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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psigargin防治兔眼后发性白内障的研究 

姬红培 吴 明星 

· 实 验 研 究 · 

Eeffcts of thapsigargin on developm ent of posterior capsule opacification in 

eyes of rabbit 

ji Hongpei，Wu Mingxing．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phthalmology，Zhongshan Ophthalmic Center，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 0060，China 

Abstract 0bjective To find a type of more enduable and effective drug to prevent posterior capsule opacification aKer 

cataract surgery is always a hot topic of ophthalmic studies．Thapsigargin was previously proved that it could induce len epithelial 

cells apoptosis in vitro．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thapsigargin on development of posterior capsule 

opacification f PCO)in rabbit eyes． Methods Extracapsular lens extraction was performed on 40 eyes from 2O 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Experimental rabbits were divided into thapsigargin group and balance salt solusion(BSS)group．0．3 p~mol／L 

thapsigargin was injected into the capsular bag of lens during the operation in 1 0 right eyes of group A，and the 1~xmol／L of 

thapsigargin was used in 10 right eyes of group B．The same volume of BBS with equivalent solvent was injected in the same way 

in the fellow eyes．The anterior segments and the capsule transparency were observed under the slit lamp at day 1，3，7，10，15，35 

after surgery，respectively．The intensity of central PCO was graded by Odrich’s method 35 days later．The eyeballs were 

enucleated for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Results The conjunctiva congestion，corneal edema and aqueous humour flare were 

dominant at early stage of operation in 1 tzmol／L thapsigargin group in comparison with 0．3 p,mol／L thapsigargin group and BSS 

group(P<0．05)．Grading of PCO was 1．385± 0．506 in 1 p~mol／L thapsigargin group and that in 0．3 p．mol／L thapsigargin 

group and low or high concentration BSS group was 1．889±0．601，2．111±0．782 or 2．538±0．660 respectively(P<0．05)． 

Soemme ring was~rmed in the periphery of rabbits lens in 35 days．Two layers of proliferation of lens epithelial cells were f0und 

under the light microscope in 0．3 txmol／L thapsigargin group and BSS group，and only monolayer proliferation on the posterior 

capsule was seen in the 1~mol／L thapsigargin group．No infiltr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was found in various groups，but a few 

of lens epithelial cells were on the posterior capsule． Conclusion 1 p~mol／L thapsigarigin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development of PCO in rabbit eyes but increase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 of ocular anterior segment，suggesting the more toxicity 

of thapsigarigin to ocular tissue． 

Key words posterior capsule opaeifiaction； apoptosis； lens epithelial cells； caspase 3；thapsigarigin 

摘 要 目的 探讨 thapsigargin(TG)对兔 眼后发性 白内障形成 的影响。 方法 所有兔眼均行 晶状体囊外摘 出术。 

术后实验组 (右眼 )晶状体囊袋内分别注入 0．1 mL TG(A组 ：0．3 p~mol／L；B组 ：1~mol／L)；对 侧眼(左 眼)注入含相 同溶 

剂的 BSS液。术后第 1、3、7、10、15、35 d应用裂隙灯显微镜观察眼前节的炎症反应及晶状体后囊膜混浊情况。术后第 

35 d，Odrich法评估 中央区后囊膜混浊程度 。摘除眼球行组织病理学检查 。 结果 1 txmol／L TG组兔眼后发性白内障的 

形成明显受到抑制，但存在明显的术后早期眼前节炎症反应(结膜充血、角膜水肿、前房混浊等)，于术后第 15 d左右消 

退。0．3~mol／L TG组眼炎症反应相对较轻，形成后发性白内障的时间较短，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所有兔眼均未发现明显 的炎性细胞 浸润 ，1 p~mol／L TG组兔 眼后囊膜区存在增生的晶状体上皮 

细胞(LECs)。 结论 高浓度 TG能够延缓兔眼后发性 白内障的发展 ，但早期炎症反应较重 ，毒性反应 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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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性白内障是白内障术后一种严重影响视功能 

