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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sliding transplantation
of auto - corneal limbus stem cell combined with
mitomycin C (MMC) on pterygium treatment.
誗METHODS: Totally, 79 patients (89 eye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at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Eighty-nine eyes
of 79 patients with pterygium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patients (45 eyes) in group A underwent
sliding limbal autograft transplantation with MMC and 39
patients (44 eyes) in group B underwent simple limbal
autograft transplantation. Recurrence rate and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during the 12 - month
follow-up.
誗RESULTS: One of 45 eyes (2%) of group A and six of 44
eyes (14%) in group B were recurrent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 05) . One eye with corneal epithelium
damage was observed in group A, it was healed with
treatment after 5 days. Photaesthesia, lachrymation and
pain were relevantly severe in 4 eyes, and 3 eyes
displayed delayed union in conjunctival wounds (12 - 15
days) . In B group, 3 eyes slight edema of grafts, 1 eye
was growth of a wound granulation, and 1 eye was
relevantly severe in photaesthesia, lachrymation and
pain. Complications compared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 05) .
誗CONCLUSION: Sliding transplantation of auto- corneal
limbus stem cell combined with MMC for pterygium had
advantages of lower recurrence rate, rapid recovery and
less complications.
誗 KEYWORDS: pterygiun; limb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mitomyci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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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自体角膜缘干细胞滑行移植联合丝裂霉素 C
治疗翼状胬肉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择我科翼状胬肉住院手术患者 79 例 89 眼,随机

分成两组,治疗 A 组 40 例 45 眼和对照 B 组 39 例 44 眼,
两组均行翼状胬肉切除,滑行移植自体角膜缘干细胞修复

暴露的巩膜创面,而治疗 A 组在移植之前使用 MMC。 随

访 1a,观察复发率及并发症。
结果:治疗 A 组 45 眼复发 1 眼,复发率为 2% ,对照 B 组

44 眼复发 6 眼,复发率为 14% ,两组相比较差异具有显著

的统计学意义(P<0. 05)。 治疗 A 组出现持续性角膜上皮

缺损 1 眼,治疗 5d 后修复,有 4 眼畏光、流泪、疼痛较重,
结膜延迟愈合 3 眼(12 ~ 15d);对照 B 组移植片轻度水肿

3 眼,创面肉芽生长 1 眼,有 1 眼畏光、流泪、疼痛较重。 并

发症两组相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自体角膜缘干细胞滑行移植联合丝裂霉素 C 治疗

翼状胬肉复发率低,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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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翼状胬肉是眼科常见病、多发病之一,特别多发于赤

道、海边和风沙较大地区的农民,可能和紫外线照射、风
沙、烟尘有关,确切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 其表现主要为

睑裂区球结膜组织纤维血管增生肥厚,呈三角形向角膜侵

入,形如蝉翼而得名,多见于鼻侧,鼻颞双侧也可同时发

病。 目前翼状胬肉治疗行之有效的方法只有手术切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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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胬肉切除复发率高达 25% ~ 45% [1]。 为了减少手术

后的复发率,人们进行大量的临床研究,并采取了许多辅

助的治疗方法,如联合羊膜移植、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
结膜瓣移植,手术中使用丝裂霉素抑制类药物。 我院眼科

2011-01 / 2012-05 初发翼状胬肉患者 40 例 45 眼施行滑

行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联合丝裂霉素 C(Mitomycin,
MMC)治疗,观察其临床疗效及并发症。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选自我院眼科 2011-01 / 2012-05 翼状胬肉住

院手术患者 79 例 89 眼,均为原发性翼状胬肉,胬肉头部

侵入角膜臆3. 0mm。 其中男 28 例 32 眼,女 51 例 57 眼,年
龄 42 ~ 65(平均 54. 6依4. 3)岁,单眼单侧发病 69 例 69 眼,
局部无明显充血,均有异物感不适,无明显视力、视物改

