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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pipolis laser in situ keratomileusis(Epi．LASIK)shows many advantages in the treatment 0f 

myopia．But，how to prevent the haze after Epi—LASIK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etradrine on rabbit corneal haze form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2(TGF—B。)in the cornea after 

Epi—LASIK． M ethods Twenty—seven 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 received bilateral 一 10．00 diopters Epi—LASIK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elf。control group，negative control(NC)group，tetrandrine(Tet)group and fluoromethalone group．Haze 

grade was evaluated under the slim-lamp light at 0．5 months，1 month and 2 months postoperatively．Six corneas were harvested at 

each time point in each group．TGF—p2 protein in cornea was detected by imnmnohistochemistry，and TGF．02mRNA expression in 

cornea was determin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 Results Corneal haze grades at 0．5 

months and 1 month after Epi—LASIK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among the groups(P<0．05)．Compared with the NC group，haze 

grades in Tet and fluoromethalone group were apparently lower(P<0．01)．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aze grades was foun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at 2 months after surgery(F=3．033，P>0．05)．RT—PCR procedure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TGF—B， 

mRNA in eornea in Tet and fluoromethalone groups were apparently lower than NC group(P<0．0 1)，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et and fluoromethalone group(P>0．05)．Immunohistochemist y outcomes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TGF—B， 

in Tet and fluoronmthalone groups were both much lower than NC group at various time points postoperatively(P<0．01)，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et and fluoromethalone group(P>0．05)．The expression of TGF一132 began to ascend 

at 0．5 months and peaked at 1 month and then descended at 2 months postoperatively． Conclusion Tet inhibits rabbit eorneal 

haze formation after Epi—LASIK by down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TGF-132 in cor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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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汉防 己甲素 (Tet)对兔微型角膜 刀准分子激光上皮瓣下角膜磨镶术 (Epi—LASIK)术后角膜 上皮下 

雾状混浊(haze)形成 的作用 。 方法 健康新西兰大耳 白兔 27只 ，双眼行 一10．O0 D Epi—LASIK手术 ，随机分为 阴性对照 

(NC)组 、Tet组 、艾氟龙 (FML)组 ，每组 18只眼。于术后 0．5、1、2个月在裂隙灯下进行 haze分 级评估 。各 时间点 随机 选 

取各组 动物 6只眼，利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RT—PCR)和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转化 生长因子 B (TGF—p )的表达 。 结 

果 Tet组和 FML组 haze分级水平在术后 0．5个月 、1个月均 明显低 于 NC组 (P<0．01)，术后 2个月 3组间总体 比较 差 

异 无统计学 意义(P>0．05)。RT-PCR检测显示 ，术后 各时 间点 Tet组 和 FML组 TGF—B，mRNA的表 达水平均 明显低 于 

NC组(P<0．01)。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显示，术后各时间点 Tet组和 FML组 TGF一13 的表达水平均明显低于 NC组(P< 

0．01)；TGF—p：的表达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在术后 1个月达高峰。 结论 Tet能有效抑制兔 Epi—LASIK术后 

haze的形成 ，可能是通过下调角膜 TGF．B 的表达 而发挥作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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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角膜刀法准分子激光上皮瓣下角膜磨镶术 

(epipolis laser in situ keratomileusis，Epi—LASIK)是近年 

来准分子激光角膜表面切削手术的一大亮点。临床资 

料显示 ，Epi．LASIK手术制作 的上皮瓣基底膜完整 、上 

皮细胞形态及活性接近正常 ～ ；手术安全有效、刺激 

症状和雾状混浊(haze)轻 ；术后角膜敏感度和泪液 

功能恢复较 LASIK快 等诸 多优点。但与准分子激 

光原位角膜磨镶术(1aser in situ keratomileusis，LASIK) 