的并发症之一。药物防治因对周 围组织如角膜 、葡萄 

膜 、视网膜细胞 的毒性作用而 至今无 突破性进展 ⋯。 

随着对细胞凋亡的研究深入 ，通过诱 导晶状体上皮细 

胞(1ens epithelial cells，LECs)凋亡而防治后发性 白内 

障的方法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研 究表 明，应用 

死亡 受 体 Fas的配 体 。 ，Bax、procaspase3凋 亡基 

因 一，单体榄香烯 (Ele) 等药物或者基因均能诱导 

LECs凋亡，但是绝大部分局 限于体外细胞研究，仅 

Malecaze等 将转染了 Bax或者 Caspase 3凋亡基 因 

的转染体系注入兔眼晶状体囊袋内 ，从动物体 内实验 

方面研究通过诱导 LECs凋亡来预防后发性 白内障方 

法 的可行性。但是细胞转染 过程存在提取、纯化 目的 

基 因，构建质体 ，转染等复杂 的操作步骤。为此 ，我们 

单纯性应用 thapsigargin(TG)，蓓萜 内脂化合 物，将其 

注入晶状体囊外摘 出术后的兔 眼晶状体囊袋内 ，研究 

其是否能诱导 LECs凋亡 ，从而达到预 防后 发性 白内 

障的 目的。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1．1．1 实验动物与分组 成年健康纯种的新西 兰家 

兔20只(中山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雌雄各半，体 

重 1．5～2．0 kg。经裂隙灯显微镜及直接检 眼镜检查 

无异常，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实验兔随机分为两组，每 

组 10只，取右眼为实验眼 ，左眼为对照眼。高浓度 TG 

组 (1 p~mol／L)，含 0．025％ DMSO 的 平 衡 盐 溶 液 

(balanced salt solution，BSS)。 低 浓 度 TG 组 

(0．3 p~mol／L)，含 0．007 5％ DMSO的 BSS。两组左眼 

注入含相同溶剂的 BSS液为对照组。 

1．1．2 主要试剂 TG、DMSO(美国 Sigma公 司)；BSS 

250 mL／瓶(美国爱尔康公司)；肝素钠(12 500 U／2 mL) 

