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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Corneal neovascularization(CNV)is a long—lasting problem in clinic，and it is a major factor 

leading to blindness．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human amniotic homogenate on corneal neovascularization in 

rabbits． M ethods Intermediate CNV model was induced by putting the 1 mol／L NaOH filter in the central cornea for 1 minute 

and identified on the Hughes’s grade in 60 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and 3 normal 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 were as control 

group．Sixty model rabbi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four groups．The protein level in human amniotic homogenate was determined 

by Bradford method．50，200 and 400 t~g／mL amniotic supernatant was topically used for 6 times daily in model eyes of group B， 

C，D separately，and PBS was topically used at the same way in normal eyes and model eyes of group A．The area of CNV was 

calculated by computer image analysis system at 1，3，5，7，14 and 28 days．Three rabbits of every group were killed at 1，5，7，14 

and 28 days for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under the light microscope．Polymorphonuelear leukocyte(PMNL)，capillary vessels 

and the expression of VEGF in corneas were detected with computer image analysis system． Results Areas of the CNV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ime in PBS group．However，the CNV area was smaller after different dose of amniotic supernatant 

treated，show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upon the drug dose and time(P<0．01)．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seen 

in capillary vessels number，PMNL infiltration and VEGF expression in cornea between l，5，7，14 and 28 days groups(P<0．01)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400 Ixg／mL amniotic supernatant group．A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VEGF 

expression and PMNL infiltration(r=0．861，P<0．01)or between VEGF expression and the number of capillary vessel(r= 

0．656．P<0．O1)． Conclusion Supernatant of flesh homogenized amnion can inhibit and restrain the growth of corneal new 

blood vessel through inhibition of PMNL releasing VEGF，and the suppression effect is stronger in the dose of 400 txg／mL． 

Key words amniotic membrane； akali burn； corneal neovascularization；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p0lym0 ph0nuclear leukocyte 

摘要 目的 观察人羊膜匀浆上清液对家兔角膜新生血管(CNV)的抑制作用 。 方法 63只新西兰 白兔 随机选取 

3只作为正常对照组，余60只制作双眼碱烧伤模型，随机分为 4个组：A组为碱烧伤对照组滴用 PBS液，B、c、D组为实 

验组分别滴用50、200、400 g／mL的羊膜匀浆上清液。术后 1、5、7、14、28 d每组分别随机处死 3只兔子，行组织病理学 

检查 ，测量微血管数量 、多形核 白细胞 (PMNL)含量 、血管 内皮生长 因子 (VEGF)的表达量。 结果 碱烧伤 1、5、7、l4、28 d 

各时间点 CNV的生长面积、微血管计数 、PMNL浸润、VEGF的表达 4个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O1)，其中 D组均 

数最小。VEGF、PMNL、微血管计数三者呈 正相关 (P<0．01)。 结论 羊膜匀浆上清 液有 减轻角膜血管化的作用 ，呈质 

量浓度依赖性，质量浓度达到 400 Ixg／mL时抑制作用显著增强。 

关键词 羊膜 ；碱烧伤 ；角膜新生血管 ；血管 内皮生长 因子 ；多形核 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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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新生血管(corneal neovascularization，CNV)常 

见 于角膜炎 、角膜化学烧伤等疾病 。CNV能破坏角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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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微环境 ，从而破坏眼前节生理免疫赦免状态，亦是 

角膜移植术后发生排斥 反应的高危因素⋯。 目前虽 

有多种治疗方法 ，但效果均不理想。近年来羊膜移植 

在眼表烧伤方面应用的研究 日益受到重视 ，但羊膜匀 

浆上清液对碱烧伤治疗的研究报道甚少。 



1 材 料 与 方 法

1 ． 1 材 料

1 ． 1 ． 1 实 验 动 物 及 分 组 健 康 成 年 新 西 兰 白兔 6 3 只

( 山 西 医 科 大 学 动 物 中 心 提 供 ) ， 雄 性 ， 体 重 2 ～ 3 k g ，

选 取 6 0 只 制 作 双 眼 碱 烧 伤 模 型 ， 其 余 3 只 作 为 正 常 对

照 组 。 采 用 抽 签 法 将 其 随 机 分 为 A
、

B 、 c
、

D 组 ， 每 组

1 5 只 。 A 组 为 碱 烧 伤 对 照 组 ，
B

、
C

、
D 组 为 实 验 组 。

1 ． 1 ． 2 主 要 试 剂 E l i v i t i o n
。”

