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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超薄瓣 ＬＡＳＩＫ手术前后不同位置角膜知觉的
变化。

方法：行超薄瓣ＬＡＳＩＫ手术４３例８４眼，测量手术前、术后
１，３ｍｏ角膜中央、上方、下方、鼻侧、颞侧角膜知觉值，并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术后１ｍｏ时，各位置角膜知觉值均有明显下降，与
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中央角膜知觉下降最明

显。至术后３ｍｏ除中央角膜知觉，其余位置角膜知觉均
恢复至术前水平。中央角膜知觉与术后１ｍｏ时相比明显
恢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与术前相比仍有所降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超薄瓣ＬＡＳＩＫ手术导致角膜知觉下降，至术后３ｍｏ
时基本恢复至术前水平。中央角膜知觉恢复需要更长的

时间。

关键词：超薄瓣；ＬＡＳＩＫ；角膜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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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从１９８３年Ｔｒｏｋｅｌ等［１］首次介绍了准分子激光切削角

膜，准分子激光手术治疗屈光不正历经了多次重大创新。

ＬＡＳＩＫ手术由于具有术后疼痛感轻、视力恢复快等优点被
广大医生和患者所接受。而传统的 ＬＡＳＩＫ手术有导致角
膜扩张和医源性圆锥角膜的危险。２００３年 Ｌｉｎ等［２］提出

薄瓣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的概念，并认为超薄瓣

ＬＡＳＩＫ手术同样安全有效。此后对超薄瓣 ＬＡＳＩＫ手术的
研究越来越受到屈光医生的重视。同传统 ＬＡＳＩＫ手术一
样在制作角膜瓣和基质切削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对角膜

神经造成损伤导致角膜知觉下降。本文主要研究超薄瓣

ＬＡＳＩＫ对不同位置角膜知觉的变化情况。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所选样本为２０１１０７／０９在我院眼科中心行准
分子激光治疗屈光不正的患者。所有患者屈光度数稳定

在２ａ以上，常规行裂隙灯显微镜和前置镜检查，排除角膜
炎症、青光眼和圆锥角膜以及其他手术禁忌证，身体健康

无结缔组织及免疫系统疾病。配戴软性角膜接触镜者术

前停戴１ｗｋ以上，配戴硬性角膜接触镜者术前停戴３ｗｋ
以上。随访完整的病例４３例８４眼，其中男２９例，女１４
例，年龄１７～３８（平均２２．０４±４．８２）岁，球镜屈光度１．００～
８．２５（平均４．５９±１．６３）ＤＳ，柱镜屈光度为０．２５～２．００（平
均０．８３±０．３７）ＤＣ。
１．２方法
１．２．１角膜知觉测量　采用 ＨＡＮＤＡＹＡ角膜知觉仪，该仪
器应用一根总长６０ｍｍ可调控长度的尼龙丝进行检测，其
原理为尼龙丝的长度越长，则越易弯曲，因此其顶端的压

力越小产生触觉的最长尼龙丝长度对应的压力即为该部

位触觉的阈值。测量时患者端坐，双眼平视正前方，用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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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术前术后各位置角膜知觉值 （珋ｘ±ｓ，ｍｍ）
时间 上方 下方 鼻侧 颞侧 中央

术前 ５９．５２±１．４８ ５９．６４±１．７０ ５９．６４±１．７０ ５９．５８±１．７７ ６０±０
术后１ｍｏ ５６．４９±４．７１ ５６．６１±４．７３ ５７．３８±４．２１ ５７．２０±４．１３ ５５．５４±６．１１
术后３ｍｏ ５９．２９±１．７６ ５９．５２±１．８４ ５９．４６±１．９０ ５９．５２±１．８４ ５９．６４±１．３０

维末梢接触角膜，检查者用肉眼看到纤维弯曲，感觉到角

膜有异物感为阳性。在检查时从 ６０ｍｍ开始，每次递减
５ｍｍ，直到患者有阳性反应为止，重复３次取平均值。测
定所有患者术前、术后１，３ｍｏ时角膜中央以及距角膜缘１～
２ｍｍ的３∶００，６∶００，９∶００，１２∶００位的角膜知觉。所有检查
均由同一名检查者检测并完成。