(广州明兴制药 有限公 司 )；1 mg／mL盐酸 肾上腺 素 

(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10—0铲型针尼龙缝线 

(美 国爱尔康公 司)；SL一7F型裂隙灯显微镜 一照相机 、 

OMS一85型同轴光眼科手术显微镜(日本 TOPCON公司)。 

1．2 主要试剂配制 

1．2．1 前房灌注液配制 250 mL／瓶 BSS加肝素钠 

0．25 mL及盐酸肾上腺素 0．1 mg。 

1．2．2 TG溶液配制 TG储备液的配制：无菌条件下 

将 1 mg TG加入 384．2 txL DMSO溶解，配制成 4× 

10。nmol／L的储备液，避光保存。取 3 L储备液加 BSS 

至 12 mL，配成终浓度为 1 p,mol／L即 0．650 75 mg／mL 

的 TG溶液。取 0．9 L储备液加 BSS至 12 mL，配成 

终浓度为 0．3~mol／L即0．195 225 mg／mL的TG溶液。 

1．2．3 DMSO溶液配制 TG储备液溶于 DMSO中， 

因此对照 眼需含 相 同体积分 数 的 DMSO。DMSO取 

3 L，加 BSS至 12 mL，则终体积分数为 0．025％； 

DMSO取 0．9 IAL，加 BSS至 12mL，则终浓度为0．007 5％。 

1．3 实验方法 

1．3．1 手术方法 采用白内障囊外摘出术 ，手术均 由 

同一术者操作。术前 30 min复方托品酰胺滴 眼液散 

瞳 3次 。用盐酸氯胺酮和盐酸氯丙嗪混合液 (1：1)麻 

醉(1．5—2．0 mL／kg)，维持时间约 60 min，必要时追加 

1 mL麻醉剂。结膜囊 滴加 1％ 丁卡 因滴眼液 2次 ， 

0．1％升汞溶液及 生理盐水冲洗手术野及术眼。复方 

碘伏消毒 3次，铺无菌孔 巾，做以上穹隆为基底的结膜 

瓣约 120。，电灼止血后行角膜缘板层切开 ，l2点方位 

用 15。穿刺刀穿刺人前房，然后行开罐式破囊 ，直径约 

6 mm。继之用注水针头将 BSS液注于囊下进行水分 

离。切开前房 ，用角膜剪扩大切 口至 120。，采用压迫 

法将晶状体核及部分皮质压出，切口冲洗后用尼龙线 

缝合关闭，双腔针接 BSS注吸残留皮质。切 口再用缝 

线加 固至水密状态(6～8针 )，囊袋内注入 0．1 mL实 

验用药物 或者含相应溶剂 的 BSS液。术后每 日定 时 

喂养标准饲料，并观察兔全身及眼局部情况。眼局部 

结膜囊滴复方妥布毒素滴 眼液 ，每 日3次 ，晚上涂 1％ 

阿托品及复方妥布霉素眼膏 ，共 5 d。 

1．3．2 术后观察 术后第 1、3、7、10、15、35 d用 肉眼 

及裂隙灯显微镜观察 眼前节 ，直 接检眼镜观察 眼底 。 

详细记录结膜、角膜 、前房 、后囊膜、眼底情况。(1)结 

膜充血分为 0级 ：无充血；1级 ：轻度睫状充血 ，范围较 

局限 ；2级 ：中度睫状充血 ，范围较大 ，色泽较红 ；3级 ： 

重度睫状充血 ，范围广泛 ，色泽较深。(2)角膜水肿分 

为 0级 ：清晰透明；1级 ：线状混浊水肿，无或少后弹力 

层皱褶 ；2级 ：斑片状水肿 ，后弹力层明显皱褶 ，厚度增 

加 ；3级：弥漫性水肿混浊 ，大泡性角膜病变 ，厚度增加 

明显。(3)房水混浊分为 0级 ：房水清晰透明 ，Tyndall 

现象 (一)；1级 ：房水轻度混 浊，Tyndall现象(+)，较 

少／无纤维素渗 出；2级 ：房水 中度混浊 ，Tyndall现象 

(++)，明显 纤 维 素 性 渗 出；3级 ：房 水 重 度 混 浊 

Tyndall现象(+++)，大量的纤维素性渗出或前房积 

脓。(4)后囊膜混浊分为 0级 ：后囊膜透明，无混浊 ；1 

级 ：后囊膜轻度混浊 ，眼底能看清 ；2级 ：后囊膜 中度混 

浊，眼底部分模糊不清；3级：后囊膜明显混浊眼底窥 

不清或周边部环状皮质增生。 

1．3．3 病理标本的制作及观察 术后第 5周，白兔耳 

缘静脉注入过量空气将其处死后 ，立即摘除整个眼球， 



放 入 1 0 ％ 甲 醛 溶 液 中 固 定 2 4 h 。 沿 矢 状 面 垂 直 切 除

瞳 孔 缘 1 2 点 、 6 点 以 外 的 眼 组 织 ， 剩 余 标 本 包 括 角 膜 、

葡 萄 膜 、 晶 状 体 后 囊 膜 、 视 网 膜 及 视 神 经 等 。 乙 醇 逐 级

脱 水 ， 标 本 浸 蜡 3 h
， 石 蜡 包 埋 。 6 ¨ m 厚 连 续 切 片 ， 获

得 眼 球 断 面 的 完 整 切 片 。 常 规 苏 木 精 一 伊 红 染 色 ， 脱

水 ， 透 明 ， 中性 树 脂 封 片 ， 光 学 显 微 镜 下 观 察 。

1 ． 4 统 计 学 方 法

采 用 S P S S 1 3 ． 0 统 计 学 软 件 进 行 统 计 学 分 析 。 各

检 测 指 标 的 数 据 资 料 以 z ± s 表 示 。 对 术 后 两 组 间 结

膜 充 血 、 水 肿 和 前 房 混 浊 分 级 以 及 后 囊 膜 混 浊 分 级 采

用 双 尾 配 对 z 检 验 。 P < 0 ． 0 5 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2 结 果

