，ＧＡＯ Ｈ． Ｍｕｌｔｉ⁃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ｆｕｓ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ｃ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Ｊ］ ．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 Ｌｅｔｔ，２０２１，１４２：５８⁃６４．

［１９］　 ＪＯＮＡＳ Ｊ Ｂ，ＡＵＮＧ Ｔ，ＢＯＵＲＮＥ Ｒ Ｒ，ＢＲＯＮ Ａ Ｍ，ＲＩＴＣＨ Ｒ，
ＰＡＮＤＡ⁃ＪＯＮＡＳ Ｓ． Ｇｌａｕｃｏｍａ［Ｊ］ ． 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７，３９０（１０１０８）：
２１８３⁃２１９３．

［２０］　 ＬＩ Ｚ，ＨＥ Ｙ，ＫＥＥＬ Ｓ，ＭＥＮＧ Ｗ，ＣＨＡＮＧ Ｒ Ｔ，ＨＥ Ｍ．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ａ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ｇｌａｕｃｏｍａｔｏｕｓ ｏｐｔｉｃ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ｌｏｒ ｆｕｎｄｕ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 Ｊ］ ． Ｏｐｈ⁃
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１２５（８）：１１９９⁃１２０６．

［２１］　 ＹＡＮＧ Ｈ Ｋ，ＫＩＭ Ｙ Ｊ，ＳＵＮＧ Ｊ Ｙ，ＫＩＭ Ｄ Ｈ，ＫＩＭ Ｋ Ｇ，ＨＷＡＮＧ
Ｊ Ｍ．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ｎｇ ｎｏｎｇｌａｕｃｏｍａｔｏｕ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ｇｌａｕｃｏｍａｔｏｕｓ ｏｐｔｉｃ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２０，２１６：１４０⁃１４６．

［２２］　 ＬＩ Ｆ，ＹＡＮ Ｌ，ＷＡＮＧ Ｙ，ＳＨＩ Ｊ，ＣＨＥＮ Ｈ，ＺＨＡＮＧ Ｘ， ｅｔ ａｌ．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ａｕｃｏｍａｔｏｕｓ
ｏｐｔｉｃ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ｏｎ ｃｏｌｏｒ ｆｕｎｄｕ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Ｊ］ ． Ｇｒａｅｆｅｓ
Ａｒｃｈ Ｅｘｐ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２０，２５８（４）：８５１⁃８６７．

［２３］　 ＨＥＮＧＳＴ Ｔ Ｃ，ＨＥＮＧＳＴ Ｔ Ｃ，ＧＩＬＢＥＲＴ Ｓ． Ｆａｔａｌ ｆｌａ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 ． 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３：５９．

［２４］ 　 ＶＩＩＫＫＩ Ｋ， ＩＳＯＴＡＬＯ Ｅ，ＪＵＨＯＬＡ Ｍ，ＰＹＹＫＫÖ Ｉ．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ｏｃｕｌｏｍｏｔｏｒ ｄａｔａ ［ Ｊ］ ． Ｓｃａｎｄ
Ａｕｄｉｏｌ，２００１，３０（１）：１０３⁃１０５．

［２５］　 Ｄ’ＡＤＤＩＯ Ｇ，ＲＩＣＣＩＡＲＤＩ Ｃ，ＩＭＰＲＯＴＡ Ｇ，ＢＩＦＵＬＣＯ Ｐ，ＣＥ⁃
ＳＡＲＥＬＬＩ Ｍ．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ｎｙｓｔａｇｍｕｓ［Ｃ］ ／ ／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
Ｊ，ＮＥＶＥＳ Ｎ，ＤＥ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Ｐ．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Ｂｅｒ⁃
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２０：９０７⁃９１３．

［２６］　 黎彪，丁雅珺，邵毅． 人工智能在小儿眼科领域的应用研究进
展［Ｊ］ ． 国际眼科杂志，２０２０，２０（８）：１３６３⁃１３６６．
ＬＩ Ｂ，ＤＩＮＧ Ｙ Ｊ，ＳＨＡＯ 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Ｊ］ ．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２０２０，２０（８）：１３６３⁃１３６６．