p l u s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

盒 、 酶 标 羊 抗 鼠／兔 聚 合 物 D A B 显 色 液 ( 福 建 迈 新 生 物

技 术 开 发 公 司 ) ， 鼠／兔 抗 人 血 管 内 皮 生 长 因 子

( v a s c u l a r e n d o t h e l i a l f a c t o r
，

V E G F ) 多 克 隆 抗 体 ( 美 国

L a b v i s i o n 公 司 ) 。

1 ． 2 方 法

1 ． 2 ． 1 动 物 模 型 的 建 立 采 用 碱 烧 伤 的 方 法 建 立 兔

C N V 模 型 ， 并 依 据 H u g h e s 分 度 法
旧 。

确 认 为 中 度 。

1 ． 2 ． 2 测 定 羊 膜 匀 浆 上 清 液 蛋 白 含 量 制 备 羊 膜 匀

浆 上 清 液
¨ 。

， 采 用 B r a d f o r d 法
M 。

测 定 羊 膜 匀 浆 上 清 液

光 密 度 值 ， 根 据 标 准 曲 线 得 出 方 程 式 计 算 蛋 白 质 量 浓

度 ( 近 似 8 0 0 m g ／L ) 。

1 ． 2 ． 3 C N V 的 动 态 定 量 分 析 碱 烧 伤 前 3 d 所 有 实 验

兔 双 眼 给 予 泰 利 必 妥 滴 眼 液 点 眼 ， 每 日 2 次 。 裂 隙 灯 检

查 排 除 眼 部 病 变 。 碱 烧 伤 后 即 刻 分 别 给 予 B
、 C

、
D 组 各

5 0
、

2 0 0
、

4 0 0 ~ g ／m L 羊 膜 匀 浆 上 清 液 点 眼 ， 每 日 6 次 ， 每

次 2 滴 ；A 组 和 正 常 对 照 组 均 给 予 P B S 液 点 眼 ， 每 日 6

次 ， 每 次 2 滴 。 所 有 兔 同 时 给 予 泰 利 必 妥 滴 眼 液 点 眼 预

防感 染 ， 每 日 4 次 。 烧 伤 后 2 4 h 裂 隙 灯 下 观 察 新 生 血 管

长 度 、 数 目 、 累 及 角 膜 范 围 ， 分 别 于 术 后 1
、

3
、

5
、

7
、

1 4
、

2 8 d

行 兔 双 眼 照 相 ， 记 录 C N V 长 度 并 计 算 面 积 。 长 度 计 算 ：

以 连 续 弯 曲 度 小 、
C N V 朝 向 角 膜 混 浊 中 心 生 长 的 最 长

血 管 为 准 ， 并 计 算 C N V 面 积 ， 计 算 公 式 见 文 献 [ 5 ] 。

1 ． 2 ． 4 组 织 病 理 学 检 查 分 别 于 术 后 1
、

5
、

7
、

14
、

2 8 d

每 组 随 机 处 死 3 只 白兔 ， 无 菌 条 件 下 取 带 2 m m 宽 巩 膜

的兔 角 膜 组 织 ( 一 分 为 二 ， 分 别 做 苏 木 精 一 伊 红 染 色 和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 ) ，
10 ％ 甲 醛 固

定 ， 常 规 石 蜡 包 埋 ， 垂 直 于 角 膜 表 面

连 续 切 片 ， 厚 约 5 “m 。 采 用

E l i v i t i o n
⋯

p l u s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

盒 进 行 染 色 。 其 中 一 抗 为 鼠／兔 抗

人 V E G F 多 克 隆 抗 体 ， 染 色 过 程 中

加 入 内 源 性 过 氧 化 酶 阻 断 剂 ，
二 抗

为 酶 标 羊 抗 鼠／兔 聚 合 物 D A B 显

色 液 ， 阳 性 显 色 为 棕 褐 色 ；每 次 染

色 均 用 P B S 代 替 一 抗 作 为 阴 性 对

照 。 利 用 I m a g e — P r o P l u s 5 ． 0 图 像 分 析 系 统 对 苏 木 精

一 伊 红 染 色 切 片 行 微 血 管 计 数 及 多 形 核 白 细 胞

( p o l y m o r p h o n u c k a r l e u k o c y t e
，

P M N L ) 计 数 ， 对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 切 片 行 V E G F 积 分 吸 光 度 值 测 量 。 规 定 细