低 浓 度 组 有 1 只 兔 不 明 原 因 死 亡 ，
1 只 兔 发 生 术

中后 囊 膜 破 裂 ；高 浓 度 组 1 只 兔 发 生 术 中 后 囊 膜 破 裂 ，

均 排 除 在 研 究 之 外 。

2 ． 1 术 后 眼 前 节 反 应

2 ． 1 ． 1 结 膜 充 血 术 后 前 3 d 高 浓 度 组 兔 眼 球 结 膜

大 多 数 为 中 度 至 重 度 混 合 充 血 ， 低 浓 度 组 及 对 照 组 眼

大 多 数 为 轻 度 至 中 度 混 合 充 血 。 低 浓 度 组 与 对 照 组

之 间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 但 高 浓 度

T G 组 较 低 浓 度 组 却 引 起 明 显 的 结 膜 充 血 ，

( 尸 < 0 ． 0 5 ) ， 且 于 术 后 1 5 d 充 血 基 本 消 退

( 表 1 ) 。

2 ． 1 ． 2 角 膜 水 肿 术 后 前 3 d
， 所 有 术 眼 均

发 生 不 同程 度 的 角 膜 水 肿 ， 对 照 组 与 低 浓 度

组 大 多 数 为 轻 度 至 中 度 水 肿 ， 两 者 之 间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 但 高 浓 度 组 角

膜 水 肿 较 低 浓 度 组 明 显 加 重 ( P < 0 ． 0 5 ) ( 表

1 ) ， 绝 大 多 数 为 中 度 水 肿 ， 极 少 数 为 重 度 水

肿 ， 且 术 后 1 5 d 左 右 水 肿 基 本 消 退 。

2 ． 1 ． 3 前 房 炎 症 反 应 术 后 第 l d
， 所 有 术

眼 均 发 生 不 同 程 度 的 房 水 混 浊 ， 术 后 第 3 d

对 照 组 明 显 减 轻 ， 甚 至 完 全 消退 。 只 有 高 浓 度

组 1 只 眼 发 生 重 度 纤 维 素 渗 出 ， 经 增 加 复 方 妥 布 霉 素

滴 眼 液 的 点 眼 次 数 ， 于 术 后 第 5 d 渗 出 完 全 被 吸 收 。

高 浓 度 组 房 水 混 浊 绝 大 多 数 为 中 度 混 浊 ， 极 少 数 为 重

度 混 浊 ， 较 低 浓 度 组 明 显 加 重 ( 尸 < 0 ． 0 5 ) 。 低 浓 度 组

与 对 照 组 之 间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 术 后 第

7 d
， 所 有 兔 眼 房 水 恢 复 透 明 ( 表 1 ) 。

2 ． 1 ． 4 后 囊 膜 混 浊 术 后 第 6 d 对 照 组 及 低 浓 度 组 晶

状 体 后 囊 膜 出 现 轻 度 混 浊 。 术 后 第 10 d
， 高 浓 度 组 也 开

始 出 现 后 囊 膜 混 浊 。 术 后 第 3 5 d
， 结 合 裂 隙 灯 显 微 镜 及

直 接 检 眼 镜 评 估 兔 眼 后 囊 膜 混 浊 程 度 ( 表 2 ) 。 高 浓 度

组 后 囊 膜 混 浊 程 度 明 显 较 低 浓 度 组 减 轻 ( P < 0 ． 0 5 ) ， 而

低 浓 度 组 与 对 照 组 之 间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

表 2 术 后 5 周 各 组 后 囊 膜 混 浊 分 级 ( z ± s )

T a b l e 2 G r a d e o f P C 0 a t 5 w e e k s a f t e r o p e r a t i o n ( ；± 5 )

G r a d e 0 f P C 0 i n 10 w 0 r h i g h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L 0 w H 唔h

( S t u d e n t
’

s ￡ t e s t )

图 1 术 后 3 5 d 低 浓 度 组 前 囊 下 、 后 囊 上 多 层 L E c s 增 生 ( × l O ) 图 2 术 后 3 5 d 高

浓 度 组 眼 前 囊 下 L E c s 增 生 多 显 示 单 层 ， 只 有 局 部 为 多 层 ( × 1 0 )

F i g ． 1 A t 3 5 d a y s a f t e r e x t r a c a p s u l e c a t a r a c t e x t r a c t i o n
，

o v e r t w 0 l a y e r s 0 f l e n e p i t h e l i a l

c e l l s o n a n t e r i o r a n d p o s t e r i o r k n c a p s u l e w e r e s e e n ' n O 3 ¨ m o l ／L t h a p s i g a r j 舀n t r e a t e d

g r 0 “ p F 12 ． 2 A t 3 5 d 。y s a f t e r e x t r a c 。p s u l e e a t a r a c t e x t r a c t i o n
，

s i n g a l l a y e r c e u s o n

a n t e r i o r c a p s u l e m a i n l y w e r e e x h | b t Ie d i n 1 ． O 斗 m o l ／L t h 。p s i g a r i g i n t r e a t e d g m u p

