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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乳化 白 内 障 吸 除联合肝素修饰人工

晶状体植入术后炎症反应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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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 的 探讨超声乳化 白 内障吸除联合肝素修饰人工晶状体植入术 后炎症反应的情况 。

方法 收集 ２ ０ １ ９ 年 ６ 月 至 ２０ １ ９ 年 丨 ０ 月就诊于潍坊眼科医院 晶状体病区诊断 为 年龄相关性 白 内 障

的患者 ６２ 例 （
８２ 只 眼 ）

进行研究 。 其 中 ， 男 性 ２７ 例 （
３３ 只眼 ）

， 女性 ３５ 例 （
４９ 只 眼 ）

？ 年龄 ４０ ̄

８５ 岁 ，平均年 龄 （
６５ ． ６±１ ０ ． ０

） 岁 。 根 据 术 中 植人 的 人 工 晶 状体类 型 ， 将纳 入 研究 的患 者 分 为

ＡＱＢＨ 组 、
ｉＳ ｅ ｒｔ 组及 ＬＵ ＣＩＡ 组等 ３ 组 。 三组患 者均行超声乳化白 内障吸除联合 人工晶状体植人术 ， 术

中植人相应组名类型的人工晶状体 。 术后 ， 分别于术 后 丨 ｄ 、 ３ｄ 、 ｌ 周 、 １ 个月 及 ３ 个月 对患 者进行随

ｉ
方 ，检测并记录前房闪辉检测结果 ， 以均数 ± 标准差描述 。 三组患者术后各时间点前房闪辉检测结果

的 比较采用两因 素重复测ｔｔ方差分析 ， 当 差异 有统计学意 义时 ，进一 步采用 Ｓ ／Ｗ 法进行两两 比较。

结果 术 后 １（Ｉ
． ＡＱＢ Ｈ 组 、 ｉ

Ｓｅ ｒ ｔ 组 及 ＬＵＣＩＡ 组患 者 术 眼 前 房 闪 辉检 测 结果 分 别 为 （ １０ ． ７９±

０ ． ９７ ）
ｐ
／ｍｓ

、 （
１ ５ ．

３７± １ ． ００ ）
ｐ
／ｍ ｓ

及 （
１ ０ ． ０７± ０ ． ９８

）

ｐ
／ｍｓ 。 经＜ 检验 ，

ＬＵＣ Ｉ
Ａ
组与 ｉＳｅｒｔ组 、

ＡＱＢＨ组 与

ｉＳ ｅｒｔ 组 的差异存统计学意 义 〇 ＝－
３ ． ７ ８ ，

－

３ ． ２９
；
Ｐ ＜ ０ ． ０５

）
，其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 义 （

＜
＝ －

３ ． ２９
，

／ｂ Ｏ ． ０５ ） ， ， 术 ；Ｇ ３ｄ ， ＡＱＢ Ｈ 组 ，
ｉ Ｓ ｅｒｔ 绀 及 ＬＵＣ １

Ａ 组患 者 术眼 前 房闪 辉 检测 结 果分别 为 （
１ ４ ． ２４土

０ ． ９７ ）
Ｐ
／ｍｓ

、
（ １

４ ． ４２± １ ． ００ ）
ｐ／ｍｓ及 （

９ ．３４ ±０ ．

９８ ）
ｐ
／ｍ ｓ

？经 ／检验 ，
ＵＪ Ｃ １Ａ组 与 

ＡＱＢＨ及 ｉＳｅｒｔ组 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

３ ． ５ ４ ，
－

３ ． ６ ３＇ ＜ ０ ． ０５ ） ， 其余 比较差异 无统 ｛ 卜学意 义 （
《
＝－

０ ． Ｉ ３ ， Ｐ ＞

０ ． ０５
） ｔ ， 术后 １ 周 ，

ＡＱＢＨ 组 、
ｉＳｅ ｒｔ 组及 ＬＵ Ｃ Ｉ Ａ 组患 者 术 眼 前房 闪 辉 检 测 结 果 分 别 为 （

９ ．２０土

０ ． ９ ７
） ｐ

／ｍｓ 、
（

１ ０ ． １ ４±  １ ． ００
） ｐ
／ｍＳ及

（
７ ． ２ ９± ０ ． ９８

） ｐ
／ｍ ｓ 。 经 （ 检验 ，

ＬＵＣ Ｉ
Ａ组与 ｉＳｅｒｔ 组的差 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 ２ ． ０３ ， Ｐ ＜ ０ ． ０５

