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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不同翼状胬肉切除术式对患者术后泪膜功能的
影响ꎮ
方法:回顾性研究ꎬ选择 ２０１６－１０ / ２０１８－１０ 翼状胬肉患者
１０６ 例 １０６ 眼ꎬ随机分成羊膜组和干细胞组ꎬ羊膜组(５０ 例
５０ 眼)行翼状胬肉切除联合羊膜移植术ꎬ干细胞组(５６ 例
５６ 眼)行翼状胬肉切除联合带角膜缘干细胞的自体结膜
移植术ꎮ 分别记录并分析术前和术后 １、３ｍｏ 时 ＢＵＴ、ＳⅠｔ
和 ＯＳＤＩ 评分ꎮ
结果:两组患者 ＢＵＴ 和 ＳⅠｔ 均为术前最低ꎬ术后 ３ｍｏ 最
高ꎻＯＳＤＩ 评分均为术前最高ꎬ术后 ３ｍｏ 最低ꎻ手术前后不
同时间点间各观察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１)ꎮ
(１)组间比较:术前和术后 １ｍｏ 时 ＢＵＴ、ＳⅠｔ、ＯＳＤＩ 评分ꎬ
两组间无差异(Ｐ>０ ０５)ꎬ术后 ３ｍｏ 干细胞组的 ＢＵＴ、ＳⅠｔ
明显高于羊膜组(Ｐ<０ ０５)ꎬ干细胞组的 ＯＳＤＩ 明显好于羊
膜组(Ｐ<０ ０５)ꎮ (２)组内比较:三个时间点之间两两比
较ꎬ术后 １ｍｏ 与术前相比无差异(Ｐ>０ ０５)ꎬ术后 ３ｍｏ 与术
前、术后 １ｍｏ 相比有差异(Ｐ<０ ０５)ꎮ
结论:翼状胬肉切除联合羊膜移植或联合带角膜缘干细胞
的自体结膜移植均能有效改善患者术后泪膜功能ꎬ但后者
的效果更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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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翼状胬肉是常见的眼表疾病之一ꎬ表现为球结膜纤维
血管组织变性、肥厚和增生ꎬ并向角膜侵入性生长ꎬ形状酷
似昆虫翅膀[１－３]ꎮ 翼状胬肉会引起视觉不适、散光、视力
下降等[４]ꎬ而且还影响美观[５－６]ꎮ 目前临床上治疗最常用
的方法是手术切除ꎬ但手术会对眼表功能带来一定的影
响ꎬ不利于术后眼表功能的恢复ꎮ 因此手术中如何尽可能
保持或改善眼表功能是手术效果的关键ꎮ 随着眼科临床
对羊膜和角膜缘干细胞认识的不断加深ꎬ其在翼状胬肉手
术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７－９]ꎮ 本研究比较两种术式
即在翼状胬肉切除基础上联合羊膜或带角膜缘干细胞的
自体结膜移植对泪膜功能的影响ꎬ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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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１０ / ２０１８－１０ 在我院手术治疗的翼
状胬肉患者 １０６ 例 １０６ 眼ꎬ平均年龄 ５９.６８±６.３８ 岁ꎬ其中
男 ６１ 例 ６１ 眼ꎬ女 ４５ 例 ４５ 眼ꎮ 纳入标准:(１)原发性翼状
胬肉ꎻ(２)单眼发病ꎻ(３)侵入角膜缘内为 ３ ~ ５ｍｍꎮ 排除
标准:(１)沙眼、角膜炎、结膜炎等眼表疾病ꎻ(２)角膜接触
镜配戴史ꎻ(３)眼部手术史ꎻ(４)合并糖尿病等内分泌疾病
患者ꎮ 随机将患者分为两组ꎬ一组行翼状胬肉切除联合羊