相 比，该术式仍未避免术后 haze形成，尤其是高度近 

视术后 haze的形成。目前 临床主要使用糖皮质激素 

来抑制 haze的形成，但使用过程 中引起的角膜屈光术 

后皮质类 固醇性高 眼压也时有报道 。本研究 旨在 

观察汉防己甲素(tetradrine，Tet)作为糖皮质激素的潜 

在替代药物用于抑制兔 Epi—LASIK术后 haze形成的 

作用机制 ，为该药在眼科的临床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 法 

1．1 材料 

1。1．1 实验动物 健康新西兰大耳 白兔 27只(重庆 

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体重 2．0～2．5 kg，雌雄 

不限 ，排除眼前节疾病 ，双眼行 Epi—LASIK手术。 

1．1．2 主要仪器与试剂 KM一5000D自动旋转式微 

型角膜刀(江苏无锡市康宁医疗电子设备开发公司)； 

准分 子 激 光 仪 (美 国 VISX 公 司)；离 心 机 (德 国 

eppendorf公司)；PCR仪 、电泳仪和凝胶成像系统 (美 

国 BIO—RAD公 司)；石蜡 切片机 (德 国 Leica公 司 )。 

速眠新 Ⅱ注射液与苏醒灵注射液 (长春军需大学兽医 

研究所 )；倍诺喜滴跟液(日本参天制药株式会社 )；艾 

氟龙(fluoromethalone，FML)滴眼液 (美国 Allergan公 

司)；0．1％Tet滴眼液及其阴性对照液(原料药 Tet购 

自西安山川生物有限公司)。总 RNA抽提试剂盒 (德 

国 QiaGen公司)，RT—PCR试剂盒(日本 Takara公司)， 

兔抗兔转化生长因子 p：(TGF—p：)多克隆抗体、免疫组 

织化学显色试剂盒(武汉博士德公司)。 

1．2 方法 

1．2．1 兔Epi．LASIK模型的建立 实验兔术前2 d诺 

氟沙星滴眼液点眼，每 日3次 ，手术当日林可霉素滴眼 

液冲洗结膜囊。速眠新 Ⅱ注射液按0．1 mL／kg肌内注 

射麻醉动物，倍诺喜滴 眼液表面麻醉。使用 KM一 

5000D微 型 角 膜 刀 制 作 上 皮瓣 ，负 压 一60 mmHg 

(1 mmHg=0．133 kPa)，行光学切削区直径 6．00 mm、 

矫正屈光度 一10．00 DS的准分子激光切削后，PBS冲 

洗基质床并复位上皮瓣、点诺氟沙星滴眼液、佩戴角膜 

接触镜、于睑裂三等分处间断缝合睑缘2针。术毕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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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灵注射液按 0．I mL／kg肌内注射催醒。术后诺氟沙 

星滴眼液点 眼，每 日3次 ，至上皮愈合后取出角膜接 

触镜。 

1．2．2 实验动物分组及用药方案 实验 动物 27只 

(54只眼)，采用 自身对照按眼别随机分为 3组，分别 

为阴性对照(negative control，NC)组 、Tet组、FML组， 

每组 18只眼。NC组使用不含 Tet的溶剂制成 的滴眼 

液，Tet组使用浓度为 0．1％ Tet制成的滴眼液，FML 

组使用 0．1％FML滴跟液作阳性对照。滴眼液的使用 

方法：上皮愈合后开始用药 ，每 日4次 ，逐月递减。各 

组按药物干预后不同时间点再细分为术后 0．5、1个月 

及 2个月组 ，每个亚组 6只眼。 

1．2．3 活体 haze分级观察 定期在裂隙灯下观察并 

记录兔 Epi—LASIK术后 haze分级情况。haze分级标 

准 ：角膜透明为 0级 ；斜 照法 可见轻度混浊 为 0．5 

级 ；裂隙灯下易发现角膜混浊 ，不影响观察虹膜纹理为 

1级 ；角膜混浊 ，轻度影响观察虹膜纹理为 2级 ；角膜 

明显混浊 ，中度影响观察虹膜纹理为 3级 ；角膜重度混 

浊 ，不能窥见虹膜纹理为 4级。 

1．2．4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检测 TGF-B，mRNA 

表达 空气栓塞法处死动物 ，手术刀片刺穿前房 、眼科 

剪取角膜二等分，取其一半采用 RNeasy Fibrous Tissue 

Mini Kit提取角膜的总 RNA，紫外分光光度计于 260 nm 

和 280 nm处测量 RNA的含量和纯度，甲醛变性凝胶 

电泳鉴定 RNA的抽提情况。取 l IxL总 RNA按两步法 

RT—PCR操作步骤，先逆转录为 cDNA，然后行 PCR扩增。 

引物序列、产物及退火温度见表 1，以甘油醛．3一磷酸脱氢 

酶 (glyseraldehyde一3一phosphate dehydrogen—ase，GAPDH) 

作为内参照。2％琼脂糖凝胶电泳，GelDoc凝胶成像 

系统检测角膜组织 TGF．B mRNA的表达。 

表 1 PCR反应引物序列 、产物及退火温度 

Table 1 Primer sequence and renaturation temperature 

for PCR and target segment length 

Sequence Temperature Fragment 

(℃) length(bp) 