［２７］　 ＤＥ ＡＬＭＥＩＤＡ Ｊ Ｄ Ｓ，ＳＩＬＶＡ Ａ Ｃ，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Ｊ Ａ Ｍ，ＰＡＩＶＡ Ａ
Ｃ，ＧＡＴＴＡＳＳ Ｍ．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ｉｃ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Ｊ］ ． Ｊ Ｄｉｇｉｔ 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５，２８（４）：４６２⁃
４７３．

［２８］　 ＶＡＮ ＥＥＮＷＹＫ Ｊ，ＡＧＡＨ Ａ，ＧＩＡＮＧＩＡＣＯＭＯ Ｊ，ＣＩＢＩＳ Ｇ． Ａｒｔｉ⁃
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ｍ⁃
ｂｌｙｏｇｅｎ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Ｊ］ ． Ｔｒａｎｓ Ａｍ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Ｓｏｃ，２００８，１０６：
６４⁃７４．

［２９］　 ＤＥ 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 Ｌ Ａ，ＤＩＡＳ Ｊ Ｖ Ｐ，ＰＯＬＡＴＩ Ｍ，ＣＡＲＲＩＣＯＮ⁃
ＤＯ Ｐ Ｃ，ＤＥＢＥＲＴ Ｉ．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ｐｐ：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Ｊ］ ． Ｔｒａｎｓ Ｖｉｓ Ｓｃｉ
Ｔｅｃｈ，２０２１，１０（７）：２２．

［３０］　 ＺＨＥＮＧ Ｃ，ＹＡＯ Ｑ，ＬＵ Ｊ，ＸＩＥ Ｘ，ＬＩＮ Ｓ，ＷＡＮＧ Ｚ，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ｇａｚ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Ｊ］ ． Ｔｒａｎｓ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２１，１０（１）：３３．

［３１］ 　 ＬＵ Ｊ Ｗ，ＦＡＮ Ｚ，ＺＨＥＮＧ Ｃ，ＦＥＮＧ Ｊ Ｇ，ＨＵＡＮＧ Ｌ Ｔ，ＬＩ Ｗ Ｊ，
ｅｔ ａ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ａｒＸｉｖ，２０１８：１８０９． ０２９４０ｖ３．

［３２］ 　 ＪＵＮＧ Ｓ Ｍ，ＵＭＩＲＺＡＫＯＶＡ Ｓ，ＷＨＡＮＧＢＯ Ｔ Ｋ．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Ｃ ］ ／ ／ ２０１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ＩＳＭＡＣ）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ＩＥＥＥ，２０２０：１⁃４．

［３３］ 　 ＣＨＥＮ Ｚ，ＦＵ Ｈ，ＬＯ Ｗ Ｌ，ＣＨＩ Ｚ．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ｅｙ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 Ｊ
Ｈｅａｌｔｈｃ Ｅｎｇ，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７６９２１９８．

［３４］ 　 ＹＡＮＧ Ｈ Ｋ，ＳＥＯ Ｊ Ｍ，ＨＷＡＮＧ Ｊ Ｍ，ＫＩＭ Ｋ 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ｎｏｃｕｌａｒ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ｃａｍｅｒａ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ｆｉｌｔｅｒ［ Ｊ］ ．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０１３，５４（４）：２７３３⁃２７３７．

［３５］ 　 ＶＡＬＥＮＴＥ Ｔ Ｌ Ａ，ＤＥ ＡＬＭＥＩＤＡ Ｊ Ｄ Ｓ，ＳＩＬＶＡ Ａ Ｃ，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Ｊ Ａ Ｍ，ＧＡＴＴＡＳＳ Ｍ．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ｄｅｏ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ｖｅｒ ｔｅｓｔ ［ Ｊ］ ． Ｃｏｍｐｕｔ Ｍｅｔｈ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 Ｂｉｏｍｅｄ，２０１７，１４０：２９５⁃３０５．

［３６］ 　 ＧＲＡＭＡＴＩＫＯＶ Ｂ Ｉ．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ａ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ｃｒｅｅｎ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ｂｉｒｅｆｒｉｎｇｅｎｃｅ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 Ｊ ］ ． Ｂｉｏｍｅｄ Ｅ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１７，１６（１）：５２．

