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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pterygium excision
combined with autologous limb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pterygium in Uygur.
誗METHODS: A total of 163 Uighur cases (180 eyes) with
pterygium underwent pterygium excision combined with
limb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Recurrence rate of
pterygium was recorded after surgery.
誗RESULTS: All 163 cases got successfully surgery. And
they were followed up for 6 - 48 months with no
pterygium recurrent 12 - month after surgery, 1 eye
(0郾 6%), 6 eyes (3. 3%) and 9 eyes (5%) recurred at 18,
24 and 48 months, respectively. The total recurrence rate
was 8. 9% (16 / 180) .
誗 CONCLUSION: Pterygium excision combined with
autologous limb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s an ideal
surgical method for pterygium in Uygur, for its fewer
complications and low recurrenc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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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治
疗维吾尔族翼状胬肉患者的效果。
方法:维吾尔族患者翼状胬肉 163 例 180 眼,采用手术显
微镜下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角膜缘干细胞的结膜瓣移植
术,术后观察视力及翼状胬肉复发情况。
结果:翼状胬肉患者 163 例 180 眼成功进行翼状胬肉切
除联合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随访 6 ~ 48mo,术后
12mo 内无复发病例;18mo 复发 1 眼(0. 6% );24mo 复发
6 眼(3. 3% );48mo 复发 9 眼(5% )。 163 例 180 眼中 16
眼复发,复发胬肉较薄,充血轻。 本组复发率为 8. 9% ,余
未发现复发及复发倾向。
结论: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治疗
翼状胬肉并发症少、复发率低,是新疆维吾尔族翼状胬肉
患者较为适当的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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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翼状胬肉是常见的眼表疾病之一,手术是有效的治
疗方法,但单纯手术切除术后易复发,其复发率在 24% ~
89% [1]之间,如再次手术易造成损伤和睑球粘连等并发
症。 新疆海拔高、光照足、日照时间长、风沙大,紫外线
强,翼状胬肉发病率高,且有术后易复发的特点。 为减少
术后复发,提高疗效,我院 2000-01 / 2009-03 开展翼状胬
肉切除联合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治疗翼状胬肉患者
163 例 180 眼,取得了较好效果,现分析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本组翼状胬肉患者 163 例 180 眼,其中男 68
例 78 眼,女 95 例 102 眼,复发翼状胬肉 22 眼,3 眼睑球
粘连、眼球球活动受限;年龄 43 ~ 72(平均 57. 5)岁,胬肉
头部位于角膜上<5mm 者 148 眼,>5mm 者 32 眼;患者视
力 0. 1 ~ 0. 6。
1. 2 方法摇 术眼表面麻醉加局部麻醉,手术均在手术显
微镜下进行。 用尖刀片距胬肉边缘 0. 5mm 透明角膜面
划出胬肉切除范围,深达角膜前弹力层,用圆刀片将胬肉
组织在同一层面剥离至离半月皱襞前 1mm 后切除,巩膜
壁适当烧灼止血。 从颞上方健康角膜缘处切除一块能够
覆盖胬肉切除面的带角膜缘上皮的球结膜瓣,其移植片
上皮面向上,角膜缘对准角膜缘,用 10 / 0 尼龙缝线带浅
层巩膜间断缝合植片两侧。 植片所附的球结膜与自体结
膜残缘连续缝合。 涂妥布霉素眼膏后包扎术眼。 术毕术