）
， 其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１ ． ３８ ，
－

ＯＡＳ＇ ｓ Ｏ ． ＯＳ
） 。 术后 丨 个

月 ，
ＡＱＢＨ 组 、

ｉ Ｓｅｒｔ 组及 ＬＵＣ ＩＡ 组患 者术眼 前房 闪辉检 测结果 分别 为 （ ９ ．１ ９± ０ ． ９７ ） Ｐ
／ｍＳ

、
（

１ ３ ． １ ７±

１ ． ００
）
ｐ
／ｍｓ及 （

７ ．

７０ ±０ ． ９ ８
）
ｐ
／ｍｓ 。 经 （ 检验 ， ＬＵ Ｃ１Ａ 组与 ｉＳｅｒｔ组 、 ＡＱＢＨ 组与 ｉＳｅｒｔ 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３ ． ９０ ，
－

２ ． ８６
；

Ｐ ＜ ０ ． ０５ ） ，其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１
． ０７

，
Ｐ ＞ ０ ． ０５ ） 。 术后 ３ 个

月 ， ＡＱＢＨ 组 、
ｉ Ｓｅｒｔ 组及 ＬＵＣ ＩＡ 组患 者 术眼前房闪辉检测结果分别 为 （

７ ．４３±０ ．９７ ） ｐ
／ ｍｓ

、
（
８ ．０２±

１
． ００ ） ｐ／

ｍｓ及 （ ５ ． ９３ ± ０ ． ９ ８ ） ｐ
／ｍｓ 。 三组 比较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
＝ －

１ ． ０９
，
－

１ ． ４９
，
－

０ ． ４２ ＇ ＞

０． ０５
）

。 结论 术后 Ｉｄ 、３（
丨 、 １ 周 及 １ 个 月时患 者术眼 前房闪辉 的检测结果 ， 丨

．ＵＣ１Ａ 组均低 于 ｉＳｅｒｉ 组
；

术后 ３ｄ 时略低 于 ＡＱＢＨ 组 （ 其余时 间点差异无统 ｉ

卜学怠义 ）
；
术后 ３ 个 月时

－

１绀均尤明 Ｗ． 趋异 。

【 关键词 丨 Ａ 内 障 ；
肝素修饰 人工品状体 ； 前房闪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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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技术的进步 ， 白 内障手术 已经趋向