1．2．5 免疫组织化学法 取另一半角膜组织常规石 

蜡切片、脱蜡至水、微波修复抗原、3％H 0：处理10 min 

阻断内源性 过氧 化物 酶活性 、正 常 山羊 血清 封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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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孵 育 1 5 m i n 。 加 兔 抗 兔 T G F ． B ， 多 克 隆 抗 体 一 抗

( I ： 2 0 0 ) ，
4 ℃ 过 夜 。 取 出 切 片 0 ． 1 m o l ／L P B S 冲 洗

5 m i n X 3 次 ， 加 生 物 素 化 山 羊 抗 兔 I g G 二 抗 5 0 “ L
，

3 7 ℃ 孵 育 2 0 m i n
， 0 ． 1 m o l ／L P B S 冲 洗 5 m i n × 3 次 。

加 链 霉 素 抗 生 物 蛋 白 一 过 氧 化 物 酶 溶 液 ： 加 S A B C
，

3 7 ℃ 孵 育 2 0 m i n
， 0 ． 1 m o l ／L P B S 冲 洗 5 m i n × 4 次 。

D A B 显 色 。 苏 木 素 复 染 、 脱 水 、 透 明 、 中 性 树 胶 封 片 ，

光 学 显 微 镜 下 观 察 。 阴 性 对 照 采 用 P B S 代 替 一 抗 。

阳 性 结 果 判 定 ：以 胞 浆 或 细 胞 外 基 质 中 出 现 棕 黄 色 染

色 为 阳 性 。

1 ． 3 统 计 学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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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 试 指 标 的 数 据 资 料 以 至 - 4 -

S 表 示 ， 计 数 资 料 采 用

F i s h e r 精 确 概 率 法 检 验 ；计 量 资 料 采 用 L e v e n e 检 验 进

行 方 差 齐 性 检 验 ， 对 不 同 组 的 测 试 指 标 的 总 体 比 较 采

用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 多 组 资 料 的 两 两 比 较 采 用 S N K —

q

检 验 。 P < 0 ． 0 5 表 示 总 体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1 表 示 三 组 之 间 两 两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2 结 果

2 ． 1 H a z e 分 级 评 估 结 果

兔 E p i — L A S I K 术 后 各 组 不 同 时 间 点 h a z e 分 级 评

估 情 况 见 表 2 。 结 果 显 示 ， 术 后 0 ． 5 个 月 和 1 个 月 ，
N C

组 、 T e t 组 和 F M L 组 3 组 问 总 体 比 较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0 3
， 0 ． 0 0 2 ) 。 其 中 T e t 组 和 F M L 组 的

h a z e 等 级 均 明 显 低 于 N C 组 ， 术 后 0 ． 5 个 月 和 1 个 月 ，

T e t 组 与 N C 组 相 比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0 2
，

0 ． 0 0 3 ) ；F M L 组 与 N C 组 相 比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0 7
，

0 ． 0 1 2 ) ；T e t 组 和 F M L 组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 术 后 2 个 月 N C 组 、
T e t 组 和 F M L

组 3 组 间 总 体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

表 2 兔 E p i - L A S I K 术 后 各 组 不 同 时 间 点

h a z e 分 级 评 估 情 况 ( 眼 数 )

T a b l e 2 H a z e g r a d e e v a l u a t i o n i n r a b b i t c o r n e a a f t e r E p i — L A S l K o f

d i f f e r e n t g r o u p s a t d i f f e r e n t t i m e p o s t o p e r a t i v e l y ( e y e s )

。

P < 0 ． 0 1 t ) S r e s p e c t i v e N C g r o u p ( F i s h e r E x a c t T e s t )

N C ：n e g a t i v e c o n t r o l
，

F M L ：f l u o r o m e t h a l o n e

2 ． 2 R T — P C R 结 果

R T — P C R 法 在 各 组 样 本 中 均 检 测 到 T G F - 13 ：
m R N A

的 表 达 ( 图 1 ) 。 各 组 均 表 现 出 先 升 高 后 降 低 的 特 点

( 表 3 ) 。 术 后 各 时 间 点 N C 组 分 别 与 F M L 组 和 T e t 组

比 较 ，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1 ) ；T e t 组 和 F M L

组 间 比 较 ， 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1 ) 。

4 5 0 b o

4 0 0 b p

3 5 0 b p
3 0 0 b p
2 5 0 b p
2 0 0 b p

1 5 0 b p

1 0 0 b p

M 1 2 3 4 5 6 7 8 9 M

表 3 免 E p i - L A S I K 术 后 各 组 角 膜 组 织 中

4 5 0 b p
4 0 0 b p
3 5 0 b p
3 0 0 b p

2 5 0 b p
2 0 0 b p

1 5 0 b p

1 0 0 b p

T G F - B2
m R N A 的 表 达 ( x ± S )