表 1 术 后 第 3 d 各 组 结 膜 充 血 、 水 肿 和 房 水 混 浊 分 级 ( J ± s )

T a b l e l G r a d e 0 f c o n j u n c 【i v a c o n g e s t i o n
，

c o r n e a e d e m a a n d

a q u e o u s h u m o u r n a r e i n d i f f e r e n t g r o u p s ( i ± s )

f S t u d e n t
’

s ￡ l e s t )

2 ． 2 组 织 病 理 学 检 查 结 果

术 后 第 3 5 d
， 组 织 病 理 学 检 查 结 果 显

示 所 有 兔 眼 周 边 部 均 出 现 再 生 晶 状 体 皮

质 ， 形 成 s o e m m e r i n g 环 。 对 照 组 与 低 浓 度

组 前 囊 下 均 见 2 层 以 上 的 L E c s 增 生 ( 图

1 ) ， 而 高 浓 度 组 绝 大 部 分 为 单 层 ， 只 有 局

部 增 生 形 成 多 层 ( 图 2 ) 。 对 照 组 及 低 浓 度

组 后 囊 膜 上 可 见 3 层 以 上 增 生 的 L E c s
， 而

高 浓 度 组 后 囊 膜 上 可 见 散 在 分 布 的 L E c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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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至后囊膜上 的 LECs分泌细胞外基质 ，转分 化形 

成纤维膜样组织。对照组、低浓度组 和高浓度组的角 

膜 、虹膜睫状体、视网膜均未见明显慢性炎性细胞浸润。 

3 讨论 

姬红培等 的研究表明在体外尸体 眼模型 。中， 

TG通过诱导体外培养 的 LECs凋亡从而抑制 LECs的 

增生。本研究 中，我们将两种不 同浓度 (0．3 txmol／L、 

l txmol／L)的 TG注入 白内障术后的兔 眼晶状体囊袋 

内，结果显示术后第 3 d，高浓度组眼发生了明显 的眼 

前节炎症反应 ，结膜充血 、角膜水肿 、房水 混浊明显较 

对照组及低浓度组加重 ，然而低浓度组与对照组之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眼前节炎症反应 

