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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玻璃体切割术(ＰＰＶ)联合内界膜( ＩＬＭ)剥除术
治疗顽固性糖尿病黄斑水肿的临床疗效ꎮ
方法:回顾性分析顽固性糖尿病黄斑水肿并行 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术患者 ５６ 例 ５６ 眼ꎬ根据有无后极部玻璃体后脱
离分为 Ａ 组(无玻璃体后脱离ꎬ３５ 例 ３５ 眼)和 Ｂ 组(有玻
璃体后脱离ꎬ２１ 例 ２１ 眼)ꎮ 对比分析手术前及手术后 １、
３、６ｍｏ 时患眼最佳矫正视力(ＢＣＶＡ)、黄斑中心视网膜厚
度(ＣＭＴ)变化情况ꎮ
结果:Ａ 组手术后 １、３、６ｍｏ 平均 ＣＭＴ 和 ＢＣＶＡ 与手术前
比较均有差异 (Ｐ < ０ ０５)ꎮ Ｂ 组手术后 １、３、６ｍｏ 平均
ＢＣＶＡ 与手术前比较均无差异(Ｐ>０ ０５)ꎻ手术后 １ｍｏ 平
均 ＣＭＴ 与手术前比较有差异(Ｐ<０ ０５)ꎬ术后 ３、６ｍｏ 平均
ＣＭＴ 与手术前比较均无差异(Ｐ>０ ０５)ꎮ 术后 １、３、６ｍｏꎬ
两组 ＣＭＴ、ＢＣＶＡ 比较均有差异(Ｐ<０ ０５)ꎮ
结论: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术能有效治疗无玻璃体后脱离
的顽固性糖尿病黄斑水肿ꎬ提高患者视力ꎻ但当患者玻璃
体已经后脱离且没有牵拉时ꎬ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术治疗
效果不佳ꎮ
关键词:玻璃体切割ꎻ内界膜剥除ꎻ糖尿病黄斑水肿ꎻ玻璃
体后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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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糖尿病黄斑水肿(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ｅｄｅｍａꎬＤＭＥ)是糖

尿病性视网膜病变(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ꎬＤＲ)最常见的合
并症ꎬ也是引起糖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ＤＭ)患者视力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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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两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 ｘ±ｓ
组别 眼数 年龄(岁) 病程(ｍｏ) ＢＣＶＡ(ＬｏｇＭＡＲ) ＣＭＴ(μｍ)
Ａ 组 ３５ ５１ １３±１０ ２５ １１ ８３±３ ５６ １ ３１±０ ４５ ５３８ ５２±１０１ ７８
Ｂ 组 ２１ ５８ ６７±７ ９８ １０ ９２±４ ０１ １ ２２±０ ５１ ５５３ ０６±９５ ６３

　 　 　 　 　 　 　 　 　 　 　
ｔ ０ ５１ ０ ７３ ０ ５８ ０ ３８
Ｐ ０ ５９ ０ ５１ ０ ５３ ０ ７１

注:Ａ 组:无玻璃体后脱离的顽固性糖尿病黄斑水肿ꎻＢ 组:有玻璃体后脱离的顽固性糖尿病黄斑水肿ꎮ

表 ２　 术前术后不同时间 ＢＣＶＡ变化 (ｘ±ｓꎬＬｏｇＭＡＲ)
组别 眼数 术前 术后 １ｍｏ 术后 ３ｍｏ 术后 ６ｍｏ
Ａ 组 ３５ １ ３１±０ ４５ ０ ８５±０ ３１ ０ ７０±０ ２６ ０ ５２±０ ２０
Ｂ 组 ２１ １ ２２±０ ５１ １ ２１±０ ６０ １ ２３±０ ５３ １ ２０±０ ５８

　 　 　 　 　 　 　 　 　 　 　
ｔ ０ ５８ ２ １１ ３ ２８ ４ ９７
Ｐ ０ ５３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注:Ａ 组:无玻璃体后脱离的顽固性糖尿病黄斑水肿ꎻＢ 组:有玻璃体后脱离的顽固性糖尿病黄斑水肿ꎮ