T a b l e 3 T h e e x p r e s s i o n o f T G F — p 2
m R N A i n c o r n e a a f t e r

E p i — L A S I K i n d i f f e r e n t g r o u p s a t d i f f e r e n t t i m e p o s t o p e r a t i v e l y ( x ± s )

NC 0 ． 7 0 4 124 ± 0 0 8 7 9 5 7

T e t O． 4 6 2 3 5 3 ± O． 0 30 02 2
。

F ML 0 ． 4 80 0 5 9 ± 0 ． 0 6 9 13 2
。

F 24 ． 3 6 6

P 0 ． 0 0 0

0 9 5 0 0 19 ± 0 ． 12 0 83 0

O． 60 0 4 14 ± O． 0 5 3 49 2
。

0 6 12 84 2 ± 0 10 9 5 94
。

24 0 3 0

0 ． 0 0 0

0 6 6 6 5 89 ± 0 0 3 0 8 19

O． 53 2 52 1 ± O 8 52 卿 ’
。

0 4 94 4 7 3 ± 0 ． 1 13 4 5 5
。

8 84 9

0 0 0 3

‘
P < 0 ． O l 1) 3 r e s p e c t i v e N C g r o u p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 S N K —

q t e s t )

N C ：n e g a t i v e c o n t r o l
， F M L ：fl u o r o m e t h a l o n e

2 ． 3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结 果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法 检 测 到 各 组 术 后 均 有 T G F — p ： 的

表 达 ( 表 4
， 图 2 ) 。 术 后 各 时 间 点 组 间 比 较 ，

F M L 组 和

T e t 组 的 表 达 水 平 均 低 于 N C 组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1 ) ， 但 F M L 组 和 T e t 组 之 间 的 表 达 水 平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I ) ；组 内 比 较 ， 各 组 均 表 现 出 先 升

高 后 降 低 的 特 点 。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图 2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结 果 ( D A B × 4 0 0 ) A ：N C 组 角 膜 上 皮 下 浅 基 质 层 切 削 区 附 近 和 深 基 质 层 均 见 T G F —

B 2 的 强 阳 性 表 达 ( 红 箭 ) B ：T e t 组 浅

基 质 层 有 T G F 。 B 2 的 散 在 阳 性 表 达 ， 强 度 弱 于 N C 组 ( 红 箭 ) C ：F M L 组 见 浅 基 质 层 有 T G F — p ： 的 散 在 阳 性 表 达 ， 但 强 度 较 N C 组 弱 ( 红 箭 )

F i g ． 2 I m m u n o h i s t o c h e m i s t r y f o r T G F — p 2
i n r a b b i t c o r n e a l s t r o m a ( D A B × 4 0 0 ) A ： T h e s t r o n g e x p r e s s i o n o f T G F ’ B 2 d i f f u s e fr o m t h e s u h ’ e p i t h e l i u n l

a b l a t i o n z o n e t o t h e p o s t e r i o r s t r o m a i n N C g r o u p ( r e d a r r o w h e a d ) B ： T h e w e a k e r e x p r e s s i o n o f T G F � p 2
d i ff u s e i n a n t e r i o r s t r o m a i n T e t g r o u p ( r e d

a r r o w h e a d ) C ：P o s i t i v e s t a i n i n g o n l y i s s h o w e d i n a n t e r i o r s t r o m a i n fl u o r o m e t h a l o n e g r o u p ( r e d a r r o w h e a d )

表 4 兔 E p i - L A S I K 术 后 各 组 角 膜 基 质 层

T G F - B 2 的 表 达 ( x ± S )

T a b l e 4 T h e e x p r e s s i o n o f T G F — B 2 p r o t e i n i n c o r n e a l s t r o m a

a f t e r E p i ． L A S I K i n d i f f e r e n t g r o u p s ( x ± s )

Gr o u p

0 ． 5 m o n t hs l m o n t h 2 m o n t hs

。

JP < 0 ． O l w r e s p e c t i v e N C g r o u p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

S N K -

q t e s t )