膜移植(简称羊膜组)共 ５０ 眼ꎬ另一组行翼状胬肉切除联
合带角膜缘干细胞的自体结膜移植(简称干细胞组)共 ５６
眼ꎮ 两组患者间的基础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ꎮ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ꎬ研究对象均签署
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术前 ３ｄ 给予左氧氟沙星
滴眼液滴眼ꎬ手术由同一高年资医师完成ꎮ ２０ｇ / Ｌ 利多卡
因注射液局部浸润麻醉后ꎬ用齿镊钝性分离角膜表面胬肉
头部ꎬ直至角膜缘ꎬ剪开胬肉体两侧球结膜ꎬ钝性分离胬肉
体部直达半月皱襞ꎬ切除所有胬肉组织ꎮ 清理干净ꎬ完全
暴露巩膜和角膜创面ꎮ 羊膜组:在行常规翼状胬肉切除术
后ꎬ取一较暴露区略大的羊膜平铺于创面ꎬ上皮面朝上ꎬ然
后用 １０－０ 尼龙线缝合固定植片ꎮ 干细胞组:在行常规翼
状胬肉切除术后ꎬ在术眼颞上方取一带角膜缘干细胞的球
结膜植片ꎬ植片大小略大于创面ꎬ然后将其贴附于创面的
巩膜床上ꎬ角膜缘组织与胬肉切除处角膜缘相吻合ꎬ然后
用 １０－０ 尼龙线缝合固定植片ꎬ取材处不作处理ꎮ 术后两
组患者所有治疗内容均相同ꎮ
１.２.２观察指标　 分别于术前和术后 １、３ｍｏ 评估患者的泪
膜情况和泪液分泌情况ꎬ同时让患者根据自身情况填写眼
表疾病指数问卷调查表ꎮ
１.２.２.１泪膜破裂时间(ｂｒｅａｋ－ｕｐ ｔｉｍｅꎬＢＵＴ) 　 检查者将
荧光素溶液滴入患者结膜囊内ꎬ嘱闭眼瞬目数次ꎬ自然睁
眼并注视正前方ꎬ不再瞬目ꎮ 检查者用裂隙灯钴蓝光片往
返扫视角膜ꎬ并开始计时ꎬ直到出现第一个黑斑为止ꎮ
１.２.２.２ Ｓｃｈｉｒｍｅｒ Ⅰ试验(ＳⅠｔ) 　 患者背光而坐ꎬ无需表
面麻醉ꎬ检查者将泪液检测滤纸条置于下结膜囊的中外
１ / ３ 交界处ꎬ后轻轻闭合眼睑ꎬ５ｍｉｎ 后取出并记录滤纸条
湿润长度ꎮ
１.２. ２. ３ 眼表疾病指数 ( ｏｃｕｌ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ꎬ
ＯＳＤＩ) 　 该量表用以评估翼状胬肉术前和术后泪膜功能
变化对生活质量的影响ꎮ 分为眼部症状(眼酸、眼痛、异
物感、畏光)ꎬ视觉相关功能(视力模糊、夜间驾驶困难、阅
读困难ꎬ看电视、电脑、手机费力)ꎬ以及环境刺激因子(迎
风不适、低湿度环境不适、空调房眼睛干涩)等三个维度ꎬ
共 １２ 项ꎬ每项 ０ ~ ４ 分ꎬ总分 ＝得分总和 / 回答问题数目×
２５[７]ꎬ总分为 ０ ~ １００ 分ꎬ其分值越高ꎬ代表干眼症状越明
显ꎬ反之相反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ꎬ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ꎬ三个时间点比较采用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ꎬ各时间点的组间差异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ｔ 检验ꎬ组内各时间点差异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 检验ꎬ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ＢＵＴ 变化　 各个时间点 ＢＵＴ 结