于微创 ，但 即使采用现代微小切 口技术 ，手术创伤以

及人工晶状体植人术引 起的术后炎症反应也是不可

避免的 。 为了满足需求 ， 肝素修饰人工晶状体越来

越多的应用于临床 。 肝素表面修饰人工晶状体可 以

通过干扰巨 噬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黏附 ，从而阻止

白细胞的活化及纤维蛋 白 的渗出来减轻血－房水屏

障的破坏
［

｜

］

。 眼内前房房水 中蛋 白浓度是反应血
－

房水屏障破坏的重要依据 ，
同时也是炎症反应的重

要评价指标
［ ２ ］

。 有鉴于此 ， 本研究拟通过监测肝素

修饰人工晶状体术后抗炎效果 ， 以 期为临床人工 晶

状体的优选提供数据支持 。

资料与方法

收集 ２０ １ ９ 年 ６ 月 至 ２０ １ ９ 年 １ ０ 月 就诊于潍坊

眼科医院晶状体病区诊断为年龄相关性 白 内 障的患

者 ６２ 例 （ ８２ 只眼 ） 进行 研 究 。 其 中 ， 男 性 ２７ 例

（
３ ３ 只眼 ） ，女性 ３５ 例 （

４９ 只眼 ） 。 年龄 ４０ ？

８５ 岁 ，

平均年龄 （
６５ ． ６± １ ０ ．

０
） 岁 。 本研究经潍坊眼科医院

伦理委员 会批准 ，患者及家属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

二
、纳入与排除标准

１
． 纳人标准 ： （

１
） 临床诊断为年龄相关性 白 内

障
；
（
２

）接受超声乳化吸除联合人工 晶状体植入术 ；

（
３

）手术过程顺利 ，均未发生后囊膜破裂等并发症 ，

且人工晶状体均植人在囊袋 内 ； （
４

） 术后恢复 良好 ，

无感染及角膜上皮功能障碍等并发症 。

２ ． 排除标准 ： （
１

） 合并其他眼部疾病 （ 角 膜病 、

晶状体脱位 、葡萄膜炎 、青光眼及眼底病变 ） 或眼外

伤者 ； （
２

）依从性差 ，随访资料不完整者 ； （ ３ ） 术中及

术后 出现严重并发症者 （ 后囊膜破裂 、人工晶状体未

植入囊袋内或需行二期人工晶状体植人术者 ） ； （
４ ）

合并糖尿病 、高血压等全身病史者 。

三
、分组与人工晶状体类型及特征

根据术 中植人 的人工晶状体类型 ，将纳入研究

的患者分为 Ａ
Ｑ
ＢＨ 组 、

ｉ
Ｓｅｒｔ 组及 ＬＵＣ ＩＡ 组等三组 。

１ ．ＡＱＢＨ 组 植 人 的 人 工 晶 状 体 ： 普 诺 明

Ａ
Ｑ
ＢＨ 型人工晶状体 ［ 爱博诺德 （ 北京 ） 公司生产 ］ ，

是具有肝素表面修饰的第三代非球面疏水性丙烯酸

酯人工晶状体 。 屈光度 －

１ ０ ． ００Ｄ￣＋ ３６ ．
００Ｄ

，
以

０ ． ５０Ｄ 为 间 隔 。 晶状体全 长 １ ３
．
０ｍｍ

，
光学部直

径６ ． ０ｍｍ
。

２ ．ｉＳｅｒｔ 组植人的人工晶状体 ：

ｉＳｅｒｔ２５０／２５ １ 型

人工晶状体 （ 日 本 Ｈ０ＹＡ 株式会社生产 ） ，是
一

片式

非球 面 疏 水 性 丙烯 酸 酯 人 工 晶 状体 。 屈 光度

＋６ ． ００Ｄ ￣＋ ３０ ．００Ｄ
， 以 ０ ．

５０Ｄ 为 间隔 。 晶状体

全长 １ ２ ． ５ｍｍ
，光学部直径 ６ ． ０ｍｍ。

３
．
ＬＵＣＩＡ 组 植入 的 人工 晶 状体 ：

ＣＴＬＵＣＩＡ

６０ １Ｐ／６０ １ ＰＹ 型人工 晶状体 （ 德国蔡 司公司 生产 ） ，

是肝素表面涂层的非恒定像差疏水性丙烯酸酯人工

晶状体 。 屈光度 ＋ ４ ． ００Ｄ ￣＋ ３０ ． ００Ｄ 。 晶状体总

直径 １ ３ｍｍ
，光学部直径 ６ ＿０ｍｍ 。

四
、术前用药

入院即应用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 日 本参天制药

株式会社生产 ）点眼 ，

１ 次／２ｈ
；普拉洛芬滴眼液 （ 日

本千寿制药株式会社生产 ） ，

４ 次／ｄ
；
妥布霉素地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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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ｌｅｃｔ ｒｏｎ ｉｃＥｄ ｉ ｔｉｏｎ
） ， Ｆｅｂ 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

Ｖ〇 １ ． １０
，
Ｎ ｏ． １

？３５？

米松眼膏 （ 爱尔康公 司生 产 ）
， 每晚涂 术 眼 ， 包眼 。

术前 ２ｈ 开始使用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 （ 日 本参天

制药株式会社生产 ） 和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 日本参

天制药株式会社生产 ） 交替点 眼 ，

１ 次／ １ ５ｍｉｎ
， 各

４ 次 。

五 、手术方法

手术均 由 经验丰 富的 医师 完成 。 患者取平卧

位 ，
以盐酸奥布卡因滴眼液 （ 日 本参天制药株式会社

生产 ） 对患者术眼行 表面麻醉 ，常规消毒铺 巾 ，贴手

术切 口保护膜 ， 置开 睑器 ， 分别用 １ ５
°

２
． ２ｍｍ 穿刺

刀在术眼 ２
：
００ 时钟位 、

１０
：
００ 时钟位做透明角膜侧 、

主切 口
，注人透明质酸钠 （华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 ） 约 ０ ． １ｍ ｌ
，撕囊镊做连续环形撕囊 ，撕囊 口直径

