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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翼状胬肉患者行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角膜缘
干细胞移植的疗效及对泪膜功能的影响

麻利明ꎬ　 李　 波

(四川大学华西广安医院眼科ꎬ　 四川　 广安　 ６３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老年翼状胬肉患者行翼状胬肉切除结合角膜缘干细胞移植的疗效及对泪膜功

能的影响ꎮ 方法:以简单随机数字表法将 ８４ 例老年翼状胬肉患者分为观察组(ｎ ＝ ４２ꎬ共 ５６ 病眼ꎬ切除

翼状胬肉并进行角膜缘干细胞移植)、对照组(ｎ ＝ ４２ 例ꎬ５４ 病眼ꎬ单纯行翼状胬肉切除术)ꎬ观察两组泪

膜稳定性、泪膜功能、裸眼视力(ＵＣＶＡ)、角膜散光度(ＣＡＤ)及并发症、复发率ꎮ 结果:治疗后 ４ 周两组

ＳＩＴ、ＢＵＴ 均下降ꎬ而 ＣＦＳ、ＯＳＤＩ 评分增加(Ｐ<０.０５)ꎬ治疗后 ８ 周两组 ＳＩＴ、ＢＵＴ、ＣＦＳ、ＯＳＤＩ 评分均恢复至

治疗前水平(Ｐ>０.０５)ꎬ且观察组治疗后 ４ 周上述指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ꎻ两组治疗后 １２ 周患眼泪膜

功能分级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ꎬ且观察组Ⅰ~Ⅱ级比例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ꎻ治疗后 ４ 周、８ 周、１２
周两组 ＵＣＶＡ 升高ꎬＣＡＤ 下降(Ｐ<０.０５)ꎬ但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ꎻ观察组治疗后 １２ 周并发

症发生率、复发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ꎮ 结论:对老年翼状胬肉患者实施翼状胬肉切除及角膜缘干细

胞移植效果较好ꎬ有利于泪膜功能、视力恢复ꎬ减少并发症及复发率ꎬ有推广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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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翼状胬肉作为常见眼表疾病不仅降低美观也会因

散光、眼球运动异常而遮挡视线ꎬ影响生活质量[１]ꎮ
目前翼状胬肉的治疗以手术为主ꎬ但会对角膜上皮造

成损伤ꎬ复发率高ꎬ应用受限ꎬ而取自体位于角膜、结膜

与虹膜的交界部分进行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眼表

疾病、重构角膜结构的理想手段ꎬ可为病灶角膜缘提供

分化正常的干细胞[２]ꎮ 本研究分析了翼状胬肉切除

术结合角膜缘干细胞移植对老年翼状胬肉的疗效及泪

膜功能等的影响ꎬ结果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我院

收治的老年翼状胬肉患者 ８４ 例为研究对象ꎬ纳入标

准:①均符合翼状胬肉诊断标准ꎬ未曾接受过手术或局

部用药ꎻ②病情处于进行期ꎬ颈部宽大ꎬ侵入角膜深度

≥２ ｍｍꎻ③知情同意本研究内容且自愿参与ꎮ 排除:
①有翼状胬肉史、假性胬肉、合并明显眼部炎症或严重

全身性疾病者ꎻ②有其他免疫系统疾病或曾做过眼部

手术、明显外伤史ꎻ③合并内分泌系统疾病或高血压、
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ꎮ 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

４２ 例ꎬ观察组中男 １７ 例ꎬ女 ２５ 例ꎻ年龄 ６５ ~ ８０ 岁ꎬ平
均(７１.６３±７.１９)岁ꎻ病灶侵入角膜深度 ２ ~ ５ ｍｍꎬ平均

(３.４５±０.３８)ｍｍꎬ对照组中男 １９ 例ꎬ女 ２３ 例ꎻ年龄 ６５
~８１ 岁ꎬ平均(７１.６７±７.１６)岁ꎻ病灶侵入角膜深度 ３ ~
５ｍｍꎬ平均(３.４３±０.３９)ｍｍꎬ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灶侵

入角膜深度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可
比较ꎮ
１.２　 方法:术前均接受常规心电图、肝功、肾功等检

