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科研究2009年 8月第27卷第 8期 

· 实 验 研 究 · 

Na+一K+一ATP酶活性及其 oL。催化亚基在鸡晶状体 

中的分布 

何 芳 周 健 

Activity of Na ·K 一ATPase and distribution of catalytic subunit 

in chicken lenses 

He Fang，Zhou Jian．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xi]ing Hospital，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in 710032，China 

649 

Abstract Objective The catalytic subunits of Na 一K ATPase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the lenses of rat，bovine， 

porcine，newt and human．However，there have been no reports about it in chicken lenses．Present study was conducted to detect 

and compare the specific activity of Na K 一ATPase and examine the expression of Na 一K 一ATPase protein in epithelium ． 

peripheral fibers and central fibers of chicken lens． Methods Embryonic day 10(EIO)chicken lenses were microdissected 

into lens epithelium ，peripheral fibers and central fibers．Cryosections of El0 lenses were prepared．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nd Western blotting assay were used to detect Na 一K 一ATPase catalytic subunit f ot)．Na 一K 一ATPase activity was determined 

by detecting the ouabain-sensitive rate of 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hydrolysis． Results In immun0staining sections，the 

catalytic subunit 1 presented the stronger green fluorescence in the plasma membrane of lens epithelium and weaker fluorescence 

in lens fibers．A polarized distribution of 1 catalytic subunit isoform was shown in peripheral fibers but not in central fibers． 

Western blotting assay indicated that the expression intensity of仅l protein was very high in lens epithelium but was low in both 

peripheral and central fibers．Na 一K 一ATPase activity(OD value)in the epithelium (0．226±0．062)was two time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eripheral fibers(0．111±0．023，q=2．08，P>0．05)and about 11 time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fibers 

(0．020±0．044，q：5．34，P<0．05)，and the activity of Na 一K ATPase in peripheral fibers was about 5．55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central fibers(q=4．78，P<0．05)． Conclusion The catalytic subunit d1 of Na 一K 一ATPase exist in epithelial and 

fiber cells of EIO chicken lenses．The distribution and specific activity of Na 一K。。ATPase are not uniform in the lenses，showing 

a consistent outcome with the report in other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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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 Na 一K ．ATP酶催化亚基蛋 白在鸡 晶状体 的上皮 层、周边 部和 中央部 纤维 的分 布和酶活性 进行检 

测和 比较 。 方法 将 部分胚胎 第 1O天(El0)的鸡晶状体 显微解 剖为 晶状体上 皮部 、周边部纤 维和 中央部纤维 3个部 

分，剩余部分制备冰冻切片。利用免疫荧光染色和 Western blot方法检测 Na ．K 一ATP酶催化亚基(et．)在晶状体各部分 

的表达 ，通过 检测 哇巴因敏感的 ATP水解率测定 Na 一K 一ATP酶的活性。 结果 在 晶状体切片上 ， 催化亚基 蛋 白在 

晶状体上皮细胞 (LECs)膜上有很强的表达 ，而在 晶状体纤 维细 胞膜 的表达 明显 减弱 ，在周边部 上皮 细胞 的表达 有明显 

的极性 ，而在 中央部上 皮细胞 中未见表达。Western blotting检测也 再次证 实 d 催化亚 基蛋 白在 LECs中的表达 明显高 

于在 晶状体纤维 中的表达 。上皮层 Na 一K 一ATP酶的活性是周边部纤 维酶活性 的 2倍 ，是 中央部 纤维酶 活性的 1l倍。 

结论 Na ．K 一ATP酶 ot，催化亚基蛋 白在鸡 晶状体 的上皮细胞 和纤维上表达 ；在鸡 晶状体 上 Na 一K 一ATP酶及 其活性 

的分布是不均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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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状体皮质的混浊常伴有晶状体 内钠离子含量的 