胞 浆 黄 色 为 ( + ) ， 棕 色 为 ( + + ) ， 棕 黑 色 为 ( + + + ) 。

1 ． 3 统 计 学 方 法

计 量 资 料 所 有 数 据 均 以 x ± S 表 示 ， 采 用 S P S S

1 3 ． 0 统 计 学 软 件 对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学 处 理 。 对 各 组 、 各

时 间 点 微 血 管 计 数 、
P M N L 计 数 及 V E G F 积 分 吸 光 度

值 的 总 体 差 异 进 行 方 差 分 析 ， 采 用 S N K —

q 检 验 进 行 组

间 两 两 比 较 ， 对 微 血 管 计 数 与 P M N L 计 数 进 行 相 关 分

析 。
P < 0 ． 0 5 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2 结 果

2 ． 1 裂 隙 灯 观 察 结 果

正 常 对 照 组 角 膜 透 明 ， 表 面 光 滑 ( 图 1 ) 。 A 组 碱

烧 伤 1 d 时 可 见 损 伤 区 角 膜 上 皮 高 度 水 肿 ， 角 膜 缘 重

度 睫 状 充 血 ；3 d 时 可 见 角 膜 缘 处 有 新 生 血 管 芽 呈 毛 刷

状 伸 入 透 明 角 膜 区 ，
1 4 d 时 C N V 累 及 范 围 > 3 ／4 象

限 ， 交 织 成 网 状 ( 图 2 ) ，
2 8 d 时 ，

C N V 逐 渐 退 化 。 D 组

C N V 出 现 时 间 最 早 为 6 d
，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1 ) ；B 组 、 C 组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实 验 组 碱 烧 伤 1 d 时 角 膜 损 伤

程 度 较 轻 ；1 4 d 时 血 管 管 径 较 细 、 分 布 稀 疏 ， 累 及 范 围

< 3 ／4
， 其 中 D 组 C N V 累 及 范 围 < 1 ／2 象 限 ( 图 3 ) ；

2 8 d 时 ， 大 部 分 毛 细 血 管 已 退 化 ， 仅 剩 成 熟 血 管 。 C N V

面 积 在 各 个 时 间 点 4 个 组 间 比 较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各 组 均 数 比较 D 组 C N V 面 积 最 小 ( 表 1 ) 。

2 ． 2 病 理 组 织 切 片 观 察 及 微 血 管 计 数 、
P M N L 计 数

正 常 对 照 组 角 膜 各 层 排 列 规 则 ( 图 4 ) 。 A 组 碱 烧

伤 1 d 时 ， 上 皮 层 缺 失 ， 无 C N V
， 有 散 在 P M N L ；5 d 时 ，

上 皮 层 仍 未 修 复 ， 基 质 层 胶 原 纤 维 断 裂 溶 解 ， 可 见 大 量

C N V
， 管 腔 小 ， 腔 内 无 红 细 胞 ， 其 周 围 P M N L 浸 润 明 显

增 多 ；1 4 d 时 ， 单 层 角 膜 上 皮 细 胞 排 列 疏 松 、 紊 乱 ， 全 基

图 1 正 常 对 照 组 图 2 对 照 组 碱 烧 伤 1 4 d
， 大 量 C N V 深 入 角 膜 中 央 ， 累 及 整 个 角 膜 缘 ( x 1 6 )

图 3 4 0 0 tz g ／m L 羊 膜 匀 浆 上 清 液 组 C N V 进 一 步 减 少 ， 腔 小 、 径 细 ， 累及 范 围 < 1 ／2

F i g � I N o r m a l c o n t r o l g r o u p F i g ． 2 A t d a y 1 4 a f t e r a l k a l i b u r n ． 10 t s o f n e w b l o o d v e s s e l s w e r e

o b s e r v e d i n t h e c e n t e r o f c o r n e a i n P B S g r o u p ( × 1 6 ) F i g ． 3 A t d a y 1 4 a f t e r a l k a l i b u r n ． C N V w a s

o b v i o u s l y d e c r e a s e d w i t h fi n e r c h a n n e l i n < 1 ／2 l i m b u s i n 4 0 0 ¨g／m L a m n i o t i c s u p e r n a t a n t g r o u p (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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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 同羊膜匀 浆上 清液组 与对 照组 C N V 的比较 ( ；± s
，

m m
。

) 表 2 不同羊膜匀浆上清液组与对照组微血管计数均数的比较(；± s
，支／视野)