［３７］ 　 ＦＩＳＨＥＲ Ａ Ｃ，ＣＨＡＮＤＮＡ Ａ，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Ｉ Ｐ．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ｆｒｏｍ ｐｒｉｓｍ ｃｏｖｅｒ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Ｍｅｄ
Ｂｉｏｌ Ｅ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２００７，４５（７）：６８９⁃６９３．

［３８］ 　 ＣＨＡＮＤＮＡ Ａ，ＦＩＳＨＥＲ Ａ Ｃ，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Ｉ，ＳＴＯＮＥ Ｄ，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Ｍ．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ｂｉｓｍｕｓ ｕ⁃
ｓｉｎｇ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ＳｔｒａｂＮｅｔ） ［ Ｊ］ ． Ｓｔｒａｂｉｓ⁃
ｍｕｓ，２００９，１７（４）：１３１⁃１３８．

［３９］ 　 ＴＨＵＲＴＥＬＬ Ｍ Ｊ，ＬＥＩＧＨ Ｒ Ｊ．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ｙｓｔａｇｍｕｓ［ Ｊ］ ．
Ｃｕｒｒ Ｔｒｅａｔ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１２，１４（１）：６０⁃７２．

［４０］ 　 ＡＢＡＤＩ Ｒ Ｖ．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ｎｙｓｔａｇｍｕｓ［Ｊ］ ． Ｊ Ｒ Ｓｏｃ
Ｍｅｄ，２００２，９５（５）：２３１⁃２３４．

［４１］ 　 ＷＡＧＬＥ Ｎ，ＭＯＲＫＯＳ Ｊ，ＬＩＵ Ｊ，ＲＥＩＴＨ Ｈ，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 Ｊ，
ＧＯＮＧ Ｋ，ｅｔ ａｌ． ａＥＹＥ：ａ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ｖｉｄｅｏ ｎｙｓ⁃
ｔａｇｍｕ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 ． Ｆｒｏｎｔ 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２２，１３：９６３９６８．

［４２］ 　 ＬＩ Ｈ，ＹＡＮＧ Ｚ．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ｎｙｓｔａｇｍｕ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 ． Ｓｅｎｓｏｒｓ，２０２３，２３（３）：１５９２．

［４３］ 　 ＫＯ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 Ｚ，ＤＥＮＧ Ｗ，ＺＨＡＮ Ｙ，ＬＶ Ｊ，ＣＵＩ Ｙ． Ｎｙｓｔａｇ⁃
ｍｕ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 Ｊ ］ ． Ｃｏｍｐｕｔ Ｂｉｏｌ Ｍｅｄ， ２０２３， １５３：
１０６４７３．

［４４］ 　 ＮＡＩＲ Ａ Ｇ，ＰＡＴＩＬ⁃ＣＨＨＡＢＬＡＮＩ Ｐ，ＶＥＮＫＡＴＲＡＭＡＮＩ Ｄ Ｖ，
ＧＡＮＤＨＩ Ｒ Ａ． Ｏｃｕｌａｒ ｍｙａｓｔｈｅｎｉａ ｇｒａｖｉ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Ｉｎｄｉ⁃
ａｎ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１４，６２（１０）：９８５⁃９９１．

［４５］ 　 ＳＭＩＴＨ Ｓ Ｖ，ＬＥＥ Ａ Ｇ．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ｎ ｏｃｕｌａｒ ｍｙａｓｔｈｅｎｉａ ｇｒａｖｉｓ
［Ｊ］ ． Ｎｅｕｒｏｌ Ｃｌｉｎ，２０１７，３５（１）：１１５⁃１２３．

［４６］ 　 ＬＩＵ Ｇ，ＷＥＩ Ｙ，ＸＩＥ Ｙ，ＬＩ Ｊ，ＱＩＡＯ Ｌ，ＹＡＮＧ Ｊ Ｊ．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ｏｃｕｌａｒ ｍｙａｓｔｈｅｎｉａ ｇｒａｖｉ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 Ｊ］ ．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２１，２６（５）：７４９⁃７５８．