增高，钠离子代谢的紊乱程度与晶状体混浊程度相 

关 ，而 Na ．K ．ATP酶在维持钠离子代谢平衡 中 



起关键作用，其表达、调节和活性的改变对皮质性白内 

障的发生起着重要作用。Na 一K 一ATP酶广泛分布于 

各类细胞的细胞膜上 ，主要包括有催化活性 的 仪亚基 

和无催化活性 的 B亚基 。其酶活性主要由 仪催化 

亚基体现 ， 亚基蛋白量的改变和磷酸化程度的变化 

均可影响酶活性。鸡胚胎 晶状体，在胚胎 10 d(EIO) 

后形成 了晶状体核部的无细胞器区，具备了成年鸡 晶 

状体的结构特点，而且它与人类晶状体的解剖结构、组 

织结构相似，是较早被用于体外器官培养 、进行晶状体 

混浊机制研究 、晶状体细胞分化研究 的重要动物模型 

之一 。为了利用鸡晶状体进行皮质性 白内障的发 

生机制研究 ，探讨 Na 一K 一ATP酶活性变化在皮质性 

白内障发生中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通过免疫荧光染色 

和 Western blot方法 ，观察 晶状体不 同部位 Na 一K 一 

ATP酶 仪，亚 基蛋 白的表达 、检 测 晶状体 不 同部位 

Na 一K 一ATP酶的活性 ，明确 Na 一K+_ATP酶在正常 

鸡晶状体中的分布和活性特点 ，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试剂及种蛋 

新鲜未孵化法国伊萨婷特种鸡蛋(西安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养殖场提供)；FT2xJDF5微电脑全 自动孵化 