失的主要原因之一[１]ꎬ通常由异常视网膜毛细血管和微动
脉瘤的液体渗漏造成ꎮ 目前国内外对于 ＤＭＥ 的主要治疗
手段 以 激 光 治 疗、 抗 血 管 内 皮 生 长 因 子 (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ꎬＶＥＧＦ)药物或糖皮质激素治疗为
主ꎬ并取得较好的疗效ꎮ 其中ꎬ抗 ＶＥＧＦ 治疗已成为 ＤＭＥ
的一线治疗方法ꎮ 然而ꎬ临床上仍存在许多顽固性 ＤＭＥ
病例对上述治疗方式无明显应答ꎮ 近年来ꎬ随着对玻璃体
视网膜界面解剖结构及生理病理的深入研究ꎬ除激光治
疗、抗 ＶＥＧＦ 治疗及激素治疗之外ꎬ玻璃体切割术( ｐａｒｓ
ｐｌａｎａ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ꎬ ＰＰＶ ) 联 合 内 界 膜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ꎬＩＬＭ)剥除术成为一种可能的治疗方法ꎬ并得到
广泛关注ꎮ 然而目前 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术治疗 ＤＭＥ 尚
无共识的手术标准ꎬ且临床对其疗效尚存在争议[２]ꎮ 我们
对一组顽固性 ＤＭＥ 患者行 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术治疗ꎬ现
将疗效分析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回顾分析 ２０１８－０５ / ２０１９－０６ 于沈阳市第四人
民医院眼科收治的顽固性 ＤＭＥ 患者 ５６ 例 ５６ 眼的临床资
料ꎮ 纳入标准:(１)入院前经眼底镜、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ＯＣＴ)及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ＦＦＡ)检查确诊为顽固性
ＤＭＥ 的患者ꎮ 这里我们将其定义为:经视网膜激光光凝
联合抗 ＶＥＧＦ 药物玻璃体腔注射治疗 ３ 次以上黄斑水肿
仍未减轻或加重者ꎮ ( ２) 一般状况良好ꎬ空腹血糖≤
８ ０ｍｍｏｌ / Ｌꎬ餐 后 血 糖 ≤ １１ ０ｍｍｏｌ / Ｌꎬ 糖 化 红 蛋 白 ≤
７ ０％ꎬ无明显手术禁忌证者ꎮ 排除标准:(１)屈光间质明
显混浊以致眼底窥不清者ꎮ (２)合并青光眼、视网膜脱
离、黄斑裂孔、黄斑前膜、视网膜静脉阻塞及视网膜新生血
管膜等严重的眼部病变者ꎮ ( ３) 曾行 ＰＰＶ 治疗患者ꎮ
(４)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疾病无法耐受手术或有全
身其他手术禁忌证者ꎮ 根据有无后极部玻璃体后脱离将
所有患眼分为 Ａ 组(无玻璃体后脱离ꎬ３５ 例 ３５ 眼)和 Ｂ 组
(有玻璃体后脱离ꎬ２１ 例 ２１ 眼)ꎮ 两组患者年龄、病程、
ＢＣＶＡ、ＣＭＴ 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表 １)ꎮ
１ ２方法　 本研究获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ꎬ所有患者术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局部麻醉后ꎬ经睫
状体平坦部行 ２５Ｇ 标准三切口ꎬ切除全部玻璃体及局部

视网膜前增殖性病灶ꎬ玻璃体腔内注入 ＢＢＧ 原液 ０ ２ｍＬ
至黄斑区内界膜染色 ３ｍｉｎꎬ用笛针将玻璃体腔内残留
ＢＢＧ 冲洗干净ꎬ于黄斑区以内界膜镊子仔细剥除以黄斑
中心凹为中心ꎬ约 ２ＰＤ 大小 ＩＬＭꎬ仔细检查ꎬ术中无视网膜
脱离及医源性裂孔ꎬ术毕关闭巩膜穿刺口ꎮ 所有病例术中
均未予补充视网膜激光治疗ꎬ未予玻璃体腔气体或硅油填
充ꎬ手术均由同一医生完成ꎮ 术后随访行全面眼科检查ꎬ
随访时间为 ６ｍｏꎮ 记录所有患者术前及术后 １、３、６ｍｏ
ＢＣＶＡ、ＯＣＴ 检查结果及术后并发症情况ꎮ ＢＣＶＡ 检查采
用国际标准视力表ꎬ并转换为 ＬｏｇＭＡＲ 视力形式记录后进
行统计分析ꎮ