［４７］ 　 ＳＨＩＨ Ｋ Ｃ，ＬＡＭ Ｋ Ｓ Ｌ，ＴＯＮＧ Ｌ．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ｕｌ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Ｊ］ ． Ｎｕｔ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２０１７，７（３）：ｅ２５１．

［４８］ 　 ＧＷＡＴＨＭＥＹ Ｋ Ｇ，ＰＥＡＲＳＯＮ Ｋ 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Ｊ］ ． ＢＭＪ，２０１９，３６５：ｌ１１０８．

［４９］ 　 ＷＥＮ Ｘ，ＬＩ Ｚ，ＸＩＡＯ Ｊ Ｈ，ＬＩＵ Ｘ，ＺＨＡＮＧ Ｙ，ＬＡＮ 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ｎ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ｇ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ｕｄｙ［Ｊ］ ． Ｆｒｏｎｔ Ｍｅｄ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２０２１，８：７１５０７４．

［５０］ 　 ＫＩＲＴＨＩ Ｖ，ＰＥＲＵＭＢＡＬＡＴＨ Ａ，ＢＲＯＷＮ Ｅ，ＮＥＶＩＴＴ Ｓ，ＰＥＴＲＯ⁃
ＰＯＵＬＯＳ Ｉ Ｎ，ＢＵＲＧＥＳＳ Ｊ，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ｉｎ ｐｒ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ＢＭＪ
Ｏｐｅ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２１，９（１）：ｅ００２０４０．

［５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Ｂ Ｍ，ＢＯＲＲＯＮＩ Ｄ，ＬＩＵ Ｒ，ＺＨＡＯ Ｙ，ＺＨＡＮＧ Ｊ，
ＬＩＭ Ｊ，ｅｔ ａｌ．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ｌ⁃
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ｒ⁃
ｎｅａｌ ｃｏｎｆｏ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Ｊ］ ． Ｄｉａｂｅｔ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２０，６３（２）：４１９⁃４３０．

［５２］ 　 ＴＥＨ Ｋ，ＡＲＭＩＴＡＧＥ Ｐ，ＴＥＳＦＡＹＥ Ｓ，ＳＥＬＶＡＲＡＪＡＨ Ｄ．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ｉｎｆｕｌ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２３，２１（１）：３５⁃４３．

［５３］ 　 ＭＯＵ Ｌ，ＱＩ Ｈ，ＬＩＵ Ｙ，ＺＨＥＮＧ Ｙ，ＭＡＴＴＨＥＷ Ｐ，ＳＵ Ｐ，ｅｔ ａｌ．
Ｄｅｅ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ｒｎｅ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ｔｏｒｔｕ⁃

·２３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ｋｘｊｚ． ｃｏｍ
眼科新进展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 　 第４３卷 　 第１２期
Ｒｅｃ Ａｄｖ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



ｏｓｉｔｙ［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Ｍｅ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２２， ４１ （ ８ ）： ２０７９⁃
２０９１．

［５４］　 ＬＥＥ Ｉ Ｈ，ＭＩＬＬＥＲ Ｎ Ｒ，ＺＡＮ Ｅ，ＴＡＶＡＲＥＳ Ｆ，ＢＬＩＴＺ Ａ Ｍ，
ＳＵＮＧ Ｈ，ｅｔ 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ａｄｅ⁃
ｎｏｍａｓ：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ｂ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Ｈｅｍｉａｎｏｐｓｉａ［ Ｊ］ ． Ａｍ Ｊ Ｒｏ⁃
ｅｎｔｇｅｎｏｌ，２０１５，２０５（５）：Ｗ５１２⁃Ｗ５１８．

［５５］　 ＯＧＲＡ Ｓ，ＮＩＣＨＯＬＳ Ａ Ｄ，ＳＴＹＬＬＩ Ｓ，ＫＡＹＥ Ａ Ｈ，ＳＡＶＩＮＯ Ｐ Ｊ，
ＤＡＮＥＳＨ⁃ＭＥＹＥＲ Ｈ Ｖ．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ｌｏｓ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ａｄｅｎｏｍａ ［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１４，２１（５）：７３５⁃７４０．