器(北京春明方通公司)；Stemi SV6型解剖显微镜 (德 

国 Zeiss公司)；M199培养基 (美国 Hyclone公司)；胎 

牛血清(美国 Mcfree公司)；Na 一K 一ATP酶 Ⅱ1亚基单克 

隆抗体 (美国 Sigma公 司)；OCT包埋 剂(美 国 Sakura 

Finetek公 司)，DAPI(4 6-Diamino一2-phenylindole·2HC1， 

美国 KPL公司)；考马斯亮蓝蛋白测定试剂盒 、超微量 

Na 一K ．ATP酶活性检测试剂盒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 

研究所)。 

1．2 晶状体的分离及培养 

参照 Zhou等 、段祥龙等 的方法，将新鲜伊 萨 

婷特种鸡蛋在 自动孵化器中孵化 10 d。在超净台内取 

出鸡胚胎 ，摘除眼球 ，分离出完整的晶状体 ，置于盛有 

基础培养液(M199+100 mL／L胎牛血清)的培养皿中，晶 

状体囊膜保持完整、不出现混浊的晶状体纳入实验。 

1．3 冰冻切片的制备及免疫荧光染色 

取孵化第 10天 (El0)胚胎的晶状体 3枚 ，参照裴 

瑞等 的方法，制备冰冻切片。在 4℃ 、40 g／L多聚甲 

醛溶液中固定 48 h后 ，分别转入 50 g／L和 300 g／L蔗 

糖溶液中进行防冻处理。用 OCT包埋晶状体组织，利 

用恒冷冰冻切片机(1850，德国莱卡公 司)沿晶状体矢 

状轴进行连续切片 ，切片厚度为 6～8 txm。每个标本 

选取 3张在晶状体中央部的切片进行免疫荧光染色。 

将冰冻切片在室温下晾 干，经 0．O1 mol／L PBS漂洗 

10 min。用 BSA封闭，滴人用抗体稀释液稀释的1：100 

小 鼠源 性单 克 隆 抗 Na 一K -ATP酶 亚基 抗 体， 

37℃孵育 l h，室温下过夜。0．01 mol／L PBS漂洗 3次 

后 ，加 1：500羊抗 鼠免疫荧光二抗 ，37℃孵育 2 h，经 

0．01 mol／L PBS漂洗 3次 ，以 1：14 000 DAPI进行细胞 

核染色，10 rain后用 50％甘油封片 ，于荧光显微镜下 

观察。所有染色设有 PBS代替一抗 的空 白对照和正 

常山羊血清替代一抗的替代对照。每张玻片随机取 3个 

视野摄片，分别放大5、2()、40倍后在相同条件下摄片。 

1．4 蛋白质电泳及 Western blot检测 Na -K 一ATP酶 

d 亚基在蛋白水平的表达 

取 EIO的晶状体 ，在显微镜下进行显微分离，将 

每个 晶状体分为带有晶状体上皮层、周边部晶状体纤 

维和中央部晶状体纤维 3个部分 ，分别加入 500 L预 

冷的 细 胞 裂 解 液 中 (0．5％ Triton X一100、l％ SDS， 

300 mmol／L蔗糖、5 mmol／L Tris—HC1、2 mmol／L EDTA、 

1％ cocktail、1 mmol／L Na3 VO4、0．5 mmol／L PMSF、 

pH 7．4)，在研磨管中反复研磨 20 rain，冰上静置 30 min。 

4℃离心后 ，将上清液移入预冷的 EP管中。取少量上 

清液用 BCA法测定蛋白浓度。 

从每份标本中取出蛋白样品 40 g并与加样缓 冲 

液混合 ，100℃煮沸 3 rain，离心后 ，将上清液加至 8％ 

SDS—PAGE凝胶上进行电泳蛋 白分离。电泳完毕后将 

胶上蛋 白半干转至硝酸纤维素膜，将膜在 5％脱脂牛 

奶中室温下封闭 1 h，加人用 TBST稀释的 1：250小鼠 

源性单 克隆抗 Na ．K 一ATP酶 1亚基抗体 ，4℃过 

夜，用 TBST清洗 10 min共 3次 ，再加 1：2 000 HRP标 

记的抗小鼠二抗，在室温孵育 1 h，清洗后，在暗室内加 

ECL反应 4 rain，压片，显影。 

1．5 El0晶状体 Na -K 一ATP酶活性的测定 

取 EIO鸡胚晶状体 l0枚，将其置于冰上，并在显 

微镜下将晶状体分离成 晶状体上皮层 、周边部纤维和 

中央部纤维 3个部分，将各部分分别放入接合严密的 

玻璃管研磨器 中，在 冰上研磨 5～6 min，加入 0．5 mL 

生理盐水混合后将其用移液管移人 1 mL离心管 中， 

1 000～1 500 r／rain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进行 Na · 

K -ATP酶活性测定。按照 Na ．K -ATP酶活性检测 

试剂盒说明操作 ，ATP酶 活性 以每小时组织 蛋 白中 

ATP酶分解 ATP产生 1~mol／mg无机磷的量作为 1个 

ATP酶活力单位，即 p~mol／(mg·h)。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0．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晶 

状体不同部位 Na ．K ．ATP酶活性的检测值以x±s表 



体 上 皮 层 、 周 边 部 纤 维 和 中 央 部 纤 维 中 N a
’

．

酶 活 性 的 比 较 采 用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 晶 状 体

Z N a
’

一 K
’

一 A T P 酶 活 性 的 两 两 比 较 采 用 S N K —

q

’

< 0 ． 0 5 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晶 状 体 N a
’

一 K
’

． A T P 酶 的 表 达

晶 状 体 切 片 的 N a
’

一 K
’

。 A T P 酶 仅 ， 亚 基 的 免

} 色 显 示 ， 在 晶 状 体 的 上 皮 层 包 括 中 央 部 上 皮

器上 皮 的 荧 光 强 度 明 显 高 于 赤 道 部 晶 状 体 纤 维

仁晶 状 体 纤 维 ， 其 中 晶 状 体 核 部 的 荧 光 强 度 最

在 正 常 晶 状 体 上 N a
’

一 K
’

