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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 Ｍｅｔａ 分析的方法综合评价翼状胬肉切除术后
联合应用角膜绷带镜的治疗疗效ꎮ
方法: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万方、维普、中国知
网等数据库 ２０１４－０５ / ２０２０－０５ 关于翼状胬肉切除术后联
合应用角膜绷带镜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ꎬ提取数据并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ꎮ
结果:最终纳入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１１ 篇ꎬ其中中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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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能更好地促进患者角膜上皮愈合ꎮ
结论:翼状胬肉切除术后联合应用角膜绷带镜治疗可有效
缓解眼部疼痛、促使角膜上皮创面愈合ꎬ能更好地减少患
者临床不适症状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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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翼状胬肉是近年来我国常见眼科疾病之一ꎮ 翼状胬

肉临床上可表现为不明显的自觉症状ꎬ也可表现为眼部异

１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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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第一作者 发表年份
例(眼)数

试验组 对照组

性别(男 /女ꎬ例)
试验组 对照组

平均年龄(ｘ±ｓꎬ岁)
试验组 对照组

结局指标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评分

Ｄａｇｌｉｏｇｌｕ[１６] ２０１４ ３０ ３３ １６ / １４ １７ / １６ ４２.６６±５.５８ ４３.５４±５.４２ ① ４
仲路[１２] ２０１８ ６５ ６５ ３４ / ３１ ３５ / ３０ ５４.０９±４.０９ ５３.８９±４.２５ ①② ３
刘洋[７] ２０２０ ２６ ２６ １４ / １２ １７ / ９ ４２.７±９.７ ４５.９±１２.４ ① ４
夏冰[９] ２０１８ ２０ ２０ － － ５７.５±４.７ ① ４
徐正同[１０] ２０１８ ５５ ５５ １４ / ４１ １８ / ３７ ５９.８±１１.３ ６０.５±１０.９ ① ４
朱红梅[１１] ２０１８ ３４ ３０ １６ / １８ １３ / １７ ５２.２±６.７ ①② ３
沈秋[１４] ２０１７ ６０ ５６ ２７ / ３３ ２６ / ３０ ５３.９±６.３ ５４.７±５.８ ①② ３
薛敏[６] ２０２０ ２８ ２８ １５ / １３ １６ / １２ ５４.３９±５.８６ ５４.１２±５.７１ ①② ３
许正华[１３] ２０１７ ５５ ５５ ２９ / ２６ ２７ / ２８ ５５.６０±１０.０６ ５６.４７±１２.０８ ① ３
黄颖丹[８] ２０１９ ２８ ２８ １３ / １５ １４ / １４ ５５.０６±４.２８ ５５.３７±４.５４ ①② ３
张尧明[１５] ２０１６ ３５ ３２ ２１ / １４ １７ / １５ ６７.２±５.１ ６５.９±６.４ ① ４