查ꎬ术前 ３ｄ 连续使用左氧氟沙星ꎮ 对照组于显微镜下

接受翼状胬肉切除术:采用 １％奥布卡因行表面局麻ꎬ
以 ２％利多卡因(国药集团新疆制药)行结膜浸润麻

醉ꎬ麻醉起效后开睑器撑开眼睑ꎬ作弧形结膜切口ꎬ固
定胬肉头部、分离角膜后借助显微镜采用手术刀片从

头颈开始剥离并将胬肉及下方瘢痕、变性组织、虹膜表

面增生组织切除ꎬ注意避免伤及泪小管、泪道ꎬ尽量保

持角膜面平整ꎬ烧灼、止血ꎬ暴露创面区巩膜ꎬ缝合结膜

伤口ꎬ单眼加压包扎ꎮ 观察组于显微镜下行翼状胬肉

切除术、角膜缘干细胞移植:在胬肉分离切除(切除过

程同对照组)完成后ꎬ移植角膜缘干细胞ꎬ取结膜缘、
角膜缘交界的植片(宽度 ３ ~ ４ｍｍꎬ长度不超过 １ / ４ 角

膜缘周ꎬ植片较植床需要长 １ｍｍ 左右)ꎬ植片对准切除

处角膜缘ꎬ进行缝合与固定ꎬ抗生素眼膏涂抹眼部ꎬ单
眼加压包扎ꎬ术后 １ｄ 开始换药ꎬ１ 次 / ｄꎬ连续 ３ｄ 之后

每隔 ３ｄ 换药一次ꎬ并坚持无菌操作ꎬ以左氧氟沙星滴

眼液、普拉洛芬滴眼液滴眼ꎬ３ 次 / ｄꎬ直至角膜上皮完

全愈合ꎮ 术后依据患者恢复情况拆线ꎮ
１.３　 观察指标:①记录治疗前、治疗后 ４ 周、治疗后 ８
周 Ｓｈｉｒｍｅｒ 试验(ＳＩＴ)、角结膜荧光素染色(ＣＦＳ)、眼表

疾病指数(ＯＳＤＩ)、泪膜破裂时间(ＢＵＴ)ꎬＳＩＴ 试验正常

值在 １０~２５ｍｍꎬ<１０ｍｍ 为异常ꎬＣＦＳ 评分分 ０~１２ 分ꎬ
≥１ 分提示角膜上皮细胞损伤ꎬＯＳＤＩ 共 １００ 分ꎬ得分

越高症状越严重ꎬＢＵＴ 重测 ３ 次取均值ꎻ②采用泪液羊

齿状物试验评估治疗后 １２ 周泪膜功能ꎬ正常:Ⅰ级 ~
Ⅱ级ꎬ异常:Ⅲ级~Ⅳ级ꎻ③以视力表、电脑验光仪检查

裸眼视力 (ＵＣＶＡ)ꎬ角膜曲率仪测定角膜散光度

(ＣＶＤ)ꎬ术后 １ 周复查一次ꎬ检测 ２ 次取平均值ꎬ由同

一医护人员进行详细记录ꎻ④记录并发症、复发率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处理数据ꎬ泪膜

功能分级、并发症发生率、复发率等计数资料以％表

示ꎬ采取 χ２ 检验ꎬ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

验ꎬ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ꎬ行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

析及 ＬＳＤ－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有统计学差异ꎮ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泪膜稳定性比较:治疗后 ４ 周两组 ＳＩＴ、ＢＵＴ
均低于治疗前ꎬ而 ＣＦＳ、ＯＳＤＩ 评分高于治疗前(Ｐ <０.
０５)ꎬ治疗后 ８ 周两组 ＳＩＴ、ＢＵＴ、ＣＦＳ、ＯＳＤＩ 评分均恢复

至治疗前水平(Ｐ>０.０５)ꎬ且观察组治疗后 ４ 周上述指

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两组患眼泪膜功能分级比较:两组治疗后 １２ 周

患眼泪膜功能分级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ꎬ且观察组

Ⅰ~Ⅱ级比例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两组视力比较:治疗后 ４ 周、８ 周、１２ 周两组 ＵＣ￣
ＶＡ 升高ꎬＣＡＤ 下降(Ｐ<０.０５)ꎬ但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

性(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观察组治疗后 １２ 周并

发症发生率 ４.７７％(眼部异物感、干涩感各 １ 例ꎬ２ / ４２)
较对照组 １９.０５％(眼部异物感、干涩感各 ３ 例ꎬ主观不

适 ２ 例ꎬ８ / ４２)低(χ２ ＝ ４.０８７ꎬＰ<０.０５)ꎮ
２.５　 两组复发率比较:观察组治疗后 １２ 周复发率 ２.
３８％(１ / ４２)低于对照组 １６.６７％(７ / ４２ꎬχ２ ＝ ４.９７４ꎬＰ <
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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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两组泪膜稳定性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４ 周 治疗后 ８ 周 Ｆ Ｐ

ＳＩＴ(ｍｍ / ５ｍｉｎ) 观察组 １１.２１±１.２７ １０.４５±１.１６∗＃ １１.４２±１.２５
Ｆ交互 ＝ ８９. １５７ꎬＦ组间 ＝

１４.２６７ꎬＦ时点 ＝ ３９.４４２

Ｐ交互 ＝ ０.０００ꎬＰ组间 ＝ ０.