约 ５ ． ０ｍｍ￣５
．
５ｍｍ

，水分离 ，超声乳化晶状体核 ，注

吸晶状体皮质 ，后囊膜抛光 ，囊袋 内植人人工晶状体

并调至正位 ，注吸黏弹剂 ， 水密闭合 主 、侧角 膜透明

切 口
，结膜囊 内涂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膏 （ 爱尔康公

司生产 ）
，
无菌纱布包眼 ，术毕 。

六
、
术后用药

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 （ 爱尔康公 司 生产 ）

滴眼 ，

４ 次／ｄ
；左氧氟沙星滴 眼液 （ 日 本参天制药株

式会社生产 ）滴眼
，

４ 次／ （Ｉ
；
普拉洛芬滴眼液 （ 日本千

寿制药株式会社生 产 ） 滴眼 ，

４ 次／ｄ 。 三种滴 眼液

１ 周后改为２ 次／ｄ
，
２ 周后停药 。

七 、检测指标

采用 ＫｏｗａＦＭ ＞６００ 激光蛋 白细胞检测仪 （ 日 本

兴和株式会社生产 ） 定量检测并记 录术后 １ｄ
、

３ｄ
、

１ 周 、
１ 个月 及 ３ 个月 时患者术眼前房闪辉的水平 。

八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 ９
．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 以

均数 ± 标准差 Ｕ±０ 描述 前房闪辉检测结果 ， 并采

用两因素重复测ｆｌ方差分析 。 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时 ，进
一步采用 Ｓ／Ｖ／Ｃ 法进行两两比较 。 以 Ｐ ＜ ０ ．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一