变,无其他眼部疾病史。 根据自愿原则,随机分为治疗 A
组 40 例 45 眼,对照 B 组 39 例 44 眼,双眼同时发病者共

10 例,对等随机分配给 A,B 两组。 治疗组采用滑行自体

角膜缘干细胞移植联合 MMC 治疗,对照组则采用滑行自

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无显著的

统计学差异(P>0. 05)。
1. 2 方法

1. 2. 1 纳入标准摇 原发性翼状胬肉,胬肉头部侵入角膜臆
3. 0mm,胬肉充血不明显、轻度肥厚,均处于静止期未行手

术治疗者,影响美观或感觉不适要求手术患者。
1. 2. 2 排除标准摇 复发性翼状胬肉,外伤性所致的假性翼

状胬肉,单眼双侧发病者,慢性泪囊炎,糖尿病患者,有干

眼症者,有瘢痕体质者及全身免疫疾病者,不能随访者。
1. 2. 3 手术方法摇 手术均在显微镜下进行,两组患者均在

术前 1d 滴左氧氟沙星眼液每 2h 1 次,手术眼滴表面麻醉

药(丙美卡因滴眼液 5g / L)2 次,常规消毒,铺无菌巾,用
钢丝开睑器撑开眼睑,利多卡因 5mL 加两滴肾上腺素在

胬肉体部注入约 1. 5mL,在胬肉颈部两侧剪开球结膜,横
形切断胬肉颈部结膜,用组织剪钝性分离体部球结膜下组

织至根部并切断,逆行撕除翼状胬头部干净,烧灼止血,在
胬肉两侧角膜缘分离球结膜及带少量角膜缘组织,用 10-0 丝

线连续缝合球结膜。 治疗 A 组在分离角膜缘干细胞之前

先用浸有 0. 2g / L MMC 棉片置于巩膜暴露区及泪阜球结

膜下 3 ~ 5min,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 术毕涂妥布霉素地

塞米松眼膏包眼,术后给予双氯芬酸钠 胶 囊 口 服,
10mg,1 次 / d,连服 3d,术后第 2d 开始左氧氟沙星眼液点

眼,每日换药,术后 7d 拆线,拆线后加用 1g / L 氟米龙滴眼

液滴眼,3 次 / d,1mo 后停用。 所有患者手术均由一位有

经验的医师完成。 术后随访 6 ~ 12mo,观察两组患者的临

床疗效,在 1a 内的并发症及复发率。
1. 2. 4 疗效观察摇 疗效评定标准[2]:在裂隙灯下观察,(1)
痊愈:手术区光滑洁净,结膜平整无充血,角膜创面上皮覆

盖,无新生血管和胬肉增生;(2)复发:结膜充血明显,局
部增厚,角膜创面有新生血管及胬肉增生。
摇 摇 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3. 0 统计软件处

理,计数资料采用 字2检验,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患者手术后眼部的反应情况摇 两组患者在手术后 2d
内均有轻度疼痛感、异物感、流泪,2d 后只有轻度异物感,

表 1摇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眼(% )
组别 眼数 治愈 有效 总有效率

A 组 45 37(82) a 7(16) 44(98) a

B 组 44 34(77) 4(9) 38(86)
aP<0. 05 vs B 组。

表 2摇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复发率比较 眼

组别 眼数
3mo 内

复发

6mo 内

复发

12mo 内

复发
总复发

A 组 45 0 0 1 1(2% ) a

B 组 44 0 2 4 6(14% )
aP<0. 05 vs B 组。

无其他不适,两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2. 2 角膜和结膜及创面愈合情况摇 两组患者在裂隙灯下

检查观察结果如表 1,治疗组移植片轻度水肿 2 眼,创面

肉芽生长 0 眼,表浅性角膜炎 0 眼,持续性角膜上皮缺损 1
眼(10d),刺激症状(畏光、流泪)4 眼,结膜延迟愈合 3 眼

(12 ~ 15d),巩膜浅层溶解 0 眼。 对照组移植片轻度水肿

3 眼,创面肉芽生长 1 眼,结膜囊肿 0 眼,表浅性角膜炎 0
眼,刺激症状(畏光、流泪)1 眼,结膜延迟愈合 0 眼。 以上

患者均对症治疗后痊愈。 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无显著的

统计学差异(P>0. 05)。
2. 3 术后两组患者治愈和复发情况摇 根据疗效标准进行

评价治愈情况见表 1,治疗组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P<0. 05)。 复发情况见表 2,对照组在 1a 内的