一 A T P 酶 主 要 分 布 在

上々 皮 细 胞 上 ， 而 在 开 始 分 化 的 晶 状 体 纤 维 上

p ， 在 分 化 终 末 期 的 晶 状 体 纤 维 上 含 量 极 少

。 半 定 量 的 W e s t e r n b l o t 结 果 显 示 N a
’

一 K
’

一

z ． 亚 基 主 要 存 在 于 L E C s 中 ， 其 含 量 明 显 高 于

§状 体 纤 维 和 中 央 部 晶 状 体 纤 维 中 的 含 量 ( 图

种 方 法 显 示 的 结 果 一 致 。

、P a s e

a
’

- K
‘

- A T P 酶 q ． 亚 基 在 E I O 晶 状 体 上 的 表 达

10 天 N a
’

一 K
’

一 A T P 酶 o 【． 亚 基 的 免 疫 荧 光 染 色 B ：半 定 量

l o t 检 测 N a
’

． K
’

． A T P 酶 “ ． 亚 基 在 晶状 体 不 同部 位 的 表 达

上 皮 层 F P ：周边 部 晶 状 体 纤 维 F c ：中 央 部 晶状 体 纤 维

E x p r e s s i o n o f n ． c a t a l y t i c s u b u n i t o f N a
’

- K
’

一 A T P a s e i n

) a r t s o f E 1 0 c h i c k l e n s A ：l m m u n 0 1] u o r e s e e n e e s t a i n i n g o f “ I

m b u n i t o f N a
’

， K
‘

一 A T P a s e B ： W e s t e r n b l o t t i n g a s s a y o f

I o f d ． c a t a l y t i c s u b u n i t o f N a
’

． K
’

一 A T P a s e E ： l e n s

1 F P ： p e r i p h e r a l fi b e r s o f l e n s F C ：c e n t r a l f i b e r s o f l e n s

2 ． 2 晶 状 体 N a
’

。 K
’

一 A T P

分 布 特 征

在 晶 状 体 不 同 部 位 的 ：

亚 基 蛋 白 的 分 布 各 有 特 点 ，

分 布 在 L E C s 侧 面 的 细 胞 雕

顶 部 细 胞 膜 ( 顶 部 ) 与 其 下

胞 膜 上 ( 基 底 部 ) 未 见 明 显

d ． 亚 基 在 中 央 部 L E C s 呈 黟

部 及 赤 道 部 的 上 皮 细 胞 上

强 ， 不 仅 在 细 胞 的 侧 面 细 胞

直 于 囊 膜 方 向 、 线 状 平 行 排

底 部 均 有 明 显 增 强 的 表 达 (

边 部 L E C s 呈 极 性 分 布 。 在

维 上 ， 仪 ． 亚 基 在 细 胞 膜 上 !

体 核 部 纤 维 的 细 胞 膜 上 ， C

2 C ) ， 提 示 随 着 晶 状 体 纤 维 f

至 核 部 ，
N a

’
一 K

’
一 A T P 酶 的 ：

图 2 N a
’

� K
’

- A T P 酶 q ， 亚

分 布 特 征 A ： 晶 状 体 中 央 部 上 ￡

c ：晶 状 体 表 层 及 核 部 纤 维 中 “ ． Ⅲ

F i g ． 2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c h a r a c t e r

A T P a s e i n d i f f e r e n t p a r t s o f E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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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b e r s C ：c e n t r a l f i b e r s

2 ． 3 晶 状 体 N a
’

一 K
’

一 A T P

晶 状 体 N a

‘
一 K

’
一 A T P i

高 ， 其 次 是 晶 状 体 周 边 部 皮

的 活 性 最 低 。 上 皮 部 N a
’

一 】

0 ． 2 2 6 ± 0 ． 0 6 2
， 周 边 部 皮

0 ． 0 2 3 ， 中 央 部 纤 维 活 性 薹

N a
’

． K
’