注:试验组:翼状胬肉切除术后配戴角膜绷带镜ꎻ对照组:翼状胬肉切除术后单纯纱布覆盖ꎮ ①:ＶＡＳ 评分量表ꎻ②:角膜荧光素染
色法ꎮ

物感、烧灼感、刺痛感等类似于干眼的临床表现ꎮ 翼状胬
肉多见于鼻侧睑裂区ꎬ它的存在一般会造成外貌不美观ꎬ
但是当病变进行性发展至视轴区时ꎬ则会因为直接遮挡视
野或引起角膜散光而进一步导致视力下降[１]ꎮ 此时单纯
减少外界环境刺激已起不到良好的治疗效果ꎬ临床治疗以
手术治疗居多ꎬ单纯胬肉切除、结膜下转移术、胬肉切除联
合球结膜瓣转移、移植或联合羊膜移植等术式比较常
见[２]ꎮ 但手术后眼部疼痛不适和痊愈时间长等问题会给
患者造成许多困扰ꎮ 角膜绷带镜是具有减轻术后眼部疼
痛、促进角膜上皮愈合、减轻角膜水肿作用的一种软性透
氧性良好的角膜接触镜[３]ꎮ 近年来国内外已有关于翼状
胬肉切除术后联合使用角膜绷带镜的疗效评价的报道ꎮ
本研究收集关于翼状胬肉切除术后联合应用角膜绷带镜
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ꎮ
１资料和方法
１. １ 资 料 　 以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ｅｓ、Ｃｏｎｔａｃｔ、Ｌｅｎｓｅｓ、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Ｌｅｎｓ 作为英文检索
词ꎬ采用主题词和自由词的检索方式在 ＰｕｂＭｅｄ、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等数据库中检索ꎬ以翼状胬肉、绷带镜、联合治疗、
疗效等主题词在万方、维普、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中检索已
公开发表的关于翼状胬肉切除术后联合应用角膜绷带镜
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ꎬ检索时间 ２０１４－０５ / ２０２０－０５ꎮ 纳入
标准:(１)研究类型:临床随机对照试验ꎻ(２)研究对象:单
眼翼状胬肉术后患者ꎻ(３)干预措施:角膜绷带镜干预和
纱布覆盖的对照措施ꎻ(４)结局指标:１)术后角膜上皮愈
合情况[４]:术后随访 ７ｄꎬ采用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法评估
角膜上皮愈合情况ꎮ ２)术后眼部刺激症状:以眼部疼痛
程度为主要观察指标ꎬ采用视觉模拟评分(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ꎬＶＡＳ)法[５]进行评估ꎮ 排除标准:(１)文献综述ꎻ(２)
相同内容的文献ꎻ(３)临床个案的报道ꎻ(４)内容与主题无
关ꎻ(５)无原始数据的文献ꎮ
１.２方法　 两名研究者分别对初次查找的文献进行收集、
阅读ꎬ严格按照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进行筛选ꎬ随后将整
理好的文献汇总ꎬ有分歧的文献进行讨论后共同决定是否
纳入ꎮ 最终纳入文献参考«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干预措施系统评价手
册»进行质量评价ꎬ评价内容包括:(１)是否采取随机方法
得到数据ꎻ(２)是否分配隐藏ꎻ(３)是否实施盲法ꎻ(４)是否
存在数据的不完整、缺失等造成结果分析不准确的情况ꎻ

(５)是否有选择性报告ꎻ(６)是否有其他偏倚ꎮ
统计学分析:运用 ＲｅｖＭａｎ ５.４ 软件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ꎬ并