复率明显高于治疗组(P<0. 05)。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的视

力均无明显改变,角膜散光情况未进行观察测试。 术后两

组患者角膜只有少数眼残留薄翳,眼球运动术前术后对比

无明显改变。
3 讨论

摇 摇 翼状胬肉是一种眼表慢性变应性疾病,组织学上以成

纤维细胞异常增殖、胶原大量合成、细胞外基质过度沉积

为特点[3],其确切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根据临床

和文献资料显示其发病多见于农民,特别是渔民,因其长

期暴露在太阳下,紫外线或其他环境因素造成角膜缘干细

胞损伤,导致干细胞功能障碍或缺失,结膜成纤维细胞和

新生血管侵入角膜,导致翼状胬肉的形成[4]。 流行病学还

显示翼状胬肉有一定的家庭遗传性。 轻者影响美观、异物

感,重者可因翼状胬肉的机械牵拉引起角膜散光导致视力

视觉功能的下降、眼球运动障碍,甚至因翼状胬肉完全遮

盖瞳孔而失明。
摇 摇 目前翼状胬肉仍以手术治疗为主,但术后复发率较

高。 为了降低其复发率,我们则采用滑行自体干细胞移植

联合 MMC 治疗翼状胬肉,此种手术方式取得良好效果,
复发率较同类手术低,治疗组的复发率只有 2% 。 采用自

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可以通过供体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及

细胞的向心性移行来修复,稳定受损的角膜上皮组织,恢
复干细胞数量和功能,重新形成有效的屏障,阻止结膜成

纤维细胞和新生血管侵入角膜,从而达到治疗翼状胬肉并

防止复发的目的[5]。 我们采用翼状胬肉两侧的正常角膜

缘干细胞滑行移植修复缺损处,此手术有如下优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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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正常组织的损伤;(2)减少了因取移植片后留下瘢

痕组织,给以后手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青光眼患

者或是有青光眼家族史者;(3)术后舒适度好,疼痛及异

物感较轻,恢复快;(4)减少术后睑球粘连。 本文两组患

者未出现 1 眼植片衰竭、睑球粘连,植片从两旁游离后,依
靠球结膜本身的伸展性缝合在一起,没有破坏血管组织,
而且保留了较好的角膜缘干细膜,因此,术后恢复快,异物

感轻。 但是,如果翼状胬肉较大,此法较难实施,处理不当

时可造成结膜囊狭窄、眼球运动障碍,或因缝合结膜张力

过大而延迟愈合或裂开,为此,在选择患者时一定要翼状

胬肉较小,头部侵入角膜臆3. 0mm 者为宜。
摇 摇 本文治疗组在角膜缘干细胞移植的基础上加用抗代

谢药 MMC, MMC 主要通过细胞的 DNA 解聚,阻碍 DNA
的合成,有效地抑制了新生血管和成纤维细胞的增殖,降
低了翼状胬肉的复发率[6],同时 MMC 还可能有效抑制炎

症反应,减轻局部的充血、水肿,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复

发率。 本组试验在 1a 内的复发率只有 2% 。 但是在术中

使用 MMC,由于其较强的抑制细胞有丝分裂和诱导凋亡

作用,术后可有局部巩膜变薄、缺血、角膜上皮持续缺损等

并发症的发生,影响了治疗效果[7]。 治疗组出现 3 例结膜

愈合延迟,所以,在使用 MMC 时要掌握剂量的浓度和时

间,0. 2g / L MMC 作用 5min 即可达到有效抑制成纤维细胞

的增殖效果[8],减少了术后的并发症,本文中两组患者并

发症相比较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未出现 1 例严重并发

症。 0. 2g / L MMC 短时间作用,并用大量生理盐水冲洗是

安全有效的。
摇 摇 在翼状胬肉术后患者均感觉眼部疼痛、异物感重,术
后止痛药使用是必要的。 我们在术后当天即给予口服双

氯芬酸钠胶囊止痛消炎,双氯芬酸钠是一种非甾体类镇痛

消炎药,其作用机制是直接抑制环氧化酶活性,阻断花生

四烯酸向前列腺素的转化,间接抑制白三烯的生成,从而

起到镇痛消炎作用。 双氯芬酸钠一方面通过抑制炎症反

应减轻炎性疼痛、组织水肿,另一方面直接作用于外周疼

痛感受器减轻疼痛[9]。 两组患者在术后均未诉眼痛难忍,
只轻度异物感,得以使患者能够充分的休息好,并且能够

很好地配合治疗,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但是双氯芬酸

钠口服可引起胃部疾病、伤口的延迟愈合。 嘱患者饭后口

服减少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作用,少量短期使用是可行

的。 本文两组患者只有治疗 A 组出现几例结膜愈合延

迟,这可能和 MMC 的使用也有关系,还需要大样本的研

究来证明。
摇 摇 综上所述,翼状胬肉手术方法较多,必需根据患者本

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法,才能更有效地治疗此病。 本

文患者都是经过较为严格的筛选后所实行的手术方案,而
且取得了良好疗效。 因此,我们认为自体角膜缘干细胞滑

行移植联合丝裂霉素 C 治疗小的翼状胬肉是值得推

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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