一 A T P 酶 的 活 性 是 质

倍 ( q = 2 ． 0 8
， P > 0 ． 0 5 ) ， 是 【

( q = 5 ． 3 4
，

P < 0 ． 0 5 ) ， 周 边 {

纤 维 活 性 的 5 ． 5 5 倍 ( q
-- - 4 ．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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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l0晶状体不同部位 Na -K -ATP酶的活性 

E：晶状体上皮层 FP：周边部晶状体纤维 Fc：中央部 晶状 

体纤维 F=8．63，P<0 05 P<0．05 E value(q= 

5．34，P<0．05)．峁P<0．05／)s FP value(玎=4 78，P <0．05) 

(One—way ANOVA，SNK-q检验 ) 

Fig．3 The activity of Na 。K ．ATPase in different parts of 

lens E：lens epithelium FP：peripheral part of lens fibers 

FC：central part of lens fibers F = 8．63．P <0．05 P < 

0 05 vs E value(q=5．34．P<0．05)．#P <0 05 vs FP value 

(q=4．78，P<0．05)(One—way ANOVA，SNK—q test) 

3 讨论 

本研究表明在鸡晶状体上 Na 一K 一ATP酶 亚 

基在晶状体上皮部分的细胞膜上强表达，在中央部上 

皮细胞膜上的表达无极性，在周边及赤道部上皮细胞 

的表达不仅较中央部强，而且呈极性分布。在 晶状体 

的表层纤维的细胞膜上 ．亚基的表达减弱 ，在中央部 

晶状体纤维上的表达更弱。 

在其他种属动物 的晶状体 中，Na 一K 一ATP酶 

催化亚基的表达亚类并不相 同。在牛晶状体中 LECs 

层主要表达 Na 一K 一ATP酶 仅，和 亚基 ，晶状体纤 

维表达 ，亚基 ；在猪的晶状体上皮 中，Na 一K 一 

ATP酶 ot．亚基有表达 ，无其他亚基表达 ；在大 鼠的 

LECs上，Na ．K 一ATP酶 、 和 仅 亚基均有表达 ， 

而在其晶状体纤维中，只有 亚基表达 ；在具有视 

网膜及晶状体完整再生能力的水螈 ，Na 一K 一ATP酶 

亚基仅在 LECs表达 。 

本研究还发现 Na ．K 一ATP酶的活性在晶状体上 

并不均一 ，虽然与 Na 一K 一ATP酶 仅 催化亚基的蛋 白 

分布有相似的特征，即在晶状体上皮层 Na 一K 一ATP 

酶的活性最高 ，周边部皮质纤维的活性降低 ，中央部纤 

维活性最低。然而，酶活性 的差异与蛋 白分布差异 的 

程度并 不平行 ，在 酶活 性上 ，上皮 部是 周边 皮 质 的 

2．04倍 ，是 中央部纤维活性 的 11．3倍 ；而在 ．亚基 

蛋白表达量上，上皮部是周边部皮质纤维活性的 5．06 

倍，是 中央部纤维活性 的 6．02倍。这表 明 Na 一K 一 

ATP酶 仅 催化亚基在晶状体不 同部位 的表达量并不 

一 定与酶的活性完全一致。 

Tamiys等 研究发现在兔和猪眼晶状体上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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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s及纤维部分 Na 一K 一ATP酶的活性差别很大，上 

皮细胞的活性要远远高于晶状体纤维的活性，但它们 

所含 Na 一K ．ATP酶的量却基本相同，表明晶状体纤 

维 的 Na 一K ．ATP酶 活性 很 低并 非 由于 其胞 膜 中 

Na 一K 一ATP酶含量少所致 。 

催化亚基 中只有磷酸化部分有酶活性 ，而本研 

究检测的 仅 亚基包含磷酸化和非磷酸化部分 ，所以会 

出现晶状体不同部位 ．亚基蛋白的差异与 Na -K - 

ATP酶活性差异的不一致。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主要在于虽证实了 ot 亚基在鸡晶状体中分布，但 