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异质性检验ꎮ 对有较大异质性( Ｉ２ >
５０％ꎬＰ<０.１)的研究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ꎬ对异质
性较小( Ｉ２<５０％ꎬＰ>０.１)的研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
析ꎮ 连续性变量效应值指标使用加权均数差 (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ＷＭＤ)或均数差(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ＭＤ)ꎬ计
算 ９５％ ＣＩ 并制作森林图ꎮ 运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６. ０ 软件进行
Ｅｇｇｅｒ 和 Ｂｅｇｇｅｒ 检验用于评估研究文献的发表偏倚ꎮ Ｐ<
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纳入文献基本情况　 检索到相关文献 １７３ 篇ꎬ其中中
文文献 １５５ 篇ꎬ外文文献 １８ 篇ꎬ阅读文题和摘要后初筛文
献 ６７ 篇ꎬ严格按照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阅读全文后ꎬ筛除
文献 ５６ 篇ꎬ最终纳入文献 １１ 篇[６－１６]ꎮ 纳入文献的筛选流
程见图 １ꎬ基本特征见表 １ꎮ 纳入的 １１ 篇文献均报道了术
后不同时间眼部疼痛程度评分ꎬ５ 篇文献报道了术后不同
时间角膜上皮愈合评分ꎮ
２.２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纳入的 １１ 篇文献均采用了随
机分组的设计方法ꎬ其中 ６ 篇文献说明了采取随机数字表
法ꎬ其他 ５ 篇文献尚未明确说明随机序列产生的具体做
法ꎻ所有文献均未明显提及盲法、分配隐藏等情况ꎻ所有文
献均报告了结局指标ꎬ纳入文献的质量评分见表 １ꎬ偏倚
风险评估结果见图 ２、３ꎮ
２.３疗效分析
２.３.１术后眼部疼痛程度评分　 纳入文献均报道了术后不
同时间眼部疼痛程度评分情况ꎬ分别针对不同研究中术后
第 １、２、７ｄ 的数据进行异质性检验ꎮ 提及术后第 １ｄ 的研
究之间不存在异质性(Ｐ＝ ０.４９ꎬＩ２ ＝ ０％)ꎬ选择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效应值合并ꎬ结果显示合并效应值位于无效线左
侧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ＭＤ ＝ － １. ５７ꎬ９５％ ＣＩ ＝ ( － １. ７２ꎬ
－１.４１)ꎬＰ<０.００００１]ꎮ 提及术后第 ２ｄ 的研究之间不存在
异质性(Ｐ＝ ０.６３ꎬＩ２ ＝ ０％)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效应值
合并ꎬ结果显示合并效应值位于无效线左侧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ＭＤ ＝ － １. ３５ꎬ ９５％ ＣＩ ＝ ( － １. ５９ꎬ － １. １１ )ꎬ Ｐ <
０.００００１]ꎮ 提及术后第 ７ｄ 的研究数据之间不存在异质性
(Ｐ＝ ０.２３ꎬＩ２ ＝ ２９％)ꎬ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效应值合并ꎬ
结果显示合并效应值位于无效线左侧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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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文献筛选流程图ꎮ

图 ２　 偏倚风险条形图ꎮ

图 ３　 偏倚风险图ꎮ

[ＭＤ＝ －０.６４ꎬ９５％ＣＩ＝(－０.７８ꎬ－０.５０)ꎬＰ<０.００００１]ꎮ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表明翼状胬肉切除术后联合应用角膜绷带镜能
更好地减轻患者眼部疼痛程度(图 ４~６)ꎮ
２.３.２术后角膜上皮愈合评分　 纳入文献中 ５ 篇文献报道
了术后不同时间角膜上皮愈合情况ꎬ分别针对不同研究中
术后 ２ｈꎬ第 １、７ｄ 的数据进行异质性检验ꎮ 提及术后 ２ｈ 的
研究之间不存在异质性(Ｐ＝ １.００ꎬＩ２ ＝ ０％)ꎬ选择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效应值合并ꎬ结果显示合并效应值位于无效线
上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ＭＤ ＝ － ０. ０２ꎬ９５％ ＣＩ ＝ ( － ０. ３７ꎬ
０.３３)ꎬＰ ＝ ０.８９]ꎬ表明在术后 ２ｈ 时配戴角膜绷带镜的效
果与单纯绷带包扎无明显差异ꎮ 提及术后第 １ｄ 的研究之
间不存在异质性(Ｐ＝ ０.９５ꎬＩ２ ＝ ０％)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效应值合并ꎬ结果显示合并效应值位于无效线左侧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ＭＤ＝ －１.２３ꎬ９５％ＣＩ＝(－１.５１ꎬ－０.９５)ꎬＰ<
０.００００１]ꎮ 提及术后第 ７ｄ 的研究之间不存在异质性(Ｐ ＝
０.５２ꎬＩ２ ＝ ０％)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效应值合并ꎬ结果
显示合并效应值位于无效线左侧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ＭＤ＝ －０.４４ꎬ９５％ＣＩ＝(－０.５０ꎬ－０.３９)ꎬＰ<０.００００１]ꎮ 表明
翼状胬肉切除术后联合应用角膜绷带镜能更好地促进患
者角膜上皮愈合(图 ７~９)ꎮ
２.４ 敏感性分析和偏倚分析 　 为证明各研究间是否存在
发表偏倚ꎬ对纳入文献数超过 ２ 篇的研究数据行敏感性分
析ꎬ将纳入的研究逐一删除后未见明显结论性差异ꎬ筛选
出权重最大和最小的文献数据再次进行敏感性分析ꎬ结果
提示术后第 １、２、７ｄ 眼部疼痛程度评分和术后 ２ｈꎬ第 １、７ｄ
角膜上皮愈合程度与未剔除前的结果一致ꎬ提示研究结果
较稳健(表 ２)ꎮ 通过 Ｂｅｇｇｅｒ 检验、Ｅｇｇｅｒ 检验评估各研究