、纳入研究患 者分组及植人 人工 晶状体 的

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 ６２ 例 （ ８
２ 只眼 ） 。 ＡＱＢＨ 组 ，

囊袋内植人 Ａ
Ｑ
ＢＨ 型 人工晶状体患者 ２０ 例 （

２８ 只

眼 ） 。 其中 ， 男性 ８ 例 （
１ １ 只 眼 ） ， 女性 １２ 例 （

１７ 只

眼
） ；单眼病例 １２ 例 ， 双眼病例８ 例 ； 年龄 ４６ ？

８５ 岁 ，

平均年 龄 （ ６５ ．８± ９ ． ７ ） 岁 。 ｉ Ｓｅｒｔ 组
， 囊 袋 内 植 人

ＨＯＹＡｉＳｅｒｔ２５０／２５ １ 型人工晶状体患者 ２０ 例 （
２７ 只

眼 ） 。 其中 ， 男性 ７ 例 （
９ 只眼 ） ，女性 １３ 例 （

１ ８ 只眼 ） ；

单眼病例 １ ３ 例 ，
双眼病例 ７ 例 ；年龄 ５ １￣

８４ 岁 ，平均

年 龄 （ ６９ ．０±９ ．
４ ） 岁 ０ＬＵＣＩＡ 组

， 囊 袋 内 植 入

ＣＴＬＵＣ ＩＡ６０ １ Ｐ／６０ １ ＰＹ 型 人 工 晶 状 体患 者 ２２ 例

（
２７ 只眼 ） 。 其中 ， 男 性 １ ２ 例 （

１３ 只眼 ） ，女性 １０ 例

（
１４ 只眼 ） ；单眼病例 １ ７ 例 ，双眼病例５ 例

；
年龄 ４０̄

８０ 岁 ，平均年龄 （ ６２ ．
５± １ ０ ． ３ ） 岁 。 见表 １ ０

二
、三组患者术后 １ｄ

、
３ｄ

、
ｌ 周 、

１ 个月 及 ３ 个

月 时组间前房闪辉检测结果的比较

经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 结果表 明无交互

作用 （
＝１ ． ６０

，

Ｐ＞０ ？０５ ）
， 说明三组患者前房闪

辉随时间变化趋势
一

致 ；
组别效应 ，

三组之间 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厂删
＝

２２ ． ０３
，
Ｐ＜ ０ ．０５ ）

；时间 因素对

前房 闪 辉影 响 的 差 异 具有 统计学 意 义 （

＝

１ ６ ．
１ ２

，
Ｐ ＜ ０ ． ０５ ） 。 见表

２
和图 １

。

三
、术 后 １ｄ 三组患 眼 前房 闪辉检测 结果 的

比较

术后 １ｄ
，

Ａ
Ｑ
ＢＨ 组 、

ｉＳｅｒｔ 组及 ＬＵＣＩＡ 组前房 闪

辉检测结果分别为 （
１ ０ ． ７９±０ ． ９７ ）ｐ

／ｍｓ
、 （

１ ５ ． ３７±

１ ． ００ ）ｐ
／ｍｓ及 （

１ ０
＿０７±０ ？９ ８）ｐ

／ｍｓ 〇经 ｔ检验 比

较 ，

ＬＵＣ ＩＡ 组与 ｉ
Ｓｅｒｔ 组

、

ＡＱＢＨ 组与 ｉ
Ｓ ｅｒｔ 组 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 义 （
ｆ
＝－

３ ．
７８

，
－

３ ． ２９＇ ＜ ０ ． ０５ ） ，其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

３
．
２９

，

Ｐ ＞ ０ ． ０５
） 。

四 、术 后 ３ｄ 三 组患 眼 前房 闪辉 检测 结果 的

比较

ＡＱＢＨ 组 、
ｉＳｅ ｒｔ 组及 ＬＵＣＩＡ 组患者术眼的前房

闪辉检测结果分别为 （
１４ ． ２４ ±０． ９７

）ｐ
／ｍｓ

、 （
１４ ＿ ４２±

１ ． ００ ） ？／〇１８及 （ ９ ＿
３４ ± ０ ． ９８ ） 卩

／
１＾。 经 ￡ 检验 ，

〇］（： １入

组与 Ａ
Ｑ
ＢＨ 组及 ｉ Ｓｅｒｔ 组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

３ ． ５４
，
－ ３ ． ６３


；

Ｊ
Ｐ ＜ ０ ＿

０５ ） ，其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 ０ ？ Ｉ ３

，

Ｐ ＞ ０ ．
０５

） 。

五 、术 后 １ 周 三组患 眼前房 闪辉检测 结果的

比较

Ａ
Ｑ
ＢＨ 组 、

ｉ Ｓｅｒｔ 组及 ＬＵＣ ＩＡ 组前房闪辉检测结

果分别为 （

９
．
２０±０ ． ９７ ）

ｐ
／ｍｓ

、 （
１０ ．

１４ ±１
． ００ ）

ｐ
／ｍｓ及

（
７

．
２９±０． ９８ ） ｐ／ｍｓ 。 经

ｔ
检验 ，

ＬＵＣＩＡ 组与
ｉ Ｓｅｒｔ组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２

．
０３

，

Ｐ＜０
？
０５ ）

，其余 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１ ． ３８
，

－０ ． ６８
；

Ｐ＞０ ． ０５
） 。

表 １ 三组患 者年龄及性别的 比较

组 别 例数 忭別 （ １／丨
／ 女

）
年龄

（
岁

）

ＡＱＢ Ｈ组 ２０ ８／ １ ２ ６５ ． ８ ± ９ ． ７

ｉ Ｓｅ ｒｔ组 ２０ ７／ １ ３ ６９ ． ０± ９ ． ４

ＵＪ Ｃ ＩＡ ｔ
＼ ［

２ ２
１
２／ １ ０ ６２ ． ５ ± １

０ ． ３

ｘ

２

＾
＇

ｆｆｉ
１

． ７ ８

＊

２ ． ２９

＊＊

／Ｍｆｔ ＞ ０ ． ０５ ＞ ０ ． ０５

ｉｈ

？

水Ｙ 检验 ；

？ ４

示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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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ｌＭｅｄ（

Ｅ 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 ｃＥｄ ｉ ｔ ｉｏｎ
）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Ｑ２０

，
Ｖ〇１

．

１ ０
，
Ｎｏ ．

１

表 ２ 三组患者术后 １ （１
、
３ｄ

、
ｌ 周 、

１ 个月 及 ３ 个月 时组间前房闪辉检测结果的比较 （
ｉ ± ｓ

， ｐ
／ｍ ｓ

）

组别 眼数 术后 １
ｄ 术后 ３ ｄ 术后 １ 周 术后 １ 个月 术后 ３ 个月

ＡＱ ＢＨ组 ２８ １ ０ ． ７９±０ ． ９７ １４ ． ２４
±０ ． ９７ ９ ． ２０±０ ． ９７ ９ ． １ ９ ± ０ ． ９７ ７ ． ４３±０ ． ９ ７