统计学分析: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ꎮ 计量资料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ꎬ治疗
前及治疗后不同时间点 ＣＭＴ 及 ＢＣＶＡ 的总体差异比较采
用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ꎬ各时间点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各组的时间差异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 检验ꎮ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两组术前术后 ＢＣＶＡ 变化 　 术前术后不同时间两组
ＢＣＶＡ 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时间 ＝ ２ ５１ꎬＰ时间 ＝ ０ ０３ꎻ
Ｆ组间 ＝ ３ ３９ꎬＰ组间 ＝ ０ ０１ꎻＦ组间×时间 ＝ ３ ２６ꎬＰ组间×时间 ＝ ０ ０３)ꎮ
Ａ 组术后 １、３、６ｍｏ ＢＣＶＡ 与术前比较均有所提高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６ ８９、８ ２２、１１ ８７ꎬ均 Ｐ<０ ０５)ꎻＢ 组术
后 １、３、６ｍｏ ＢＣＶＡ 与术前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 ７９、０ ８２、０ ７６ꎬ均 Ｐ>０ ０５)ꎮ 术后 １、３、６ｍｏ 两组 ＢＣＶＡ
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见表 ２ꎮ
２ ２两组术前术后 ＣＭＴ 变化 　 术前术后不同时间两组
ＣＭＴ 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时间 ＝ ２ ３５ꎬＰ时间 ＝ ０ ０２ꎻ
Ｆ组间 ＝ ３ ９９ꎬＰ组间 ＝ ０ ０１ꎻＦ组间×时间 ＝ ３ ４６ꎬＰ组间×时间 ＝ ０ ０２)ꎮ
Ａ 组手术后 １、３、６ｍｏ ＣＭＴ 与术前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ｔ ＝ ５ ８７、９ ８９、１１ ５６ꎬ均 Ｐ < ０ ０５)ꎻＢ 组术后 １ｍｏ
ＣＭＴ 与术前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４ ５６ꎬＰ<０ ０５)ꎬ
术后 ３、６ｍｏ ＣＭＴ 与术前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 ２５、０ ４５ꎬＰ>０ ０５)ꎮ 术后 １、３、６ｍｏ 两组 ＣＭＴ 比较ꎬ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见表 ３ꎬ图 １、２ꎮ
２ ３并发症　 患眼 ３ 眼术后出现一过性高眼压ꎬ给予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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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术前术后 ＣＭＴ变化 (ｘ±ｓꎬμｍ)
组别 眼数 术前 术后 １ｍｏ 术后 ３ｍｏ 术后 ６ｍｏ
Ａ 组 ３５ ５３８ ５２±１０１ ７８ ４３８ ０１±８９ １３ ３５３ １６±７０ ２５ ２９８ ８５±６１ ８２
Ｂ 组 ２１ ５５３ ０６±９５ ６３ ４７８ ５３±９２ ２０ ５３６ ７９±１０３ ５６ ５４１ ８９±９９ ０６

　 　 　 　 　 　 　 　 　 　 　
ｔ ０ ３８ ２ ３７ ３ ９８ ４ １２
Ｐ ０ ７１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１

注:Ａ 组:无玻璃体后脱离的顽固性糖尿病黄斑水肿ꎻＢ 组:有玻璃体后脱离的顽固性糖尿病黄斑水肿ꎮ

图 １　 患者 ＩＬＭ剥除术前 ＯＣＴ图像ꎬ黄斑水肿ꎮ

图 ２　 患者 ＩＬＭ剥除术后 １ｍｏ ＯＣＴ图像ꎬ黄斑水肿明显消退ꎮ

降眼压滴眼液(酒石酸溴莫尼定滴眼液)或前房穿刺放液
术治疗后均在 １~２ｄ 内好转ꎻ患眼 ２ 眼于术后出现少量玻
璃体积血ꎬ予口服促吸收剂(致康胶囊、卵磷脂络合碘片)
治疗后均于 ２ｗｋ 左右完全吸收ꎻ所有患眼术后均未出现视
网膜脱离、黄斑裂孔、眼内炎、继发性青光眼等严重并
发症ꎮ
３讨论

ＤＭＥ 是一种由多种因子参与最终导致血－视网膜屏
障破坏的复杂过程ꎮ 内层血－视网膜屏障由视网膜血管
内皮细胞紧密连接复合体及神经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
胞、Ｍüｌｌｅｒ 细胞网络组成的内层生物单元构成ꎬ从而能够
保持低渗环境ꎮ 外层血－视网膜屏障则由 ＲＰＥ(视网膜色
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组成ꎮ 血－视网膜屏障破坏导致液
体渗漏、视网膜增厚及渗出ꎬ从而引起视网膜功能障碍及
视力下降[３]ꎮ 慢性血糖升高引起的玻璃体腔内 ＶＥＧＦ 因
子、蛋白激酶 Ｃ(ＰＫＣ)及血管紧张素Ⅱ(ＡⅡ)等血管活性
因子高表达是造成血－视网膜屏障破坏的主要原因ꎮ 因
此视网膜光凝与玻璃体腔注射抗 ＶＥＧＦ 药物或糖皮质激
素是目前治疗 ＤＭＥ 最常用的方法ꎬ但治疗后仍有部分患
者视力无明显改善[４－７]ꎮ 除了这些治疗选择之外ꎬ针对特
定 ＤＭＥ 病例的玻璃体视网膜界面异常的手术治疗也正日
益得到认可ꎮ 由于多种机制中玻璃体已经被认为是导致
ＤＭＥ 的原因之一ꎬ玻璃体可引起 Ｍüｌｌｅｒ 细胞的牵拉ꎬ包括
前后、斜向和切向ꎬ于是导致细胞肥大增殖和血管渗漏ꎮ
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术可以缓解这种牵拉[８]ꎬ也能潜在地
抑制由机械应激诱导产生的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ꎮ 不同
研究组报道了 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术治疗 ＤＭＥ 的结果ꎬ其
治疗效果仍存在争议ꎮ Ｋｕｍａｇａｉ 等[９] 研究均表明ꎬＩＬＭ 剥