３２２１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７ Ｊｕｌ.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图 ４　 术后第 １ｄ眼部疼痛程度评分的 Ｍｅｔａ分析ꎮ

图 ５　 术后第 ２ｄ眼部疼痛程度评分的 Ｍｅｔａ分析ꎮ

图 ６　 术后第 ７ｄ眼部疼痛程度评分的 Ｍｅｔａ分析ꎮ

图 ７　 术后 ２ｈ角膜上皮愈合程度的 Ｍｅｔａ分析ꎮ

图 ８　 术后第 １ｄ角膜上皮愈合程度的 Ｍｅｔａ分析ꎮ

图 ９　 术后第 ７ｄ角膜上皮愈合程度的 Ｍｅｔａ分析ꎮ

间的发表偏倚程度ꎬ结果显示各研究间未见明显的发表
偏倚ꎮ
３讨论

本研究对翼状胬肉切除术后应用角膜绷带镜的疗效

进行评价ꎬ结果提示术后联合角膜绷带镜治疗能显著减轻
患者眼部疼痛的症状ꎬ也能更好地促进角膜上皮愈合ꎬ表
明术后应用角膜绷带镜比单纯使用绷带包扎的疗效更具
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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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敏感性分析和发表偏倚分析

研究指标 剔除文献
敏感性分析

ＭＤ ９５％ＣＩ Ｉ２(％) Ｐ
发表偏倚

Ｂｅｇｇｅｒ 检验(Ｚ 值) Ｅｇｇｅｒ 检验(Ｐ 值)
眼部疼痛程度评分

　 术后第 １ｄ Ｄａｇｌｉｏｇｌｕ[１６] －１.６４ －１.８２ꎬ－１.４７ ０ <０.００００１
许正华[１３] －１.５６ －１.７２ꎬ－１.４０ ４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８５８ ０.４３５

　 术后第 ２ｄ Ｄａｇｌｉｏｇｌｕ[１６] －１.４０ －１.７４ꎬ－１.０７ ０ <０.００００１
夏冰[９] －１.３８ －１.６４ꎬ－１.１２ 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０.５５６

　 术后第 ７ｄ 仲路[１２] －０.６２ －０.８０ꎬ－０.４４ ４６ <０.００００１
刘洋[７] －０.６１ －０.７５ꎬ－０.４７ 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８０６ ０.９３９

角膜上皮愈合评分

　 术后 ２ｈ 仲路[１２] －０.０３ －０.４８ꎬ０.４２ ０ ０.８８
薛敏[６] －０.０３ －０.３８ꎬ０.３３ ０ ０.８８ １.０００ ０.７３８

　 术后第 １ｄ 仲路[１２] －１.１８ －１.５３ꎬ－０.８２ ０ <０.００００１
薛敏[６] －１.２２ －１.５２ꎬ－０.９１ 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３

　 术后第 ７ｄ 仲路[１２] －０.４３ －０.５０ꎬ－０.３５ ０ <０.００００１
朱红梅[１１] －０.４３ －０.４９ꎬ－０.３８ 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０.４５６