０００ꎬＰ时点 ＝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１１.２４±１.２６ ９.５９±１.０８∗ １１.４０±１.２７

ＣＦＳ(分) 观察组 １.３９±０.１８ １.４８±０.１２∗＃ １.４０±０.１４
Ｆ交互 ＝ ７.４６３ꎬＦ组间 ＝ ６.

１１７ꎬＦ时点 ＝ ２６.４８２

Ｐ交互 ＝ ０.００４ꎬＰ组间 ＝ ０.

０１０ꎬＰ时点 ＝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１.４０±０.１５ １.５６±０.１１∗ １.４１±０.１５

ＯＳＤＩ(分) 观察组 １２.４７±１.３５ １４.４９±１.５０∗＃ １１.９６±１.１２
Ｆ交互 ＝ １５. ４１２ꎬＦ组间 ＝

２７.６３９ꎬＦ时点 ＝ １４.８８３

Ｐ交互 ＝ ０.０００ꎬＰ组间 ＝ ０.

０００ꎬＰ时点 ＝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１２.４４±１.３６ １６.５３±１.７８∗ １２.１３±１.３３

ＢＵＴ(ｓ) 观察组 １１.７５±１.２９ ８.２１±０.１２∗＃ １１.４７±１.１７
Ｆ交互 ＝ ８. ６９５ꎬ Ｆ组间 ＝

１０.７７３ꎬＦ时点 ＝ ２５.９４６

Ｐ交互 ＝ ０.００１ꎬＰ组间 ＝ ０.

０００ꎬＰ时点 ＝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１１.７６±１.２３ ９.６２±０.９８∗ １１.８０±１.２９

　 　 与治疗前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表 ２　 两组患眼泪膜功能分级比较(ｎ)

组别 患眼数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Ⅰ~Ⅱ级比例(％)

观察组 ５６ ２７ １７ ８ ４ ７８.５７

对照组 ５４ １３ １６ １６ ９ ５３.７０

Ｕ / χ２ ９.２３３ ７.６１６

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表 ３　 两组视力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４ 周 治疗后 ８ 周 治疗 ８ 周 Ｆ Ｐ

ＵＣＶＡ 观察组 ０.４３±０.０５ ０.４８±０.０５∗ ０.６４±０.０７∗ ０.７６±０.０８∗
Ｆ交互 ＝ ３０. １５９ꎬＦ组间 ＝

８.７７４ꎬＦ时点 ＝ ２０.１３６

Ｐ交互 ＝ ０.０００ꎬＰ组间 ＝ ０.

０００ꎬＰ时点 ＝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０.４２±０.０４ ０.４９±０.０５∗ ０.６２±０.０９∗ ０.７８±０.０９∗

ＣＡＤ(Ｄ) 观察组 ２.６５±０.２８ ２.１７±０.２３∗ １.２６±０.１４∗ ０.９８±０.１０∗
Ｆ交互 ＝ ７. ５９３ꎬ Ｆ组间 ＝

１０.１２４ꎬＦ时点 ＝ ２６.１７８

Ｐ交互 ＝ ０.００３ꎬＰ组间 ＝ ０.

０００ꎬＰ时点 ＝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２.６６±０.２７ ２.１４±０.２２∗ １.２３±０.１３∗ ０.９７±０.１１∗

　 　 与治疗前比较ꎬ∗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翼状胬肉为增生性、炎症性、侵入性眼科常见

病[３]ꎬ手术切除仍无法根治ꎬ术中修复改变了角膜形

态ꎬ术后遗留较大角膜创面ꎬ对术后视力恢复有一定影

响ꎬ其复发问题在临床上仍较突出ꎮ 近期研究发现角

膜缘干细胞缺乏是翼状胬肉病变与复发的影响因

素[４]ꎮ 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技术通过将自体正常组

织处健康角膜缘干细胞填补在病变缺损区ꎬ使角膜缘

屏障功能重建ꎬ减少胬肉复发ꎬ是翼状胬肉领域一大热

点ꎮ
ＳＩＴ 试验可推测水样性泪液分泌量ꎬＢＵＴ 反映泪

膜稳定性ꎬ评估泪膜功能ꎬＣＦＳ 评分可评估角膜上皮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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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损伤程度ꎬ而 ＯＳＤＩ 评分反映眼表疾病程度ꎮ 本研究