１．２．２手术方法　使用ＮＩＤＥＫＥＣ５０００ＣＸＩＩ激光仪，法国
ＭｏｒｉａＭ２微型角膜板层刀制作蒂位于上方的角膜瓣，角膜
瓣厚度为９０μｍ。常规 ＬＡＳＩＫ手术步骤。所有手术均由
同一名医生完成。手术用药：术前４ｄ至术后１ｗｋ点５ｇ／Ｌ
的左氧氟沙星滴眼液，４次／ｄ。术后点氯替泼蔏滴眼液，
第１ｗｋ，４次／ｄ，随后每周递减１次共用１～４ｗｋ。术后１～
３ｍｏ用人工泪液，３～６次／ｄ。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对手术前
后的角膜知觉进行配对样本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双侧）作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结果
　　由表１显示，术后１ｍｏ时各位置角膜知觉均下降并与
术前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００），其中以中央角膜知觉
下降最多。术后３ｍｏ时除中央部角膜知觉与术前相比差
异仍有统计学意义外（Ｐ中央＝０．０１３），其余位置均恢复至
术前水平（Ｐ上方＝０．２０８，Ｐ下方＝０．１５９，Ｐ鼻侧＝０．０８３，Ｐ颞侧＝
０．３２０）。中央部角膜知觉术后３ｍｏ与术后１ｍｏ相比，角
膜知觉有明显的恢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讨论
　　角膜知觉由三叉神经眼支的睫状长神经所支配，睫状
长神经在角膜缘以放射状的形式进入角膜基质的中间层。

在基质内的神经不断分级呈放射状走行，多次分级后的神

经纤维垂直穿过前弹力层后在上皮基底膜后再转折９０°
形成平行于前弹力层的神经丛，称为上皮基底膜神经丛。

从基底膜神经丛发出的神经纤维呈串珠状分支穿行于上

皮细胞之间，成为神经末稍构成上皮内神经丛。从周边到

角膜中央神经末梢密度逐渐增多，所以角膜中央感觉特别

敏感［３］。正常的角膜知觉对于角膜的结构和功能是非常

重要的。许多眼表手术会损伤角膜神经导致角膜知觉的

下降。角膜知觉下降会影响保护性眨眼反射、降低角膜上

皮的有丝分裂率、延缓角膜上皮愈合，并和泪液分泌量下

降有关［４］，导致角膜神经营养性病变和干眼症的发生。

　　对于传统ＬＡＳＩＫ手术对角膜知觉的影响众多学者进
行了研究但是结果各不相同。角膜知觉的恢复时间从３～
１２ｍｏ不等［５１１］。传统的 ＬＡＳＩＫ手术是制作一个厚 １３０～
１６０μｍ的角膜瓣然后在角膜基质行激光消融，而超薄瓣
ＬＡＳＩＫ手术制作一个厚度为９０～１１０μｍ薄角膜瓣，较传
统ＬＡＳＩＫ手术节约了几十微米的角膜基质。由于角膜神
经主要分布在前１／３基质，Ｍüｌｌｅｒ等［１２］在上皮下和上皮

内也发现人类角膜的神经大多走行于上皮基底膜与

Ｂｏｗｍａｎ膜之间，在制作角膜瓣时由于角膜瓣蒂处保留了
部分神经纤维，在激光切削角膜基质的过程中，对深层基

质神经干的损伤较小。由于术后新生的细小神经纤维是

从切削边缘和角膜瓣的基质界面的神经干的断端分

出［１３］，因此超薄瓣ＬＡＳＩＫ手术后角膜神经的再生速度比

传统ＬＡＳＩＫ手术快。Ｎａｓｓａｒａｌｌａ等［１４］研究角膜瓣厚度和

位置对ＬＡＳＩＫ术后后角膜知觉的影响得出１３０μｍ角膜瓣
术后角膜知觉恢复到术前水平需３．７ｍｏ，而１６０μｍ角膜
瓣组需要４．４ｍｏ。Ｂａｒｅｑｕｅｔ等［１５］研究超薄瓣 ＬＡＳＩＫ术后
角膜知觉的影响发现：术后１ｗｋ角膜知觉与术前相比平均
下降０．６４ｃｍ。术后２ｍｏ与术前相比平均下降０．３ｃｍ，但
是与术后１ｗｋ相比平均增加０．４１ｃｍ，在术后２～６ｍｏ之间
恢复至术前水平。本文的观察结果基本同 Ｂａｒｅｑｕｅｔ等的
研究一致。ＬＡＳＩＫ手术是利用准分子激光切削角膜基质
使中央角膜变平从而治疗近视，因此对中央部角膜神经的

损伤较重，会导致中央角膜知觉的恢复需要更长的时间。

　　本文超薄瓣ＬＡＳＩＫ术后角膜知觉的恢复需要３ｍｏ的
时间，而中央角膜知觉的恢复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与传统的

ＬＡＳＩＫ手术对角膜知觉的影响相似，但是从既往的报道可
以看出传统ＬＡＳＩＫ手术角膜知觉恢复的时间更长这主要
是由于超薄瓣ＬＡＳＩＫ手术对角膜深层基质神经的影响比
传统ＬＡＳＩＫ少，神经再生需要的时间短，，因此角膜知觉
恢复比传统ＬＡＳＩＫ手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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