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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13S
$($/#$"#$%% #下称 )工伤标准* % 已经颁布实施& 本文就
眼功能与视功能障碍损害有关规定的 " 个修改之处以及无晶
状体眼有关规定分析讨论如下'
!"视力减弱补偿率的使用说明

此为 )工伤标准* 主要技术变化之一' 视力减弱补偿率
#简称补偿率% 来自第 $/ 届世界眼科协会 )关于统一眼科残
废率的报告* #下称 )报告* % 中的视力残废率表& 是 $''"
年部颁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 和各版 =13
S$($/#规范性内容之一' 改版前& 补偿率规定条文为 .从表
D,$中提示& 双眼视力等于 #,/& 其补偿率为 #& 而当一眼视
力 #̀,#*& 另一眼视力等于 #,#* 时& 其补偿率为百分之百&
余可类推'/ 这是补偿率数值的大致推定框架& 而非使用方
法& 补偿率规定空置& 无法在鉴定实践中应用,$- ' 改版删除
了上述表述& 修改为 .从 D,. 中提示& 如左眼检查视力
#,$*& 右眼检查视力 #,.& 对照视力减弱补偿率& 行是 '& 列
是 +& 交汇点是 ./& 对应残废等级是 +级' 余可类推/' 并增
加 .表D)%视力减弱补偿率与工伤等级对应表/' 修改弥补
了例举式规定的不足& 明文规定了视力损害残疾类推方法&
是对 .视力减弱补偿率是眼科致残评级依据之一/ 的落实&
也是 .D)/ 等级相应原则/ 在视力评残中的具体体现,$&"- '
视力评估及其类推方法明确( 连续& 操作性好& 对统一标准
适用具有重要作用'

应注意表D).的三个数字错误! #$% 左眼视力 #,$*( 右
眼 $̀3"# #行 ' 列 $.% 补偿率应为 //( 与左眼 $̀3"#( 右眼
#,$* #行 $.列 '% 相同& 而非 /." #"% 左眼 #,$( 右眼 $3$*
#行 $#列 $$% 补偿率应为 /*( 与左眼 $3$*( 右眼 #,$ #行 $$
列 $#% 相同& 而非 /#' 依据一是原始文献的数值& 并且表栏
目为 .一眼/ 和 .另眼/& 不区分左右眼' 二是违背表 D).
自身规律& 出现了不同视力损害补偿率相同的情况' 错误将
困扰个别视力评价& 尤其是错误 #$% 将导致 %级残废误评为
*级' #.% 表栏中左眼视力 (3'& 对应小数视力应为 #,+& 而
非 #,(' 建议尽早修改数字错误'
$" .一侧眼球摘除/ 修改为六级残

.一侧眼球摘除/ 的影响& 一是一眼视功能完全丧失( 补
偿率约 "+a.." 二是容貌影响' 与视觉复合伤不同& 这二个
影响之间基本无交互作用& 可认为损害系两者之和& 因而不
适用补偿率规定' )报告* 认为眼部损害导致的容貌毁损& 按
影响程度可分为 .-( *-和 /-& 提出 .眼球切除或萎缩& 不

可整形& 残废率 .*-/& 较单眼失明( 残疾 "+-高出 /-' 改
版前& .一侧眼球摘除/ 构成 *级残" 改版后& 根据 )工伤标
准* *,(,","+条规定构成 (级残& 缩小了与 .一眼无光感/(
+级残的差距& 故修改是妥当的' .伴另眼损害/ 的有关规定
尚不完整' 明文规定只有 *,.,","# 条& .另眼矫正视力 #̀,$
或视野"/- #或半径"*q% /( . 级残' 遇有 .另眼视力`
#,/且##,$/ 时& 无明文规定可适用& 结论或跨越 %( *( (
级三个残级& 不确定性较高' 建议在 % 级或 * 级规定中增加
规定条文& 明确评定方法& 降低自由裁量'
%"无晶状体眼有关规定的问题

根据 )工伤标准* D,.,* 条规定& 无晶体状眼的视力最
佳矫正 .包括戴眼镜或接触镜和植入人工晶体/& 即人工晶状
体眼属于无晶状体眼& 应折算视力' 而1,.,$$条规定 .白内
障摘除未能植入人工晶状体者& 谓无晶状体眼/& 即无晶状体
眼不包括人工晶状体眼' 两处条文对无晶状体眼的规定不一
致& 将导致标准理解和适用混乱'

D,.,*条有关部分欠妥& 应尽早修订' 传统观点认为&
无晶状体影响视力( 视野及立体视' 尤以单眼无晶状体影响
显著& 由于视差过大& 无法耐受镜片矫正& 视效率折损 *#-"
而双眼无晶状体困扰较小( 视效率折损 "*-' 有关文献明确
规定& 视效率折算仅限镜片矫正视力& 不包括接触镜和人工
晶体植入' )工伤标准* D,.,*采用了无晶体眼视力有效值折
算方法& 适用对象应该是无晶状体 #未植入人工晶体% 眼(
最佳镜片矫正视力' 1,.,$$ 条的规定是妥当的' 单眼和双眼
的人工晶体植入治疗均可获得理想的视觉改善& 对视野或双
眼立体视几近无损害'

是否按无晶状体眼折算视力有效值& 对残疾结果影响明显&
应注意加以区分& 分别按不同方法评残' 例如& 某患双眼视力
#,(( 左眼无晶状体& 按D,.,*规定折算 *#-有效值& 左眼无晶
状体视力 #,(& 根据 )工伤标准* 表D,*& 其有效值 %*-& 相当
于晶状体眼视力 #,"a#,$*( 有效值 %#-a*#-" 晶状体眼视力
#,(和 #,"a#,$*补偿率 $'a""& 可定八级残" 如果左眼为人工晶
状体眼& 则按视力 #,(补偿率 (& 定十级残'

视残疾鉴定标准是鉴定人身损害视伤残后果或劳动能力

丧失程度的依据& 有关标准的制定& 既要注意评价方法的科
学性和系统性& 又要与我国诊疗现状相适应& 应加快我国残
疾标准化体系研究& 切实解决标准制定及其适用的各类问题&
维护劳动能力鉴定的法律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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