于术后第 15 d左右基本消退 。术后第 35 d，后囊膜混 

浊评分发现高浓度 TG延缓 了兔眼后发性 白内障的发 

展(P<0．05)，但是低浓度 TG却不能阻止兔 眼后发性 

白内障的发展(P>0．05)。同时，组织病理学切片检 

查结果显示高浓度 TG组眼的后囊膜 区仍存在少量的 

LECs，但是 晶状体周围组织如角膜 、巩膜 、葡萄膜等组 

织与低浓度组及对照组一样均未发现慢性炎性细胞浸 

润。总之 ，后囊膜混浊评估及组织病理学切片检查均 

表明了高浓度 TG延缓 了兔 眼后发性 白内障的形成 ， 

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后发性 白内障。 

本研 究结 果与 Duncan等 的研 究结 果有 所不 

同，分析其原 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 ：(1)细胞增生 

的环境不同。体外囊袋培养 中 LECs增生 的环境较单 
一

，而且只有 1种细胞 ，即 LECs；而本研究的体 内兔眼 

后发性白内障的动物模型中，LECs的生物学行为不仅 

受到 自身因素的调控，而且还受到 由于血 一房水屏障 

的破坏，来 自于血 管系统的补体、前列腺素 E等 因素 

的调控。在后发性 白内障的形成过程中，LECs是主要 

来源细胞 ，但是炎性细胞如圆形细胞 、吞 噬细胞 、异物 

细胞等也参与了后发性 白内障的形成过程。因此 ，体 

内兔眼后发性白内障的动物模型中，参与后发性 白内 

障形成 的增生细胞并非只有 LECs，而是多种细胞共 同 

参与，较囊袋培养模型更好地模拟 了人体 内后发性 白 

内障的形成过程 。(2)细胞类 型不 同。体外囊袋培养 

内的 LECs为人 LECs，而本研究的后发性 白内障的动 

物模型中，细胞为兔 LECs，与人 LECs可能存在表型差 

异。(3)手术方式不同。一方面 ，囊袋内培养模型中， 

TG修饰人工晶状体 ，以人工晶状体作为缓释载体 ，携 

带 TG；而在本研 究的兔眼后发性 白内障的动物模 型 

中，直接将药物注入晶状体囊袋内。在生物体内，房水 

处于不断生成 与排 出的动态循环 ，在相 同浓 度 TG的 

条件下 ，直接将药物注入 晶状体囊袋 内，TG维持时间 

较短 ，LECs受 TG作用的时间也相应减少 ，而且 TG峰 

值容易造成药物对周 围组织的毒性作用。这可能是在 

本研究 中，TG不能完全抑制 LECs以及高浓度 TG引 

起术后早期炎症反应的原 因之一。另一方面，我们未 

植入 人 工 晶状 体 ，为 LECs的 增 生、迁 移 提供 了空 

间 ；而且还采取开罐式截囊 ，解除了更多的 LECs的 

接触抑制 ，这些因素均加速 了兔眼后发性 白内障的发 

展 ，使高浓度组于术后 第 10 d即出现后囊膜 的混 

浊。但是本研究的兔眼后发性白内障动物模型也为此 

缩短了观察时间。我们只观察 了 35 d，此时高浓度组 

眼已全部出现后囊膜混浊 ，但较低浓度组及对照组 明 

显减轻 。(4)药物的浓度及最终观察时间不同。 

在本研究 中，我们选用 了兔 眼后发性 白内障的动 

物模型，这是因为兔眼是研究后发性白内障较好的动 

物模型 ，它具有与人相似的单层 的前囊膜下 LECs，而 

且细胞增生旺盛 ，可在术后较短 的时间 内发生后发性 

白内障  ̈。然而 ，兔眼后发性白内障动物模型也存在 

不足，即不能正确地评估药物的毒性作用 ，其原因为 ： 

(1)兔角膜内皮细胞具有再生能力 ，人 内皮细胞却无 

此能力 ；(2)术后早 期兔 眼易形成大量 的纤维素性渗 

出，影响眼前节炎症反应的正确评估及早期后发性 白 

内障形成的观察 。在本研究 中，我们将12．5 U／mL 

肝素加入前房灌注液以防止前房内纤维素渗出，但是 

仍有 1只兔眼出现严重的纤维素性渗出。因此 ，即使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晶状体囊外摘 出术后第 35 d，裂 

隙灯显微镜及组织病理学切片检查均未发现 TG对 晶 

状体周围组织的毒性作用 ，但是 由于兔 眼后发性白内 

障动物模型的特点，我们仍然不能推测 1 Ixmol／L TG 

在人眼内是一安全的浓度。 

总之 ，本研究表明低浓度(0．3 Ixmol／L)TG既不增 

加 白内障术后的炎症反应 ，也不能抑制兔眼后 发性 白 

内障的发展。高浓度组 (1 txmol／L)TG延缓了兔 眼后 

发性白内障的发生，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后发性 白内 

障，而且高浓度 TG存在增加术后早期 的炎症反应 ，对 

晶状体周围组织具有较明显的毒性作用等并发症。因 

此，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将以人工晶状体作为缓释载体 

或者利用封闭式囊袋灌注系统更进一步地研究 TG通 

过诱导 LECs凋亡，从而阻止后发性白内障形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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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眼 脉 络 膜 骨 瘤 一 例

文 明 霞 郭 勇 俞 兰

患 者 ， 男 ，
4 0 岁 ， 因

“

反 复 发 作 双 眼 视 物 模 糊 3 年
”