ｉ Ｓｅｒ ｔ组 ２７ １５ ． ３７± １ ． ００
＊

１４ ． ４２ ±１
． ００

１
０ ． １ ４±１ ． ００ １ ３ ．

１ ７ ±１
． ００

ａ

８ ． ０２±１
． ００

ｌｕｃ ｉａ
ｍ ２７

１ ０ ． ０７±０ ． ９８
丨 ）

９ ． ３４ ±０ ． ９８ 
ａ

ｌ ，

７ ． ２９±０ ． ９８
丨 ，

７ ．

７０
±０ ． ９８ 

ｂ

５ ． ９３±０ ． ９８

注
：

＊ 示与 ＡＱＢＨ 组比较 ，
Ｐ 
＜ ０ ． ０５

；

１？

示与 ｉ Ｓｅｒｔ 组比较 ， Ｐ
＜ ０ ． ０５

月 前房闪辉的检测结果

六
、术后 １ 个月 三组患 者术眼前房闪辉检测结

果的 比较

Ａ
Ｑ
ＢＨ 组 、

ｉＳｅｒｔ 组及 ＬＵＣ ＩＡ 组前房闪辉检测结

果分别为 （
９ ．１ ９±０ ． ９７ ） ｐ／ｍｓ

、 （
１ ３ ＿１ ７± １

． ００ ） ｐ／ｍｓ

及 （
７ ． ７０ ±０ ． ９８ ） ｐ／ｍｓ ｏ经 ｔ检验 ，

ＬＵＣＩＡ组与
ｉＳｅｒｔ

组 、
Ａ
Ｑ
ＢＨ 组与 ｉＳｅ ｒ ｔ 组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

３ ． ９０
，

－ ２
．８６


；
／
＞

＜ ０ ？ ０５
） ， 其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１

． ０７
，
Ｐ ＞ ０ ． ０５ ） 。

七
、术后 ３ 个月 三组患者术眼前房闪辉检测结

果的 比较

Ａ
Ｑ
ＢＨ 组

、

ｉＳ ｅｒｔ 组及 ＬＵＣ ＩＡ 组前房闪辉检测结

果分别为 （

７ ． ４３±０ ． ９７
） ｐ／ｍｓ

、 （
８ ． ０２±１ ． ００

）ｐ／ｍｓ

及 （ ５ ． ９３ ± ０ ． ９８ ） ？／邮 。 经 《 检验 ，

三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 《 ＝
－

１ ． ０９
，
－

１ ． ４９
，
－ ０ ． ４２

；

Ｐ ＞ ０ ． ０５
） 。

讨论

虽然 目前全球主要致盲 因素 在 比例和数量上

发生 了很大变化 ， 白 内障仍然是主要致盲 因素 。
尤

其是亚洲地 区 ，可 占致盲因 素的 ４２％

［
３？

。 英 国学

者的系统回顾及 Ｍｅ ｔａ 分析
： ６ ］

和 Ｔａｉｙａｍ 等
１
的研究

同样认为 白 内 障是导致全球视力 下降甚 至致盲的

首要原因 ， 可高达致盲 因素的 ７０％ 。 手术疗法是 目

前公认的治疗 白 内障的唯一有效方式 。

一

、 白 内障手术方式及人工晶状体的发展

白内障手术方式 由 早期 的盤 内摘 除到囊 外摘

除 ， 直到 １ ９ ６６ 年最 早 的超声乳化探 头 问 世
＃ ］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随着技术 的进步 ，切 口和创伤更小