除术对治疗顽固性黄斑水肿有效ꎮ Ｇａｎｄｏｒｆｅｒ 等[１０] 对 １２
例无玻璃体后脱离的 ＤＭＥ 患者行玻璃体切割术ꎬ同时行
内界膜剥除ꎬ并与单纯行玻璃体切割术进行对比ꎬ结果显
示联合手术效果均优于单纯行玻璃体切割术ꎬ而且术后视
网膜未发生视网膜前膜及 ＤＭＥ 复发ꎮ 这些研究结果均表
明ꎬ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对于治疗 ＤＭＥ 有效ꎬ这一点上与
本研究结论中 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术能有效治疗无玻璃体
后脱离的顽固性糖尿病黄斑水肿ꎬ提高患者视力一致ꎮ 而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等[１１] 针对 ＩＬＭ 剥除术对 ＤＭＥ 的疗效进行了
Ｍｅｔａ 分析ꎬ通过 ＩＬＭ 剥除组与非剥除组的术前术后 ＢＣＶＡ
及 ＣＭＴ 来评估其疗效ꎬ结果认为ꎬ两组术前术后的 ＢＣＶＡ
及 ＣＭＴ 的变化无统计学差异ꎮ 而本研究中当患者玻璃体
已经后脱离且没有牵拉时ꎬ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术治疗效
果不佳ꎬ这也与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的研究结果不矛盾ꎮ 也就是说ꎬ
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对于 ＤＭＥ 治疗的有效性ꎬ取决于病变
的类型与程度ꎮ 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影响 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术治疗顽固性黄斑水肿疗效的主要因素ꎮ 基于
牵拉是导致 ＤＭＥ 眼弥漫性渗漏的一个重要原因ꎬ我们将
患者根据有无后极部黄斑区玻璃体后脱离分为两组ꎬ结果
表明无玻璃体后脱离的患者术后黄斑水肿明显减轻且随
诊 ６ｍｏ 无明显复发ꎬ术后视力也较有玻璃体后脱离组提
升明显ꎮ 这可能是由于解除了玻璃体黄斑界面的切线牵
拉力ꎬ从而更好地促进黄斑水肿的吸收ꎮ 这说明 ＰＰＶ 联
合 ＩＬＭ 剥除术对于无玻璃体后脱离的顽固性 ＤＭＥ 患者有
较好的治疗效果ꎬ同时也更进一步证明了玻璃体黄斑界面
的牵拉也是影响 ＤＭＥ 发生、发展、预后的重要因素ꎮ 而对
于有玻璃体后脱离的患者术后 １ｍｏ 黄斑水肿在一定程度
上也有所减轻ꎬ但效果较无玻璃体后脱离患者差ꎮ 这可能
由于尽管不存在牵拉ꎬ但 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术也能消除
玻璃体腔及附着于 ＩＬＭ 的 ＶＥＧＦ 及 ＰＤＧＦ 等炎症因
子[１２]ꎬ且 ＰＰＶ 还可能会增加玻璃体腔的氧分压ꎬ从而改善
眼后段的氧饱和度[１３]ꎮ 因此ꎬ在短时间内对黄斑水肿的
消退有一定程度上的疗效ꎬ但这些因素可能并不是导致这
类有玻璃体后脱离的顽固性 ＤＭＥ 病因的主要因素ꎬ术前
ＢＣＶＡ、囊样水肿最大直径、黄斑区缺血等可能都是影响顽
固性黄斑水肿预后的因素[１４－１５]ꎬ因此这类患者术后黄斑
水肿减轻的并不明显ꎬ且效果不能持久ꎬ术后 ３、６ｍｏ 复查
时黄斑水肿都有一定程度的复发ꎬ同时术后视力也无明显
提升ꎮ