T a b l e 1 Co m p a r i s o n o f t h e C N V i n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g r o u p s

a n d c o n t r o l g r o u p ( x ± 5
，

m m
。

)

F
g ⋯ p

= 3 1 6 2 ．
4 1

，
P < 0 ． 0 l ；F

。 。
= 1 1 1 4 5 ． 0 5

，
P < 0 0 1 ；

。

P < 0 ． 0 1 口。

r e s p e c t i v e P B S g r o u p ．

‘
P < 0 ． 0 1 v s r e s p e c t i v e 5 d a y s v a l u e ．

。

P < 0 ． 0 1 w

r e s p e c t i v e 1 4 d a y s v a l u e g r o u p ( T w o — w a y A N O V A
， S N K -

q t e s t )

A M ：a m n i o t i c h o m o g e n a t e s u p e r n a t a n t

质 层 大 量 P M N L 浸 润 ，
C N V 管 腔 扩 大 ， 管 腔 内 有 成 熟

红 细 胞 ( 图 5 ) ；2 8 d 时 ， 上 皮 细 胞 增 至 4 ～ 5 层 ， 仍 排 列

紊 乱 ，
P M N L 浸 润 轻 微 ， 残 留 大 量 成 熟 血 管 。 实 验 组 碱

烧 伤 1 d 时 ， 上 皮 部 分 缺 失 ， 未 见 C N V 及 明 显 P M N L 浸

润 ；5 d 时 ， 上 皮 层 基 本 愈 合 ， 排 列 尚 整 齐 ，
B 组 、

C 组 浅

基 质 层 有 散 在 炎 性 细 胞 浸 润 ， 周 围 可 见 C N V ，
D 组

P M N L 浸 润 较 轻 ， 未 见 C N V ；1 4 d 时 ，
P M N L 浸 润 较 5 d

时 均 有 所 增 加 ( 图 6 ) ；2 8 d 时 ，
C N V 基 本 退 化 ，

D 组

C N V 最 少 、 上 皮 细 胞 排 列 最 接 近 正 常 、 基 质 排 列 更 整

齐 、 增 生 不 明 显 。 微 血 管 计 数 、
P M N L 计 数 各 个 时 间 点

各 组 比 较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1 ) 。 D 组 微 血

管 密 度 最 低 、
P M N L 浸 润 最 轻 。 微 血 管 计 数 与 P M N L

计 数 呈 正 相 关 ( r ： 0 ． 8 3 5
，

P < 0 ． 0 1 ) ( 表 2
，

3 ) 。

2 ． 3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 检 测 V E G F 的 表 达

正 常 对 照 组 兔 角 膜 上 皮 细 胞 染 色 阳 性 。 碱 烧 伤 1

d 时 ，
A 组 角 膜 缘 处 散 在 的 炎 性 细 胞 胞 浆 内 V E G F 阳

性 染 色 积 分 吸 光 度 值 较 低 ；实 验 组 未 见 V E G F 染 色 阳

性 。 5 d 时 ， 阳 性 表 达 向 角 膜 中 央 及 基 质 层 延 伸 ， 在 浅

基 质 层 、 角 膜 缘 及 新 生 血 管 内皮 细 胞 ，
A 组 V E G F 阳 性

染 色 积 分 吸 光 度 值 明 显 增 加 ；B 组 、
c 组 染 色 ( + ) ；D

组 染 色 ( 一 ) 。
1 4 d 时 ，

A 组 V E G F

分 布 于 整 个 血 管 化 的 角 膜 ， 阳 性 染

色 ( + + + ) ；B 组 、 C 组 染 色 ( + + ) ；

D 组 染 色 ( + ) 。
2 8 d 时 ，

A 组 及 实

验 组 V E G F 表 达 均 减 弱 。 V E G F

积 分 光 密 度 值 ， 各 个 时 间 点 4 个 组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 各 组 均 数 比 较 D 组 V E G F

表 达 最 少 ( 表 4 ) 。 V E G F 积 分 吸

光 度 值 与 P M N L 计 数 呈 正 相 关 ( r

= 0 ． 8 6 1
，

P < 0 ． 0 1 ) ，
V E G F 与 微 血

管计 数 呈 正 相 关 ( r = 0 ． 6 5 6
，

P <

0 ． 0 1 ) 。

T a bl e 2 Co m p a r i s o n o f th e c a p i
—

l l a r y V e s s e Is in e x p e r im e n t a l g r o u p s a n d

c o n t r o l g r o u p ( z ± s ， br a n c h e s ／fi e ld )