　 　 本研究纳入文献中对照组均采取纱布覆盖的干预措
施ꎬ结局指标选取术后不同时间角膜上皮愈合情况和眼部
疼痛程度ꎮ 王颖维等[１７]研究采用全角膜羊膜覆盖术作为
对照措施ꎬ结果提示角膜绷带镜对改善患者眼部不适感的
效果更好ꎮ 刘洋等[７]研究采用眼前段光学相干断层成像
技术观察球结膜植片ꎬ证明角膜绷带镜可减轻球结膜植片
的水肿程度ꎬ有利于角膜上皮的修复ꎮ 王爱莲等[１８] 研究
采取不同手术方式观察角膜绷带镜的疗效ꎬ结果提示羊膜
与角膜绷带镜远期疗效相似ꎬ但从经济、便捷等方式综合
考虑ꎬ角膜绷带镜更值得推广使用ꎮ 上述研究结果与本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ꎮ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１)纳
入文献未对所用角膜绷带镜的厂家和批次进行说明ꎬ可能
因此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ꎻ(２)患者对眼部疼痛程度的评
分具有主观性ꎬ评分主要由患者主观感受产生ꎬ因此进行
比较时易出现误差ꎻ(３)纳入文献中 ６ 篇文献明确说明了
随机序列产生的具体方法ꎬ且本研究纳入外文文献较少ꎬ
可能会使研究结果产生误差ꎮ

翼状胬肉是我国常见的变性结膜病ꎬ其不仅会影响外
貌美观ꎬ且随着病情发展ꎬ累及视轴区时还会严重影响患
者的视力ꎮ 当翼状胬肉体积较小且静止时ꎬ仅需要减少阳
光、风沙等可能的刺激因素ꎬ可以不进行临床治疗ꎮ 当翼
状胬肉侵及瞳孔区时ꎬ则需要进行手术治疗ꎬ但往往因为
手术过程中的损伤、炎症因子等因素导致术后出现不同程
度的眼部不适感ꎬ研究认为这可能与角膜上皮缺损有关ꎬ
角膜缺损使得三叉神经末梢裸露ꎬ导致眼部疼痛及刺激症
状更加明显ꎬ瞬目时会对新生的角膜上皮产生摩擦ꎬ不利
于愈合[１９]ꎮ 角膜绷带镜能覆盖角膜缘ꎬ可以避免机械摩
擦ꎬ在保护因手术而裸露的眼部神经末梢时还能起到减少
疼痛、瘙痒等临床不适感的作用[２０]ꎮ 分析这可能与角膜
绷带镜能够吸收角膜的水分ꎬ从而使角膜大泡数量减少甚
至消失有关ꎮ 此外ꎬ配戴角膜绷带镜可起到隔离角膜的作
用ꎬ在防止微生物入侵、抑制细菌侵入、减少眼部感染方面
发挥作用ꎮ 角膜绷带镜的材料也赋予了角膜绷带镜高透
氧、含水性的特点ꎬ可使氧气直接抵达角膜上皮ꎬ促进角膜
干细胞移行ꎬ更有效地促进角膜上皮恢复ꎮ 角膜绷带镜也

兼具吸水作用ꎬ能使泪液在一定程度浓缩ꎬ从而能够较长
时间维持药物的有效浓度和较好的眼球表面保湿效果ꎬ提
高药物疗效ꎮ 既往研究认为翼状胬肉切除术后联合使用
角膜绷带镜可以缓解眼部疼痛和促进角膜上皮修复ꎬ但
Ｐｒａｔ 等[２１]进行的一项临床对照试验提出治疗用角膜接触

镜在术后睡眠受到干扰的比例更高、夜间醒来次数也较

多ꎬＺｈｕ 等[２２] 也提出如果配戴角膜绷带镜而不使用滴眼

液或过度使用角膜绷带镜ꎬ发生角膜炎的可能性会增大ꎮ
因此ꎬ尽管本研究结果显示翼状胬肉切除术后联合应用角

膜绷带镜比单纯绷带包扎的疗效更好ꎬ更有利于患者恢复
和不适症状减轻ꎬ但进一步证实角膜绷带镜在翼状胬肉治

疗中的疗效情况尚需未来更多的临床数据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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