表 １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ＢＵＴ的比较 (ｘ±ｓꎬｓ)
组别 眼数 术前 术后 １ｍｏ 术后 ３ｍｏ
羊膜组 ５０ ６.３５±１.８６ ６.８２±１.６８ ８.９２±１.３４
干细胞组 ５６ ６.２４±１.３１ ７.６３±２.３１ １２.２０±２.７３

ｔ ０.９２ １.７５ ２.９３
Ｐ ０.３３ ０.０８ <０.０１

注:羊膜组:行翼状胬肉切除联合羊膜移植ꎻ干细胞组:行翼状胬
肉切除联合带角膜缘干细胞的自体结膜移植ꎮ

表 ２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ＳⅠｔ的比较 (ｘ±ｓꎬｍｍ / ５ｍｉｎ)
组别 眼数 术前 术后 １ｍｏ 术后 ３ｍｏ
羊膜组 ５０ ６.５８±２.１８ ６.７５±２.１９ ７.８５±１.９２
干细胞组 ５６ ６.６２±１.６３ ７.２７±２.６４ ９.６８±３.０３

ｔ １.０６ １.６８ ３.１２
Ｐ ０. ２９ ０.１５ <０.０１

注:羊膜组:行翼状胬肉切除联合羊膜移植ꎻ干细胞组:行翼状胬
肉切除联合带角膜缘干细胞的自体结膜移植ꎮ

表 ３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ＯＳＤＩ评分的比较 (ｘ±ｓꎬ分)
组别 眼数 术前 术后 １ｍｏ 术后 ３ｍｏ
羊膜组 ５０ ２６.２５±１５.２８ ２２.４３±１３.５３ １７.５２±６.５３
干细胞组 ５６ ２８.５２±１３.３２ １９.５８±１２.７５ １１.４３±５.８４

ｔ １.１５ １.９６ ２.５２
Ｐ ０. ２５ ０.０６ <０.０５

注:羊膜组:行翼状胬肉切除联合羊膜移植ꎻ干细胞组:行翼状胬
肉切除联合带角膜缘干细胞的自体结膜移植ꎮ

果见表 １ꎬ两组患者均为术前最低ꎬ术后 ３ｍｏ 最高ꎮ 手术
前后不同时间点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时间 ＝ ９. ８５ꎬ
Ｐ时间<０.０１)ꎬ两组组间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Ｆ组间 ＝
４ １３ꎬＰ组间<０ ０５)ꎬ手术前后与手术方式之间不存在交互
效应(Ｆ时间×组间 ＝ １. ２３ꎬＰ时间×组间>０.０５)ꎮ 组间不同时间点比
较:术前羊膜组高于干细胞组ꎬ术后 １ｍｏ 干细胞组高于羊
膜组ꎬ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术后 ３ｍｏ 干
细胞组明显高于羊膜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组内不同时间点比较:术后 １ｍｏ 与术前相比ꎬ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术后 ３ｍｏ 与术前、术后 １ｍｏ 相比ꎬ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２.２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ＳⅠｔ 变化　 各个时间点 ＳⅠｔ 结
果见表 ２ꎬ两组患者均为术前最低ꎬ术后 ３ｍｏ 最高ꎮ 手术
前后不同时间点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Ｆ时间 ＝ ７.１６ꎬ
Ｐ时间<０.０１)ꎬ两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组间 ＝ ３. ９９ꎬ
Ｐ组间 <０ ０５)ꎬ手术前后与手术方式之间不存在交互效应
(Ｆ时间×组间 ＝ １.３８ꎬＰ时间×组间>０.０５)ꎮ 组间不同时间点比较:术
前和术后 １ｍｏ 干细胞组均高于羊膜组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ꎮ 术后 ３ｍｏ 干细胞组明显高于羊膜组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组内不同时间点比较:术后 １ｍｏ 与
术前相比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术后 ３ｍｏ 与术前、
术后 １ｍｏ 相比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２.３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ＯＳＤＩ 评分变化 　 各个时间点
ＯＳＤＩ 评分结果见表 ３ꎬ两组患者均为术前最高ꎬ术后 ３ｍｏ
最低ꎮ 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Ｆ时间 ＝８.４３ꎬＰ时间<０.０１)ꎬ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组间 ＝
４.１３ꎬＰ组间<０.０５)ꎬ手术前后与手术方式之间不存在交互效
应(Ｆ时间×组间 ＝ １.１２ꎬＰ时间×组间 > ０.０５)ꎮ 组间不同时间点比