F
m 。 p

： 6 3 ． 9 2
，

P < 0 ． 0 1 ； F
。 ，。

： 4 0 4 ． 5 5 1
，

P < 0 ． 0 l ；
。

P < 0 ． O l 口s

r e s p e c t i v e P B S g r o u p ，

‘
P < 0 ． 0 1 '

0 3 r e s p e c t i v e 5 d a y s v a l u e ．

’

P < 0 ． O l 口s

r e s p e c t i v e 1 4 d a y s v a l u e ( T w o — w a y A N O V A
， S N K —

q t e s t )

A M ：a m n i o t i c h o m o g e n a t e s u p e r n a t a n t

表 3 不同羊膜匀浆上清液组与对照组 P M NL 计数均数的比较(x ± s
， 个／视野)

Ta bi e 3 Co m p a r i s 。n o f th e P
—

MNL i n e x p e r im e n ta l g r o u P s a n d

c o n t r o l g r o u p ( z ± s
，

c e ll s ／f ie ld )

F
B ⋯ p

= 1 0 8 0 ． 2 9
，

P < 0 ． 0 1 ；F
【J m 。

= 1 5 1 6 ． 9 7 3
，

P < 0 ． 0 l ；
。

P ( 0 ． 0 1 口s

r e s p e c t i v e P B S g r o u p ，

‘
Jp < 0 ． 0 1 口s r e s p e c t i v e 5 d a y s v a l u e ．

’

P < 0 ． 0 1 口s

r e s p e c t i v e 7 d a y s v a l u e
，

’
P < 0 ． 0 1 v s r e s p e c t i v e 1 4 d a y s v a l u e ( T w o ． w a y

A N O V A
，

S N K -

q t e s t )

A M ：a n m i o t i c h o m o g e n a t e s u p e r n a t a n t

3 讨 论

角 膜 内无 血 管 是 维 持 角 膜 透 明 和 角 膜 免 疫 赦 免 的

必 要 条 件 ， 缺 氧 、 炎 症 、 感 染 及 外 伤 等 均 可 诱 发 C N V 。

V E G F 有 很 强 的 促 进 血 管 内 皮 细 胞 分 裂 、 增 生 、 迁 移 和

增 强 血 管 通 透 性 的 作 用 ， 通 过 介 导 单 核 细 胞 、 血 管 平 滑

肌 细 胞 趋 化 以 及 转 化 生 长 因 子 B ， 参 与 调 控 C N V 的 形

成 ；并 且 V E G F 受 体 广 泛 存 在 于 血 管 内皮 细 胞 中 ， 其 他

因 子 的 促 血 管 生 成 作 用 是 全 部 或 部 分 通 过 V E G F 的 作

图 4 正 常 对 照 组 1 4 d
， 无 C N V 及 P M N L 浸 润 ( H E × 1 0 0 ) 图 5 碱 烧 伤 对 照 组 1 4 d ， 大 量 C N V

．

腔 大 、 壁 厚 ， 内 有 红 细 胞 ( 粗 箭 头 ) ， 全 基 质 层 大 量 P M N L 浸 润 ( 细 箭 头 ) ( H E × 1 0 0 ) 图 6 4 0 0

tx g ／m L 羊 膜 匀 浆 上 清 液 组 碱 烧 伤 1 4 d ． C N V 进 一 步 减 少 ( 粗 箭 头 ) ，
P M N L 浸 润 进 一 步 减 少 ( 细 箭

头 ) ( H E × 1 0 0 )

F i g ． 4 T h e r e w a s n o C N V a n d P M N L i n f i l t r a t i o n a t d a y 1 4 i n n o r m a l c o n t r o l g r o u p ( H E × 1 0 0 ) F i g ． 5

L o t s o f n e o v a s c u l a r i z a t i o n w i t h b i g g e r c h a n n e l
，

t h i c k e r w a l l
，

r e d c e l l s ( t h i c k a r r o w ) a n d m a s s i v e P M N L

i n f i l t r a t i o n c o u l d b e s e e n i n w h o l e c o r n e a l s t r o m a ( t h i n a r r o w ) a t d a y 1 4 i n c o n t r o l g r o u p f H E × 1 0 0 1