［５６］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Ｓ Ｒ，ＷＥＩＲ Ｃ． Ｃｈｉａｓｍ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ｉｓｄｉａｇ⁃
ｎｏｓｅｄ ａｓ ｎｏｒｍａｌ⁃ｔｅｎｓｉｏｎ ｇｌａｕｃｏｍａ： ｃａｎ ｗｅ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ｐｉｔ⁃
ｆａｌｌｓ？ ［Ｊ］ ． Ｉｎ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１０，３０（２）：２１５⁃２１９．

［５７］　 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 Ｄ Ｓ，ＳＩＡＴＫＯＷＳＫＩ Ｒ Ｍ，ＧＬＡＳＥＲ Ｊ Ｓ，ＳＣＨＡＴＺ Ｎ
Ｊ，ＰＡＲＲＩＳＨ Ｒ Ｋ ２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ｐｐｅｄ ｄｉｓｃ． Ｗｈｏ ｎｅｅｄｓ ｎｅｕｒｏｉｍ⁃
ａｇｉｎｇ？ ［Ｊ］ ．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１０５（１０）：１８６６⁃１８７４．

［５８］　 ＴＨＯＭＡＳ Ｐ Ｂ Ｍ，ＣＨＡＮ Ｔ，ＮＩＸＯＮ Ｔ，ＭＵＴＨＵＳＡＭＹ Ｂ，ＷＨＩＴＥ
Ａ．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ｓｕｐ⁃
ｐｏｒ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ｇｌａｕｃｏｍａｔｏｕｓ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ｇｌａｕｃｏｍａ ｃｌｉｎｉｃｓ ［ Ｊ］ ． Ｅｙｅ， ２０１９， ３３ （ ７ ）： １１３３⁃
１１３９．

［５９］　 ＫＡＲＡ Ｓ，ＧÜＶＥＮ Ａ．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ｖｉｓｕａｌ⁃ｅｖｏｋ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 ． Ｊ Ｍｅｄ Ｓｙｓｔ，
２００７，３１（５）：３９１⁃３９６．

［６０］　 ＧÜＶＥＮ Ａ，ＰＯＬＡＴ Ｋ，ＫＡＲＡ Ｓ，ＧÜＮＥŞ 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ｅｎ⁃
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ＤＡ）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ＶＥＰ ｓｉｇｎａｌｓ［Ｊ］ ． Ｃｏｍｐｕｔ Ｂｉｏｌ Ｍｅｄ，
２００８，３８（１）：６２⁃６８．

［６１］　 ＭＡＯ Ｙ，ＨＥ Ｙ，ＬＩＵ Ｌ，ＣＨＥＮ 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ｙ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Ｊ］ ． Ｆｒｏｎｔ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２０，１４：７９８．

［６２］　 ＴǍＵＴＡＮ Ａ Ｍ， ＩＯＮＥＳＣＵ Ｂ， ＳＡＮＴＡＲＮＥＣＣＨＩ 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ｖａｉｌ⁃
ａｂｌｅ ｔｏｏｌｓ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 ．
Ａｒｔｉｆ Ｉｎｔｅｌｌ Ｍｅｄ，２０２１，１１７：１０２０８１．

［６３］　 ＮＡＭ Ｕ，ＬＥＥ Ｋ，ＫＯ Ｈ，ＬＥＥ Ｊ Ｙ，ＬＥＥ Ｅ Ｃ．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ｆａ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ｙ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ｃｒｅｅｎ ｆｏｒ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Ｓｅｎｓｏｒｓ，２０２０，２０（１８）：５３４９．

［６４］　 ＣＨＥＵＮＧ Ｃ Ｙ，ＲＡＮ Ａ Ｒ，ＷＡＮＧ Ｓ，ＣＨＡＮ Ｖ Ｔ Ｔ，ＳＨＡＭ Ｋ，
ＨＩＬＡＬ Ｓ，ｅｔ ａｌ． Ａ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ｚｈｅ⁃
ｉｍｅｒ’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 Ｌａｎｃｅｔ Ｄｉｇｉｔ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２２，４（１１）：ｅ８０６⁃ｅ８１５．