N C ：n e g a t i v e c o n t r o l ，
F M L ：fl u o r o m e t h a l o n e

3 讨 论

H a z e 是 准 分 子 激 光 角 膜 表 面 切 削 术 ， 如 准 分 子 激

光 角 膜 切 削 术 ( p h o t o r e f r a c t i v e k e r a t e e t o m y ，
P R K ) 、 准 分

子 激 光 上 皮 瓣 下 角 膜 磨 镶 术 ( L A S E K ) 以 及 E p i - L A S I K

等 术 后 出 现 的 主 要 并 发 症 。 而 不 同 手 术 方 式 h a z e 的

发 生 率 不 同 。 其 中 ，
E p i — L A S I K 手 术 由 于 保 留 较 完 整

的 基 底 膜 ， 术 后 角 膜 创 伤 愈 合 反 应 轻 ， 其 h a z e 发 生 率

较 P R K 、
L A S E K 更 少

” ’ ” ⋯ 0
， 但 仍 未 完 全 解 决 术 后 h a z e

问题 。 术 后 常 规 使 用 F M L 存 在诱 发 皮 质 类 固醇 性 高 眼 压

的风 险 ， 且 在 临 床 随 访 病 例 中 并 不 罕 见 。 因 此 ， 进 一 步

探 索 更 为 安 全 、 有 效 的抗 h a z e 药 物 具 有 重 要 现 实 意 义 。

前 期 研 究 报 道 了 T e t 能 有 效 抑 制 离 体 兔 角 膜 基 质

细 胞 的 增 生
⋯ 一 。 0

。 针 对 T e t 的 抗 h a z e 形 成 作 用 进 行

活 体 组 织 病 理 学 观 察 显 示 ：T e t 通 过 抑 制 基 质 层 角 膜 细

胞 增 生 、 降低 Ⅲ 型 胶 原 表 达 ， 能 有 效 抑 制 兔 E p i — L A S I K

术 后 h a z e 形 成 ， 其 疗 效 与 F M L 相 似
¨ 。

。 在 此 基 础 上 ，

我 们 对 T e t 抑 制 兔 E p i — L A S I K 术 后 h a z e 形 成 的 机 制 进

行 初 步 探 讨 。

H a z e 的 形 成 涉 及 角 膜 细 胞 激 活 为 成 纤 维 细 胞 、 成

纤 维 细 胞 移 行 至 伤 口 处 、 成 纤 维 细 胞 分 化 为 肌 成 纤 维

细 胞 ， 以 及 细 胞 外 基 质 ( e x t r a c e l l u l a r m a t r i x
，

E C M ) 成 分

的 沉 积 与 重 塑 。 正 常 兔 角 膜 组 织 中 可 检 测 到 T G F — p ：

基 因 表 达
¨ J

。 T G F — B 在 启 动 这 一 复 杂 的 细 胞 一 基 质 一

细 胞 因 子 相 互 作 用 中 起 主 要 作 用 。 但 T G F — p 对 不 同

类 型 的 细 胞 ， 其 生 物 学 效 应 不 同 ：T G F — p 可 抑 制 上 皮 细

胞 的 增 生 ， 而 对 由 表 皮 生 长 因 子 ( E G F ) 引 起 的 上 皮 增

生 ， 其 抑 制 作 用 很 弱
川 “

。 因 为 正 常 上 皮 细 胞 百『表 达

E G F
， 因 而 T G F 。 13 不 会 对 上 皮 细 胞 的 正 常 生 理 活 性 造

成 明 显 影 响 ， 通 过 角 膜 组 织 切 片 观 察 见 上 皮 层 结 构 完

整 也 证 实 了 这 一 点 ；T G F — B 对 基 质 层 角 膜 细 胞 的 生 物

学 作 用 主 要 表 现 为 使 角 膜 细 胞 活 化 为 成 纤 维 细 胞 ， 并

诱 导 成 纤 维 细 胞 表 达 平 滑 肌 肌 动 蛋 白 ( Ot - S M A ) ， 从 而

转 化 为 肌 成 纤 维 细 胞
” 。 。 。

。 而 成 纤 维 细 胞 和 肌 成 纤

维 细 胞 是 角 膜 创 伤 愈 合 反 应 过 程 中 最 重 要 的 两 种 细

胞 ， 是 兔 E p i — L A S I K 术 后 浅 基 质 层 新 合 成 的 E C M 成 分

的 来 源 细 胞 ， 这 两 种 细 胞 生 成 增 加 必 然 导 致 新 合 成 的

E C M 量 随 之 增 多 。 而 肌 成 纤 维 细 胞 因 含 有 使 其 具 备

收 缩 能 力 的 关 键 成 分 仪 ． S M A
， 能 向 基 质 层 的 胶 原 施 加

力 量 使 h a z e 的 程 度 加 重 。

此 外 ，
T G F — B 还 能 在 转 录 和 翻 译 水 平 对 其 促 纤 维

化 作 用 的 下 游 调 控 因 子 — — 结 缔 组 织 生 长 因 子

( c o n n e c t i v e t i s s u e g r o w t h f a c t o r