因未检测其他 ot亚基的表达情况 ，因此不能确定它们 

对 Na 一K ATP酶活性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 ，在鸡晶状体上 Na 一K 一ATP酶 

o／． 催化亚基的分布和酶活性特征与其他种属 的情况 

类似。我们将利用在鸡晶状体体外培养系统建立的皮 

质性 白内障模型 ，研究 Na+_K -ATP酶在白内障形成 

中其催化亚基的表达及酶活性的变化规律 ，进一步研 

究皮质性 白内障的发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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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眼 先 天 性 白 内障 合 并 后 球 形 晶 状 体 二 例

王 圣 霞 陈 伟 蓉

例 1
， 女 ，

4 岁 ， 发 现 左 眼 视 力 差 1 周 来 诊 。 眼 部 检 查 ：右 眼

视 力 1 ． 0
， 眼 前 后 节 检 查 未 见 异 常 。 左 眼 视 力 0 ． 1

， 不 能 矫 正 ，

眼 压 1 2 m m H g ( 1 m m H g = 0 ． 1 3 3 k P a ) ， 眼 位 正 ， 结 膜 无 充 血 ， 角

膜 透 明 ， 大 小 正 常 ， 前 房 轴 深 约 4 C T
， 房 水 闪 辉 ( 一 ) ，

T y n d a l l

( 一 ) ， 虹 膜 无 萎 缩 ， 对 光 反 应 正 常 ， 晶 状 体 后 极 部 混 浊 ， 范 围 约

6 m l n x 7 I n m
， 眼 底 隐 约 可 见 红 光 反 射 ( 图 1 ) 。 B 型 超 声 检 查 提

示 眼 底 无 明 显 异 常 。 全 身 检 查 均 正 常 。 患 儿 足 月 顺 产 ， 无 吸 氧

史 及 相 关 疾 病 家 族 史 。 患 儿 于 全 身 麻 醉 及 局 部 浸 润 麻 醉 下 行

白 内 障 抽 吸 联 合 折 叠 型 人 工 晶 状 体 ( I O L ) 植 入 术 。 术 中 行 角 膜

巩 膜 缘 切 口 ， 黏 弹 剂 形 成 前 房 ， 连 续 环 形 撕 囊 ， 水 分 离 后 抽 吸 晶

状 体 软 核 及 皮 质 。 术 中 发 现 后 囊 膜 向 后 凸 出 ， 中 央 缺 损 约 3 m m

× 4 i y l m ( 图 2 ) 。 行 前 段 玻 璃 体 切 割 术 ， 将 I O L 植 入 睫 状 沟 内 。

术 后 第 1 天 患 儿 视 力 0 ． 0 5
， 眼 压 正 常 。 术 后 1 周 时 视 力 0 ． 1

， 矫

正 无 提 高 。 嘱 患 儿 验 光 配 镜 并 行 弱 视 治 疗 。

例 2
， 男 ，

6 岁 ， 发 现 左 眼 视 力 差 来 诊 。 眼 部 检 查 ：左 眼 视 力

0 ． 1
， 不 能 矫 正 ， 眼 压 1 4 m m H g ， 前 房 轴 深 约 4 C T

， 房 水 闪 辉

( 一 ) ，
T y n d a l l ( 一 ) ， 晶 状 体 后 极 部 混 浊 ， 向 后 凸 出 ， 范 围 约 2 m m

× 2 i n m
， 颞 下 方 部 分 晶 状 体 及 悬 韧 带 阙 如 ( 图 3 ) 。 B 型 超 声 检

查 提 示 眼 底 正 常 。 右 眼 检 查 未 见 异 常 。 全 身 检 查 均 正 常 。 患

儿 足 月 顺 产 ， 无 吸 氧 史 及 相 关 疾 病 家 族 史 。 患 儿 行 白 内 障 抽 吸