［６５］ 　 ＱＩＡＯ Ｎ，ＳＯＮＧ Ｍ，ＹＥ Ｚ，ＨＥ Ｗ，ＭＡ Ｚ，Ｗ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ｖｉｓｕａｌ ｅｖｏｋ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ｌ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ｕｍｏｒｓ
［Ｊ］ ． Ｔｒａｎｓ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９，８（６）：２１．

［６６］ 　 魏世辉，宋宏鲁． 我国神经眼科的十年回顾与展望［Ｊ］ ． 中华眼
底病杂志，２０２０，３６（４）：２５３⁃２５６．
ＷＥＩ Ｓ Ｈ，ＳＯＮＧ Ｈ Ｌ．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Ｏｃｕｌ Ｆｕｎｄｕｓ
Ｄｉｓ，２０２０，３６（４）：２５３⁃２５６．

［６７］ 　 孙铁，张雨晴，邵毅． 人工智能及其在眼科疾病诊疗中的应用
［Ｊ］ ． 眼科新进展，２０２０，４０（８）：７９３⁃７９６，８００．
ＳＵＮ Ｔ，ＺＨＡＮＧ Ｙ Ｑ，ＳＨＡＯ 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 ． Ｒｅｃ Ａｄｖ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２０，４０（８）：７９３⁃７９６，８００．

［６８］ 　 《人工智能在干眼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专家共识（２０２３）》专家
组，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眼科影像与智能医疗分会，中国人口文
化促进会角膜病与眼表疾病分会． 人工智能在干眼临床诊断
中的应用专家共识（２０２３）［Ｊ］ ． 眼科新进展，２０２３，４３（４）：２５３⁃
２５９．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ｒｙ Ｅｙｅｓ （２０２３）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Ｉｍａ⁃
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ｎｅａｌ ａｎｄ Ｏｃｕｌ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ｒｙ ｅｙｅｓ（２０２３） ［ Ｊ］ ． Ｒｅｃ Ａｄｖ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２３，４３（４）：２５３⁃２５９．

［６９］ 　 《眼科人工智能临床应用伦理专家共识》专家组，中国医药教
育协会数字影像与智能医疗分会，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智能医
学专业委员会． 眼科人工智能临床应用伦理专家共识（２０２３）
［Ｊ］ ．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２０２３，４１（１）：１⁃７．
Ｅｘｐｅｒｔ 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ｆｏｒ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ｆｏｒ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
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 ［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Ｅｘｐ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２３，４１（１）：１⁃７．

［７０］ 　 ＣＨＡＮ Ｅ Ｊ Ｊ，ＮＡＪＪＡＲ Ｒ Ｐ，ＴＡＮＧ Ｚ，ＭＩＬＥＡ Ｄ．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ｔ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ｈｅａｄ 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ｓ［Ｊ］ ． Ａｓｉａ Ｐａｃ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２１，１０（３）：２８２⁃２８８．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Ｅｘｐｅｒｔ 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ｕｒｏ⁃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２０２３）；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ＡＯ Ｙｉ，Ｅ⁃ｍａｉｌ： ｆｒｅｅｂｅｅ９９＠ １６３． ｃｏｍ；ＧＯＮＧ Ｌａｎ，Ｅ⁃ｍａｉｌ： ｌａｎ． ｇｏｎｇ＠ ｆｄｅｅｎｔ． ｏｒｇ；ＬＩＵ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Ｅ⁃
ｍａｉｌ：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ｌｉｕ＠ ｖｉｐ．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ｅｕｒｏ⁃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ｏｐｔｉｃ ｄｉｓ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ｙ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ｄｉｓｅａ⁃
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ｏｐｈ⁃
ｔｈａｌｍ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ｎｅｕｒｏ⁃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ｏｐｔｉｃ ｄｉｓ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ｅｙ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３３９·眼科新进展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 　 第４３卷 　 第１２期
Ｒｅｃ Ａｄｖ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ｋｘｊｚ． 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