显示ꎬ治疗后 ４ 周两组的 ＳＩＴ、ＢＵＴ 均低于治疗前ꎬ而
ＣＦＳ、ＯＳＤＩ 评分高于治疗前ꎬ与符郁等[５]报道的结果相

似ꎬ推测与翼状胬肉切除术损伤眼表上皮功能ꎬ导致黏

蛋白分泌不足ꎬ引起术后早期手术应激ꎬ加上术后用药

等延缓眼表恢复有关ꎬ而观察组在治疗后 ４ 周 ＳＩＴ、
ＢＵＴ、ＣＦＳ、ＯＳＤＩ 评分优于对照组ꎬ表明翼状胬肉切除

术、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对老年翼状胬肉患者泪膜

稳定性的影响小于单纯翼状胬肉切除ꎬ可能是因为移

植的角膜缘干细胞分化为角膜缘上皮细胞ꎬ从而加速

术后早期角膜上皮恢复ꎮ 在术后 ８ 周两组上述指标均

恢复至治疗前水平ꎬ说明在术后翼状胬肉患者的泪膜

稳定性会逐渐恢复ꎬ预后可观ꎮ 两组治疗后 １２ 周患眼

泪膜功能分级差异有显著性ꎬ且观察组Ⅰ~ Ⅱ级占比

较对照组高ꎬ说明观察组泪膜功能恢复较对照组更快ꎮ
角膜缘基底上皮层周围存在较多有着再生、更新作用

及细胞分裂与增生潜能的干细胞ꎬ可促进角膜上组织

再生[６]ꎮ 因而两种手术联合能有效促进眼表结构恢

复ꎬ使眼表黏液分泌量增多ꎬ继而提高泪膜功能ꎮ
胬肉侵入角膜基层可引起造成角膜形态变化ꎬ引

起散光ꎬ本研究显示ꎬ治疗后 ４ 周、８ 周、１２ 周两组 ＵＣ￣
ＶＡ 升高ꎬＣＡＤ 下降ꎬ与既往孔玉红等[７] 的研究结果一

致ꎬ说明翼状胬肉的切除使之对瞳孔遮挡作用减小ꎬ散
光度下降ꎬ两种术式均可有效解除对角膜组织牵拉、压
迫ꎬ促进角膜面规则化ꎬ使 ＵＣＶＡ 逐渐恢复ꎬＣＡＤ 下

降ꎬ但尚未发现两组间 ＵＣＶＡ、ＣＡＤ 的差异ꎬ可能是因

为术后早期角膜尚未恢复完全ꎬ其屈光状态及形态尚

未稳定ꎬ而在术后 ８ 周趋于稳定ꎮ
本研究也显示ꎬ观察组治疗后 １２ 周并发症发生

率、复发率低于对照组ꎬ证实联合方案有术后并发症

少、复发风险低等优势ꎬ移植的自体角膜缘干细胞可分

化、增生为正常角膜上皮细胞ꎬ提高病灶处干细胞数

量ꎬ在角膜与结膜间形成“栅栏”ꎬ发挥屏障作用ꎬ恢复

眼表的完整性ꎬ并防止结膜上皮、新生血管入侵角膜ꎬ
有助于角膜修复ꎬ降低复发率、并发症发生率ꎬ同时该

方法取材便捷ꎬ无免疫排斥反应ꎮ
手术技巧对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效果尤为重

要ꎬ需注意以下几项:①术前患者胬肉应处于静止状

态ꎬ术中与取干细胞植片时注射麻药应从胬肉顶部球

结膜下向体部刺入ꎻ②角膜上的胬肉应尽量去除ꎬ但注

意保护角膜组织ꎬ避免引起溃疡而使胬肉复发ꎻ③对巩

膜上出血的粗大血管适当灼烧ꎬ选择的植片应数量足

够、大于创面ꎬ便于铺盖与裁剪ꎮ
综上所述ꎬ老年翼状胬肉患者采用翼状胬肉切除

术联合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效果较好ꎬ对泪膜稳

定性影响小ꎬ术后视力恢复快ꎬ并发症与复发风险低ꎬ
可进一步在临床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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噻托溴铵联合信必可都保治疗对慢阻肺患者

肺功能和运动耐量及不良反应的影响
刘　 斌ꎬ　 冉献贵ꎬ　 邢青峰ꎬ　 徐琳琳

(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ꎬ　 安徽　 阜阳　 ２３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噻托溴铵联合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入剂(商品名:信必可都保)治疗对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患者肺功能、运动耐量及不良反应的影响ꎮ 方法:遴选 １１８ 例 ＣＯＰＤ 急性加重期

患者进行随机分组(观察组ꎬｎ＝ ５９ 例ꎻ对照组ꎬｎ＝ ５９ 例)ꎬ均行常规对症治疗ꎬ对照组给予噻托溴铵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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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安徽省卫生厅资助基金项目ꎬ(编号: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７６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