联 合 折 叠 型 I O L 植 入 术 ， 前 囊 膜 连 续 环 形 撕 囊 后 植 入 张 力 环 1

枚 ， 抽 吸 晶 状 体 皮 质 后 行 后 囊 膜 环 形 连 续 撕 开 ，
I O L 植 入 囊 袋

内 ( 图 4 ) 。 术 后 第 1 天 患 儿 视 力 0 ． 1
， 眼 压 正 常 。

1 周 时 视 力

0 ． 1
， 矫 正 无 提 高 。 嘱 患 儿 验 光 配 镜 并 行 弱 视 治 疗 。

随 访 3 个 月 ， 例 l 患 儿 视 力 提 高 至 0 ． 2
， 例 2 患 儿 为 0 ． 1 。

� 病 例 报 告 �

讨 论 ：先 天 性 白 内 障 合 并 后 球 形 晶 状 体 的 发 生 率 约 为

1 ／1 0 0 0 0 0
” 0

。 后 球 形 晶 状 体 是 指 晶 状 体 后 囊 膜 进 行 性 、 境 界 清

楚 的 球 形 向 后 膨 出 ， 也 有 文 献 称 之 为 后 圆 锥 形 晶 状 体
” ]

，

E l s c h n i g 提 出 ， 从 解 剖 学 角 度 称 为
“

球 形
”

较
“

圆 锥 形
”

更 为 精

确 。
1 8 8 3 年 B e c k e r 对 兔 跟 这 种 晶 状 体 行 组 织 学 描 述 ，

1 8 8 8 年

M e y e r 报 道 了 人 眼 后 球 形 晶 状 体 的 组 织 学 特 点 。 目前 关 于 后 球

形 晶 状 体 性 白 内 障 的 发 病 机 制 包 括 胚 胎 发 育 过 程 中 晶 状 体 后

皮 质 和 薄 弱 的 后 囊 向 玻 璃 体 疝 出 ；晶状 体 后 皮 质 纤 维 的 过 度 生

长 迫 使 薄 弱 、 有 缺 陷 的 后 囊 膜 向 后 移 位 ；晶 状 体 后 皮 质 纤 维 过

度 生 长 引 起 晶 状 体 瘤 ；胚 胎 发 育 中 晶 状 体 血 管 膜 紊 乱 ；永 存 性

玻 璃 体 动 脉 ；婴 幼 儿 高 度 有 弹 性 的 晶 状 体 因 为 过 度 调 节 而 向 后

疝 出 ；孕 6 个 月 后 的 先 天 异 常 ；晶 状 体 后 囊 膜 内 在 的 薄 弱 促 使

晶 状 体 纤 维 正 常 板 层 排 列 的 中 断 等
“

， 临 床 上 应 区 分 不 伴 后 囊

膜 膨 出 的 后 极 性 白 内 障 和 后 球 形 晶状 体 性 白 内 障 ， 后 者 有 中 央

或 旁 中 央 后 囊 膜 膨 出
” 0

。 后 球 形 晶 状 体 通 常 引 起 单 侧 进 行 性

白 内 障 ， 最 初 比 较 轻 微 ， 发 现 时 多 为 3 ～ 1 5 岁 。 早 期 后 囊 膜 膨

出 可 产 生 高 度 近 视 。 随 着 后 囊 膜 膨 出 的 加 重 ， 后 囊 膜 自发 破 裂

后 可 引 起 全 白 内 障 ， 从 而 掩 盖 后 球 形 晶 状 体 及 后 囊 缺 损 。 由 于

这 种 白 内 障 是 在 固 视 形 成 后 缓 慢 进 展 的 ， 其 视 力 预 后 一 般 较

好 ， 但 多 导 致 形 觉 剥 夺 性 弱 视 。 另 外 ， 由 于 后 球 形 晶 状 体 后 囊

膜 薄 而 松 软 ， 甚 至 有 时 破 裂 ， 因 此 增 加 了 白 内 障 手 术 中 的 难 度 ，

故 手 术 操 作 时 应 禁 止 水 分 离 或 者 轻 微 水 分 离 ， 以 免 后 房 压 力 升

高 引 起 玻 璃 体 脱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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