眼结膜囊涂妥布霉素眼膏,单眼绷带包扎,术后 24h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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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换药,结膜囊点滴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液 1 ~ 2wk。
1wk 后拆除缝线。 术后每天进行视力及裂隙灯显微镜检
查,观察移植片贴附、有无水肿及存活等情况。 隔天 10g / L
荧光素钠对术眼染色,观察角膜创面修复情况。 出院门
诊随访,观察视力、角膜创面和角膜缘上皮取材处创口愈
合情况,以及角膜缘上皮情况、巩膜情况,眼球运动、有无
新生血管及胬肉复发等。
2 结果
2. 1 术后并发症观察摇 本组患者术后第 1 ~ 2d 术眼球结
膜均有不同程度的充血、水肿和异物感,第 3 ~ 4d 后逐渐
减轻。 10g / L 荧光素钠染色裂隙灯显微镜下观察术后角
膜创面平均修复时间为 3d;1 眼发生感染性角膜炎浅表
溃疡,经过加强局部抗炎治疗后得以控制,其余患者未出
现感染、植片脱落、睑球粘连、眼球运动障碍、巩膜溶解等
情况,术后视力在 0. 5 ~ 1. 0 之间。
2. 2 术后早期并发症摇 患者 163 例 180 眼中,1 眼术后发
生感染性角膜炎浅表溃疡,经过加强局部抗炎治疗后得
以控制,余未发生其他并发症。
2. 3 术后观察及疗效标准摇 疗效标准:治愈:球结膜无充
血、水肿和增生,角膜创面修复,无新生血管生长,无角膜
刺激症。 显效:球结膜轻微充血、无水肿,无增生,角膜基
本透明,无新生血管生长,无角膜刺激症。 复发:球结膜
充血、水肿,角膜有不同程度的新生血管生长及胬肉再
生,有不同程度的角膜刺激症。
摇 摇 随访 6 ~ 48mo,术后 12mo 内无复发患者;18mo 复发
1 眼(0. 6% );24mo 复发 6 眼(3. 3% );48mo 复发 9 眼
(5% )。 患者 163 例 180 眼中,16 眼复发,复发胬肉较薄
充血轻。 本组复发率为 8. 9% ,余为显效和治愈。
3 讨论
摇 摇 翼状胬肉是以结膜下组织异常增生为特征的常见眼
表疾病之一,其发生原因尚不确切,可能与风尘、烟雾、干
燥、紫外线等因素有关[1,2]。 上述各种因素引起的成纤维
细胞、内皮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及多种细胞因子相互
作用导致成纤维细胞和血管组织的大量增生、蜕变与翼
状胬肉形成密切相关[3,4]。
摇 摇 翼状胬肉以手术为主,单纯切除复发率高,且复发后
给再次手术带来更大的困难。 如何降低翼状胬肉手术后
复发率是眼科医生面临的问题。 Tseng 等[5]认为,在生理
条件下角膜缘上皮细胞的增殖压力抑制了结膜上皮长
入,并阻止了角膜缘部源于结膜的血管长入。 胬肉组织
切除后由于残损的干细胞和周边角膜上皮细胞的增殖能
力有限,不足以阻止结膜组织及血管侵入,同时也减慢了
角膜缘上皮愈合速度。 此外,受损的干细胞还可能释放
血管生长因子,加速胬肉的形成。 而翼状胬肉手术后角
膜上皮的修复是通过细胞移行和增生来完成的。 细胞增
生主要发生于角膜缘部,以角膜缘干细胞为源泉[6],逐渐
向中央移行。 由于角膜缘干细胞具有细胞更新和再生功
能,是角膜上皮再生的来源和结膜与角膜之间的栅栏与
屏障,能阻止新生血管和假性胬肉侵入角膜[6]。 因此,角

膜缘干细胞移植术被认为是能促进角膜损伤愈合、稳定
角膜表面、修复角膜上皮糜烂和持续性角膜上皮缺损,减
少角膜新生血管侵入,防止翼状胬肉复发的较好术式
选择[7]。
摇 摇 新疆海拔高、光照足、日照时间长、风沙大,紫外线
强,翼状胬肉术后易复发。 近 10a 来,基于以上理论,我
院采用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治疗
翼状胬肉,取得了满意效果。 患者 163 例 180 眼中仅见
16 眼有胬肉复发,术后植片成活率高,未出现溶解现象,
且取材方便,供区结膜修复良好。
摇 摇 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有以下
优点:(1)患眼取材较健眼取材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和不
便更少,易于被患者接受;(2)角膜缘 12颐00 处有足够的
角膜缘干细胞组织以满足移植的需要,在该处取材后的
伤口为上睑所遮盖、保护,勿需特殊处理;(3)取材方便、
手术安全、操作简便易行。 术中注意事项:(1)植片须带
有浅层角膜缘干细胞的角膜缘组织,尽量不连带结膜下
的筋膜组织;(2)移植时植片上皮面必须朝上,并缝合固
定于浅层巩膜上,角膜缘侧需与植床的角膜缘相吻合;
(3)取材时范围不要超过全角膜缘的 1 / 3,不宜取得过
深,以防发生角膜缘干细胞功能失代偿;(4)术中减少电
凝等止血操作。
摇 摇 由于在手术中尽可能地切除了胬肉组织,同时联合
自体带角膜缘干细胞结膜瓣移植,不但能为病变区角膜
提供新的干细胞来源,而且还为病变区的角膜、巩膜组织
提供正常的上皮细胞。 移植成活的干细胞阻止了异常结
膜源性组织增生及新生血管侵入,防止胬肉复发,达到了
治疗及减少复发的目的[7,8]。
摇 摇 综上所述,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
简便易行,治愈率高,复发率低,是翼状胬肉术后高发地
区理想的手术方法选择,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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