的 超 声乳 化 吸 除 术 逐渐兴起
［ １ ° ］

。
２００９ 年 ，

Ｎ ａｇｙ

等
［

１ １
］

在匈牙利成功施行了 第
一

台飞秒激光超声乳

化吸除术 。 ２０ １ ０ 年 ，

Ｌｅｎ ｓｘ 飞秒设备首次用于白 内

障手术
：

１ ２
］

。 飞秒激光辅助的超声乳 化手术在个性

化制作透明 角膜切 口
、精确环形切开前囊膜 以及安

全预劈核等方面具有独特 优势 ，极大地提高 了屈光

性白 内障手术的安全性及 可预测性 ， 是 当前世界上

最先进的 白 内 障手术技术 。 伴随着手术方式 的 发

展 ， 人工晶状体的迭代也得到推动 。 １９４９ 年 ，
Ｒ ｉｄ ｌｅ

ｙ

在英国施行 了第
－

台囊外摘除术联合人工 晶状体

植入术 ，
开创了第

一

代早期后房型人工 晶状体的先

河
［

１ °
］

。 此后 ，人工晶状体陆续经历了第二代早期前

房型人工晶状体 、第三代虹膜支撑性人工晶状体以

及改 良的前房 、后房型人工 晶状 体 ， 人工晶状体材

质也由 最初的硬性晶状体发展为软性可折叠人工

晶状体 。
２０ 世纪末 ，非球面人工 晶状体及肝素修饰

人工晶状体的概念已 被业内逐渐认可
１ ３ ］

。

二 、肝素修饰人工晶状体的优势

肝素修饰人工晶状体表 面处 于持续 的分子运

动状态 ，肝素表面与细菌 、 细胞
一

样均带负 电荷 ， 这

层静电屏 障能显著 减少炎 症介质 、 炎性 细胞 的黏

附 ，进
一

步发挥降低术后尤其是早期术后炎症反应

及术后并发症的 作用
２ ’ １

４
］

。 这些研究结果 ， 与本研

究结论
一

致 。 有学者通过观察猕猴眼 内植入氟 －肝

素修饰的人工 晶状体术后 炎症反应发现氟 －肝素修

饰的人工晶状体术后 炎症反应轻微 ， 细胞黏附明 显

被抑制 ，
而且人工 晶 状体 的 生物 相 容性较好

［
１ ５

］

。

Ｊ ｏｎｅ ｓ 和 Ｐａｕ ｌ


１６
１ 及 Ｋｒａ ｌ ｌ 等

［⑴ 的研究结论 同 样肯定

了肝素作为细胞黏附拮抗剂具有 的 明显抗炎 、抗粘

附效应 。 Ｎｉ ｓｈ ｉ 等
｜ ８ ］

则认为肝素修饰人工晶状体是

通过减少前列腺素的生成来控制炎症 。
Ａｍｏｎ 等

１ ９

和 Ｔｒｏｃｍｅ 等
［
Ｍ

］

的研究则发现肝素修饰人工晶状体

表面有较少 的上皮样 异物巨 细胞 ，这在某种 意义上

提示炎症反应轻微 。 尽管部分学者对肝 素涂层人

工 晶状体抗炎机制的认识略有不 同 ，但该类 人工 晶

状体的抗炎作 用是确切的
［ ２ “２ ２

］

。 肝素修 饰人工 晶

状体的确切抗炎作 用 ， 带来 了更广泛 的适用人群 ，

除常规 白 内 障以外 ，
还可 以用于糖尿病性 白 内 障 、

葡萄膜炎 白 内障 、先天性 白 内 障等 。 尤其在先天性

白 内障术后 ， 除 了抗炎作 用外 ， 还可 以避免视轴 区

组织增生
［
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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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 ｌｅｃ ｌ 丨

ｘｍｋ
．

Ｅｔ ｌ
ｉ ｌ ｉ

ｕｎ ） ，Ｆｅ ｂｒｕａ ｒｙ２０２０ ，
Ｖ 〇１ ． ｉ

Ｏ
．
Ｎｏ ． １

？３ ７？

三
、前房房水闪辉的检测

ＫｏｗａＦＭ ＞

６００ 激光蛋 白 细胞检测仪 ， 由激光裂

隙灯 、光倍增器及计算机等三部分组成 。 其工作原

理为 ，氦氖激光束 （能 量 ２ ５
ｊ

ｊｌＷ
，直径 ２ ５ｐｍ ） 被投

射到前房 内 并散射 ， 由 光倍增 器 探 测 样本 窗 内

（
０ ．

３ｘ ０ ．
５

） ｍｍ

２

的散射光强度 ，利用激光光线散射

的原理来定量检测前房房水的蛋白浓度 ，具有非接

触性 、无创等优势
［
２

’