F i g ． 6 T h e r e w e r e m u c h l e s s C N V ( t h i c k a r r o w ) a n d m u c h l e s s P M N L i n f i l t r a t i o n ( t h i n a r r o w ) a t d a v

1 4 i n 4 0 0 ~ g ／m L a m n i o t i c s u p e r n a t a n t g r o u p ( H E x 1 0 0 )



表 4 不 同羊膜匀浆上 清液组与对照组 VEGF 

积分 光密 度值 的比较 (x±s) 

Table 4 OD value of VEGF in experimental 

groups and control group(x±s) 

F 
p

= 606．52，P < 0．O1；F ～ = 22182．91，P <0．O1； P <0．01 US 

respective PBS group． P <0．Ol w respective 1 day value．‘P < 0．01 VS 

respective 5 days value． P <0．01／iS respective 7 days value．。P <0．O1 s 

respective 14 days value(Two—way ANOVA，SNK—g test) 

AM ：amniotic homogenate supematant 

用得以实现的 。近年来 ，国内外对 CNV的治疗在药 

物治疗、基因治疗、光动力疗法、同位素疗法、眼表重建 

术等方面做了大量 的研究 ，但效果仍不理想H。 。 

羊膜薄而半透 明，无血管及神经 ，其对角膜完全不 

引起免疫反应 ，可以看作免疫赦免组织。其本身可 以 

表达多种生长因子促进上皮生长 ；含有多种新生血管 

抑制因子 ，并可以表达多种抗血管形成和抗炎蛋 白，如 

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  ̈和血小板反应蛋 白一1等 ， 

以抑制眼部炎症和新生血管形成。同时 ，羊膜还能抑 

制角膜细胞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 ，减少瘢痕形成 。 

目前临床上已将羊膜移植用于眼表重建 ，并 已取得较 

为满意的效果，但手术操作较为精细复杂，且部分患者 

需多次手术。我们将羊膜制成匀浆提取其上清液 ，观 

察其对 CNV的作用 ，此方法在国内少见报道。 

3．1 VEGF与 CNV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碱烧伤 14 d时新生血管 

处于增生期 ，碱烧伤 28 d为血管退行期 ，血管密度降 

低 、生长停滞 ，CNV的这种形态学变化与碱烧伤后 临 

床上根据眼部组织损伤程度和病变性质的分期基本一 

致 。对照组碱烧伤 14 d时角膜 VEGF表达量显著 

增加 ，并达顶峰，28 d时角膜 VEGF表达量显著下降， 

VEGF表达最初始于角巩膜 缘，逐渐 向角膜前 1／3基 

质及 全 角 膜基 质 发 展 ，与 CNV发 生 位 置 一 致 ，且 

VEGF大量表达 于 PMNL胞 浆，由此表 明 VEGF是一 

种重要的新 生血管形成 因子 ，其表达与 CNV密切相 

关。吴娟等 通过 建立大 鼠角膜 碱烧伤模型 ，证实 

VEGF表达与角膜炎性反应程度平行 ，推测 PMNL浸 

润可能是 CNV形成的关键因素，本实验中也观察到相 

同结果。本实验进一步发现角膜 VEGF的表达量，在 

对照组碱烧伤 1 d即显著升高，CNV到碱烧伤 4～5 d 

出现 ，推测 VEGF对 CNV的形成有一定的诱导作用。 

3．2 羊膜匀浆上清液与 CNV及 VEGF之间的关系 

我们观察到，PMNL浸润和 VEGF表达水平 同时 

下降，且 CNV的出现较晚、生长速度变慢 ，认 为羊膜匀 

浆上清液可能是通过抑制 PMNL释放 VEGF而抑制炎 

症性 CNV形成 ，与方林彬等 的研究结果一致。将 

羊膜匀浆上清液分成不同质量浓度治疗碱烧伤，发现 

当质量浓度为 50 g／mL时即可抑制炎症反应及 CNV 

形成 ，且随着质量浓度的增加抑制作用增强 ，当质量浓 

度为 400 txg／mL时可 以显著抑制 PMNL浸润 ，减少 

CNV面积 ，推迟 CNV出现。提示羊膜匀浆上清液 中 

活性物质确实具有抑制 CNV的作用 ，主要是通过抑制 

PMNL浸润及抑制 VEGF表达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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