，

C T G F ) 的 表 达 进 行 调

控
” ” 。7 1

。 T G F — p 的 全 部 3 个 亚 型 p ， 、 p ： 、 13 ， 均 能 诱 导

人 角 膜 成 纤 维 细 胞 的 C T G F 在 m R N A 和 蛋 白水 平 高 表

达 ， 并 且 呈 剂 量 依 赖 性 。 而 这 3 个 亚 型 中 又 以 T G F —

p ：

作 用 最 强 ， 显 著 高 于 T G F — p ． 的 作 用
Ⅲ 。

。 哺 乳 动 物 眼

前 节 主 要 表 达 T G F — p ， 和 T G F — p ： ， 故 本 研 究 选 择 h a z e

形 成 过 程 中 的 关 键 性 调 控 因 子 T G F ． B ： 作 为 检 测 指 标 。

本 实 验 采 用 R T ． P C R 和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法 对 T G F —

B ， 在 m R N A 和 蛋 白 水 平 的 表 达 强 度 与 表 达 部 位 进 行

了 检 测 ， 结 果 发 现 ，
T G F 一 13 ， 在 兔 E p i — L A S I K 术 后 各 组 表

达 强 度 有 所 不 同 ， 并 呈 现 出 先 升 高 后 降 低 的 特 点 ， 与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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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观察到的haze形成的时相特点相一致；在角膜组 

织上皮和基质层均可检测到 TGF—B 的阳性表达，但 以 

基质层表达为主，与 Ⅲ型胶 原的变化相一致 。统计 

结果显示，Tet组和 FML组的 haze分级水平与 TGF—p：的 

表达水平显著低 于 NC组 ，但 Tet组和 FML 2组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 Tet和 FML均能通过下 

调 TGF-8，的表达来抑制兔 Epi—LASIK术后 haze的形 

成 ，并且二者的作用相似。 

综上所述，Tet可能是通过下调 TGF．p：的表达 ，来 

减少基 质层细胞 和 ECM 的生成 ，从 而发挥其抗 haze 

效应的。并且通过与 FML比较 ，发现二者调控兔 Epi— 

LASIK术后 haze形成的作用强度相似 ，这说 明 Tet具 

备一定的眼科临床应用价值。但 Tet在眼局部使用的 

不 良反应和药代动力学特点 尚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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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角膜及眼表疾病学术大会 

暨第二届全国角膜屈光手术大会会议通知 (第一轮) 

(本文编辑 ：王莉红 ) 

，舂 垂 

经中华 医学会 眼科学 分会 批准 ，第十一届全 国角膜及 眼表疾 病学 术大会 暨第 二届 全 国角膜 屈光手 术大会将 于 2010年 6月 上 

旬在美丽的海滨城市—— 青岛市举行。 

中华 医学会 眼科 学分会 角膜病 学组 和会 议的承办单位——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诚邀 国内外眼科专家与 同道及 眼科企业界人 士 

踊跃出席。 

本届会 议主题是 “发展 、团队、协调”，会议主要在感染性角膜病 、干细胞 与眼表、移植与免疫和角膜屈光手术的视觉质量 等四方 

面热门话题进行讨论。为把我国角膜和眼表疾病及角膜屈光手术的基础及临床研究进一步融入国际角膜病的研究行列之中，会议 

将邀请来自美国及 日本的著名角膜病专家到会讲演；同时将注重编排一系列角膜病临床相关专题的继续教育项 目，邀请全国著名 

角膜病专家针对常见角膜病的规范化诊断及治疗(PPP)进行讲授；会议将安排专家与参会同道就角膜病领域热点与难点问题进行 

互动讨论。有关会议征文要求，将在第二轮会议通知中公布。 

会 务组通讯地址 ：济南市经 四路 372号(250021) 山东 省眼科医院 办公室 

联系人 ：翟敏 张立元 电话 ：0531—81276007 传真：0531—81276090 Email：bsjx521@163．corn 

(会务组 ) 

2009年 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