综上所述ꎬ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术对于治疗具有玻璃
体黄斑紧密黏连的顽固性 ＤＭＥ 患者效果较好ꎬ而对于已
经有玻璃体后脱离的顽固性 ＤＭＥ 的疗效并不明显ꎮ 但本
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较短ꎬ要明确 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
除术对顽固性 ＤＭＥ 的长期疗效及具体手术标准还需进一
步大样本、多中心观察ꎮ 由于引起顽固性 ＤＭＥ 的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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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的ꎬ因此临床治疗中应针对不同的疾病情况再决定
是否进行 ＰＰＶ 联合 ＩＬＭ 剥除术ꎬ或是联合其他治疗方法
从而达到最佳治疗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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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Ｑｉａｎ ＴＷꎬ Ｚｈａｏ ＭＹꎬ Ｌｉ ＸＸ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ｌａｓｅｒ
ｐｈｏｔｏ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ｎｔｒａｖｉｔｒｅａｌ ｒａｎｉｂｉｚｕｍａｂ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ｅｄｅｍａ: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ｔ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７ꎻ１０(７):１１３４－１１４３
７ 李艳丽ꎬ 李秋明ꎬ 董淑倩ꎬ 等. 糖尿病性黄斑水肿联合治疗效果观

察. 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 ２０１６ꎻ３８(８):６０２－６０５
８ Ｂｏｎｎｉｎ Ｓꎬ Ｓａｎｄａｌｉ Ｏꎬ Ｂｏｎｎｅｌ Ｓꎬ ｅｔ ａｌ.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ｅｅ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ｅｄｅｍ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ｔｉｎａ ２０１５ꎻ３５(５):９２１－９２８
９ Ｋｕｍａｇａｉ Ｋꎬ Ｆｕｒｕｋａｗａ Ｍꎬ Ｏｇｉｎｏ Ｎ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ｆ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ｎ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ｅｄｅｍａ. Ｒｅｔｉｎａ ２００９ꎻ
２９:４６４－４７２
１０ Ｇａｎｄｏｒｆｅｒ Ａꎬ Ｍｅｓｓｍｅｒ ＥＭꎬ Ｕｌｂｉｇ ＭＷ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ｅｄｅｍａ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ｈｙａｌｏ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Ｒｅｔｉｎａ ２０００ꎻ２０(２０):１２６－１３３
１１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Ｔꎬ Ｒｏｇｇｉａ ＭＦꎬ Ｎｏｄａ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ｅｅｌ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ｅｄｅｍ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ｔｉｎａ ２０１５ꎻ３５(９):１７１９－１７２５
１２ Ｌａｕｌａｇｎｉｅｒ Ｋꎬ Ｍｏｔｔａ Ｃꎬ Ｈａｍｄｉ Ｓ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ｓｔ ｃｅｌｌ－ａｎｄ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
ｄｅｒｖｅｄ ｅｘｏｓｏｍｅ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ｉｐｉｄ ｃ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Ｊ ２００４ꎻ３８０(１):１６１－１７１
１３ Ｒｉｚｚｏ Ｓꎬ Ｇｅｎｏｖｅｓｉ －Ｅｂｅｒｔ Ｆꎬ Ｍｕｒｒｉ Ｓꎬ ｅｔ ａｌ. ２５－ ｇａｕｇｅꎬ ｓｕｔｕｒｅｌｅｓｓ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２０ － ｇａｕｇｅ ｐａｒｓ ｐｌａｎａ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ｉｎ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ｅｐｉｒｅｔｉｎ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ａｅｆｅｓ Ａｒｃｈ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０６ꎻ２４４(４):４７２－４７９
１４ Ｗｅｌｌｓ ＪＡꎬ Ｇｌａｓｓｍａｎ ＡＲꎬ Ａｙａｌａ ＡＲꎬ ｅｔ ａｌ. Ａｆｌｉｂｅｒｃｅｐｔꎬ
ｂｅｖａｃｉｚｕｍａｂꎬ ｏｒ ｒａｎｉｂｉｚｕｍａｂ ｆ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ｅｄｅｍａ.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２０１５ꎻ３７２:１１９３－１２０３
１５ Ｌｉ Ｋꎬ Ｗｏｎｇ Ｄꎬ Ｈｉｓｃｏｔｔ Ｐ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ｙｐａｎ ｂｌｕｅ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ａｎｄ ｅｐｉｒｅｔｉｎ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Ｂｒ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０３ꎻ ８７ ( ２):
２１６－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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