２８ ］

。 有研究表明 ，
此检测仪检测

得出的前房房水 闪 辉结果能在
一定程度上定量反

应房水中的蛋 白 浓度
［ ２ ８ ］

。 众 多学者研究证 实该检

测仪的检测结果具有 良好的 可重复性和较 髙的 敏

感性
［ ２９ ＇？

。 郑连山 认 为此检测结果可以 作为客

观 、准确地追踪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后房水变化的评

定依据 。 周洋等
［
３ ５

］

的研究结论为该检测仪可对葡

萄膜炎患者轻度 、中度的血 －房水屏障破坏做出相对

确切的 判断 ，对指导临床诊疗眼前节炎症反应具有

重要意义 。 因此 ， 本研究选取 ＫｏｗａＦＭ４００ 激光蛋

白 细胞检测仪作为检测炎症反应的可靠依据 。

四 、
既往研究与本研究方法及结果的异同

Ｌ
ｉｕ 等

⑵
对比研究 ２ ２ 例肝素表 面修饰 人工 晶

状体与 ２ １ 例无肝素修饰人工 晶状体对前房 炎症 的

影响 ，结果显示术肝素表面修饰人工 晶状体组在术

后 １ｄ
、
７ｄ 前房闪辉检测结果低于无肝素修饰人工

晶状体 组 ， 这 与本 研究 结论及 国 内 外 的 研 究
一

致
ｍｍ

。 与本研究 不 同 的 是 此研 究显 示术 后

２８ｄ
，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本研究 中数据分析显

示术后 １ 个月 具有肝素修饰的 ＬＵＣＩＡ 组和 Ａ
Ｑ
ＢＨ

组 与无肝素修饰的 ｉＳｅｒｔ 组仍然具有统计学 差异 。

本研究还分析了术后 ３ｄ 及术后 ３ 个月 的前房闪辉

检测结果 ， 以 期更全面的分析前房炎症反 应 ，
只 是

本研究未测量前房房水的细胞数 。 此外 ，

Ｈａｎ 等
［

３ ８
１

研究肝素修饰人工晶状体能减少后发性 白 内障的

发生率 。 ？明 ６ 等
［
３ ９

］

研究发现肝素表面修饰聚 甲 基

丙烯酸甲酯人工晶状体具有更好 的生物相容性 ， 尤

其在先天性 白 内障患者行人工晶状体植人联合后

囊膜切除术后 ，不仅能减轻前房炎症反应而且能抑

制视轴区组织增生
＾４０

１

。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 ，

心３１ １ 等
［
４ ｜

］ 和程金伟等
［ ４２ ］

通过随访术后 １ 年发现后

发性白 内障发生率在有肝素修饰与无肝素修饰组

无统计学差异 。 １＾％ 和 ０＾
［
４３ ］

通过研究肝素修饰

亲水性人工晶状体与疏水性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后

１ 年发现后发性 白 内障发生率无差异 。 而吴丹萍和

吴强
［

４４
］

则认为肝素化的亲水性丙烯酸酯人工晶状

体更易发生后发性 白 内障 。 １
＾此〇

１
（；１ 等

［
４５ ］

报道糖尿

病性白 内障 、 剥脱综合征等 高风险 白 内障患者 ， 植

人肝素修饰人工 晶状体与无肝素修饰人工 晶状体

术后 １ｈ 、
ｌｄ

、
３ 周 、

３ 个月前房闪辉及后发性 白 内障

发生率均无统计学差异 。 然而本研究 并未观察三

组患者术后后发性 白 内障的发生率差异 ， 值得进一

步研究 。

五
、
本研究过程中的经验与 注意事项

术前要严格筛选适应症 ，避免因病例的不 同对

结果分析造成影响 。 此外 ，
鉴于本研究随访时间点

较多且随访时间相对较长 ， 为此依从性好的病例应

优先入组 。

综上所述 ，
肝素修饰人工 晶状体可 以明显减轻

前房房水 闪辉 ， 减少术后炎症 ， 值得临床推广 。 但

本研究只重点观察肝素 修饰人工晶状体术后的前

房闪辉变化 ， 术后视觉质量 、 患者满 意度等 尚需 更

大样本量来进
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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