０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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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术前干细胞组评分高于羊膜组ꎬ术后 １ｍｏ 干细胞组评
分低于羊膜组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术后 ３ｍｏ
干细胞组评分明显低于羊膜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ꎮ 组内不同时间点比较:术后 １ｍｏ 与术前相比ꎬ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术后 ３ｍｏ 与术前、术后 １ｍｏ 相
比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３讨论
　 　 泪膜是覆盖于眼球表面薄薄的一层液体ꎬ润滑、营养
和保护眼表功能ꎬ对维持眼表正常结构及其功能具有重要
作用[１０]ꎮ 翼状胬肉多伴有泪膜功能异常ꎬ如稳定性下降、
泪液分泌不足、泪液黏蛋白异常等[１１]ꎬ这是由于胬肉的增
生造成眼球表面形态和结构发生变化以及泪膜分布不均
所致ꎮ 而泪膜功能的异常也会加快胬肉病情的进展ꎮ 目
前翼状胬肉临床上手术方式很多ꎬ然而不同的手术方式对
泪膜功能的影响也不一样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两组患者术后 １ｍｏ 时 ＢＵＴ、ＳⅠｔ、
ＯＳＤＩ 稍好于术前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表明翼状胬肉手
术 １ｍｏ 后泪膜功能虽有所改善ꎬ但改善程度较为有限ꎮ
我们认为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１)手术过程中对眼表上
皮的机械性损伤以及滴眼液中的防腐剂对眼表上皮的毒
性作用ꎻ(２)伤口愈合后眼表面仍不平整影响了泪液的均
匀分布ꎻ(３)术后组织水肿、炎症反应等ꎮ 术后 ３ｍｏ 时
ＢＵＴ、ＳⅠｔ、ＯＳＤＩ 明显好于术前和术后 １ｍｏ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ꎬ表明随着恢复时间的延长ꎬ无论是羊膜移植还是带
角膜缘干细胞的结膜移植ꎬ其患眼泪膜功能得到了明显改
善ꎮ 羊膜是一层半透明的薄膜ꎬ不含血管、淋巴管和神经
等ꎬ但含有一定水平胶原酶抑制剂和多种细胞生长因子ꎬ
包括上皮生长因子和角质化细胞生长因子[１２－１４]ꎮ 翼状胬
肉切除联合羊膜移植将羊膜覆盖手术创面ꎬ有利于创面周
围正常的角结膜上皮细胞和角膜缘干细胞增殖、分化ꎬ并
促使细胞向创面生长移行ꎬ促进创面修复愈合[１５]ꎮ 角膜
缘干细胞具有细胞更新和组织再生能力ꎬ增生活跃ꎬ易分
化为正常的角结膜上皮细胞[１６]ꎮ 翼状胬肉切除联合带角
膜缘干细胞的结膜移植直接给手术创面提供大量的干细
胞ꎬ通过增殖、分化、移行ꎬ快速修复了受损的角膜上皮表
面ꎬ同时使杯状细胞密度增加ꎬ提高了泪膜的稳定性ꎬ达到
了重建眼表泪膜功能的目的[１７]ꎮ 比较两组结果发现ꎬ带
角膜缘干细胞的结膜移植效果比羊膜移植更为理想ꎮ 分
析认为ꎬ相比于羊膜移植ꎬ带角膜缘干细胞的结膜移植为
病变部位的角巩膜缘提供具备活力且健康的干细胞ꎬ让患
者眼表的微环境得到有效改善ꎬ缩短受损角膜上皮恢复所
需时间ꎬ降低炎症刺激程度ꎬ故对泪膜稳定性改善更佳ꎮ
　 　 综上ꎬ翼状胬肉切除联合羊膜移植或带角膜缘干细胞
的自体结膜移植都有助于创面的修复、泪膜的稳定、眼表
功能的重建ꎬ但相比而言ꎬ羊膜不具有类似干细胞的增殖
分化功能ꎬ临床疗效不如干细胞移植明显ꎮ 此外羊膜来自

于异体组织ꎬ虽抗原极低ꎬ但移植至眼部仍有溶解的风
险[１８]ꎮ 而带角膜缘干细胞的自体结膜移植取材方便简
单ꎬ取自自身ꎬ植片存活率高ꎬ术后泪膜功能能较快地
恢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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