来 院 就 诊 。

查 体 ：双 眼 视 力 0 ． 0 6
， 矫 正 无 助 ；右 眼 眼 压 1 4 ． 3 m m H g ， 左 眼

1 6 ． 6 m m H g ( 1 m m H g = 0 ． 1 3 3 k P a ) 。 眼 睑 无 肿 胀 ， 结 膜 无 充 血 ， 角

膜 透 明 ， 巩 膜 色 泽 正 常 ， 无 压 痛 ， 前 房 深 度 正 常 ， 房 水 清 ， 虹 膜 正

常 ， 瞳 孔 直 径 约 2 ． 5 m m
， 对 光 反 射 存 在 ， 晶 状 体 透 明 。 散 瞳 后 眼

底 检 查 见 双 眼 视 盘 边 界 不 清 、 隆 起 ， 周 围 脉 络 膜 、 视 网 膜 变 性 样

改 变 ， 并 附 有 色 素 游 离 及 出 血 ， 周 围 视 网 膜 尚可 ( 图 1 ) 。 c T 检 查

见 左 眼 球 内后 壁 靠 近 视 盘 处 有 一 高 密 度 影 ， 其 c T 值 与 骨 质 相

同 ， 其 余 无 异 常 。 造 影 剂 注 射 后 1 l s
， 吲 哚 青 绿 血 管 造 影 ( I c G A )

显 示 脉 络 膜 动 脉 已 充 盈 ， 瘤 体 呈 弱 荧 光 。 注 药 后 1 5 s
， 荧 光 素 眼

底 血 管 造 影 ( F F A ) 显 示 瘤 体 强 荧 光 斑 点 增 强 、 增 多 ， 中 央 区 间 杂

有 弱 荧 光 斑 点 ， 在 上 血 管 弓 距 视 盘 1 ． 5 P D 处 隐 约 可 见 丛 网 状 血

管 荧 光 ， 与 视 网 膜 血 管 系 统 无 关 联 。 注 药 后 l m i n
，

I c G A 显 示 瘤

体 内 蜘 蛛 网 样 血 管 和 丛 网 状 血 管 逐 渐 渗 漏 ， 血 管 影 逐 渐 模 糊 ， 异

常 脉 络 膜 血 管 也 逐 渐 渗 漏 。 注 药 后 1 0 m i n
，

I c G A 显 示 瘤 体 弱 荧

图 1 患 者 眼 底 彩 色 照 片 A ：右 眼 B ：左 眼 图 2 患 者 F F A 像

A ：右 眼 B ：左 眼

作 者 单 位 ：7 1 0 0 3 8 西 安 ， 第 四 军 医 大 学 唐都 医 院 眼 科

通 讯 作 者 ：郭 勇 ( E m a i l ：g u o y o n g e y e @ 1 6 3 ． c o m )

光 ， 问 杂 有 血 管 渗 漏 所 引 起 的局 部 强 荧 光 。 造 §

F F A 显 示 中 央 区 有 不 规 则 的 强 荧 光 染 色 ， 间 杂

区 为 较 弱 的 强 荧 光 染 色 。 同期 I c G A 显 示 中 头

荧 光 和 弱 荧 光 ， 周 边 区 有 荧 光 及 弱 荧 光 ( 图 2

球 后 壁 视 盘 附 近 可 见 孤 立 的 、 低 隆 起 度 的 弧 形

影 明 显 ， 降低 灵 敏 度 后 球 壁 等 正 常 组 织 回 声 减

光 斑 不 消 失 。 左 眼 相 同位 置 也 可 见 与 右 眼 相 l

隆 起 ， 边 界 尚清 ( 图 3 ) 。 B 型 超 声 诊 断 ：双 眼 眼

图 3 患 者 B 型 超 声 图 像 A ：右 眼 B ：左 眼

讨 论 ：脉 络 膜 骨 瘤 是 一 种 缓 慢 生 长 的 良 ‘

球 痨 及 虹 膜 睫 状 体 炎 等 慢 性 炎 症 ， 也 可 见 于

性 原 始 中 胚 叶 残 留 后 的 骨 性 迷 离 瘤
⋯

。 脉 缂

表 面 的 视 网 膜 组 织 及 周 围 的 脉 络 膜 组 织 均

响
” J

。 2 0 ～ 3 0 岁 女 性 多 见 ， 多 单 眼 发 病 ， 始 芳

圆 形 或 近 圆 形 ， 略 隆 起 。 患 者 常 因 视 力 下 降 、

般 无 系 统 性 疾 病 或 家 族 史
” 0

。 本 病 例 B 型 蛊

双 眼 底 视 盘 附 近 的 弧 形 强 回 声 ， 边 界 清 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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