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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激酶 C活性调节剂对豚鼠近视眼视网膜 

Mailer细胞的作用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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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d significance of protein kinase C regulators on retinal M iiller cells 

of m yopic eye in guinea 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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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rotein kinase C(PKC)activitor，PMA，and PKC inhibitor，GF109203X，on 

the growth state and PKC protein in the primary cultured retinal Mailer cells of myopic eye in guinea pig． M ethods The form— 

deprived myopia model was induced in 30 guinea pigs by translucent goggles．Retinal Mailer cells from myopia model were isolated 

and cultured using enzyme—digesting method and identified by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and Vimentin stain．Cultured 

retinal Mailer cells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 group，myopia group，myopia plus PMA 10 nmol／L group，myopia plus PMA 

100 nmol／L group，myopia plus PMA 1 000 nmol／L group，myopia plus GFlO9203X 0．1 i~mol／L group，myopia plus GF109203X 

1 t~mol／L group and myopia plus GF109203X 10 ~mol／L group．Cell vitality was evaluated by MTT eolorimetry，and the apoptotic 

Mailer ceils were detected by one—step TUNEL staining．The expression of PKC protein in cultured retinal Mfiller cells was analyzed 

by W estren blotting． Results After 14 days，the occluded eyes became myopic in guinea pigs．Over 95％ cultured cells showed 

positive reaction for GFAP and Vimentin．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the expression of PKC protei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myopia group(P<0．05)，and that in myopia plus 100 nmol／L PMA and myopia plus 1 000 nmol／L PMA groups was 

stonger than in 10 nmol／L PMA group(P<0．05)．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hange was found between 100 nmol／L PMA group and 

1 000 nmol／L PMA group(P>0．05)．The expression of PKC protein in myopic Mailer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1 ixmol,／L 

and 10 t~mol／L GF109203X groups，an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nhance was seen in 10 p~mol／L GF109203X group compared 

with 1[xmol／L GF109203X group(P<0．05)． Conclusion PKC protein may be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form—deprived 

myopia．The level of PKC protein in retinal Mailer cells is regulated by PMA and GFlO9203X to certain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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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蛋 白激 酶 C(PKC)激活剂 PMA和抑制 剂 GF109203X对 豚鼠近视 眼视 网膜 Mailer细胞 生长状态 

及 PKC蛋白表达的影 响。 方法 眼罩遮盖诱 导近视模 型，酶消化法培养其视 网膜 Mailer细胞，并鉴定。PMA、 

GF109203X分别 干预 近视 眼 Mailer细胞。MTT测 细胞活力 ，TUNEL染色检 测凋亡细胞 ，Westren blotting测 PKC蛋 白表 

达。 结果 95％以上的培养细胞阳性表达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和波形蛋白(Vimentin)。近视组 PKC蛋白表达较 

正常组上调(P<0．05)。PMA、GFlO9203X均能引起近视眼 Mailer细胞的抑制率升高和诱导其凋亡(P<0．05)。PMA 

诱 导近视 眼 Mailer细胞 PKC蛋白表达进一步上调 ，100 nmol／L组和1 000 nmol／L组表达量高于 10 nmol／L组 (P<0．05)。 

1 p~mol／L和10 p~mol／L GF109203X均能 引起近视 眼 Maller细胞 PKC蛋 白表达下调 ，10~mol／L的抑制作用大 于 1 p~mol／L 

(P<0．05)。结论 PKC蛋白在豚鼠近视眼视网膜 Mailer细胞表达升高，且其表达受 PMA和 GF109203X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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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激酶 C(protein kinase C，PKC)是一类重要的 

蛋白质磷酸化激酶 ，通过对多种底物蛋 白的丝氨酸／苏 

氨酸磷酸化发挥作用 ，调节细胞的生长 、分化、增生 、凋 



亡 、神经传导等过程 。Mailer细胞是视网膜最主要 的 

神经胶质细胞，目前已证实 Mtiller细胞内存在 PKC信 

号传导通路 。因此，我们利用已建立的豚鼠形觉 

剥夺性近视眼模型 ，原代 培养其 视 网膜 Mailer细 

胞 ，分别用 PKC激活剂 PMA和抑制剂 GFlO9203X进 

行干预，研究其对豚鼠近视眼视 网膜 MOller细胞 生长 

状态及 PKC蛋白表达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豚鼠近视眼模型的制作 

3周龄三色豚鼠 30只(中南大学动物部提供 )，体 

重 180～220 g。0．3％戊 巴比妥钠 (30 mg／kg)腹 腔注 

射麻醉 22只豚 鼠，用 自制半透 明眼罩遮盖右眼 ，缝 3 

～ 4针把眼罩固定于眼眶周围组织，其余 8只豚鼠作 

为正常对照。遮 盖 14 d后 ，0．5％托吡卡胺散 瞳验光 

测屈 光 度 ，A 型 超 声 (Cinescan A／B，法 国 Quantel 

Medical公司)测眼轴长度，测 3次 ，取平均值。 

1．2 豚鼠视网膜 MOiler细胞的原代培养 

豚鼠腹腔注射 0．3％戊巴比妥钠(30 mg／kg)麻醉 

后，75％乙醇浸泡消毒 5 min。摘除眼球 ，分离出神经 

视网膜 ，放人完全培养液，剪碎，0．25％胰蛋 白酶消化 

10 min，吸管吹打，制成细胞悬液 ，置于 37℃ 5％CO：培 

养。24 h后首次换液，去除悬 浮细胞 ，以后 每 3～4 d 

换液 1次，待细胞 汇合成片 、贴壁细胞达 80％ 以上时 

按 1：2传代。第2代 MOiler细胞接种于盖玻片上，用 

于胶 质 纤维 酸 性 蛋 白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和波 形 蛋 白 (Vimentin)免 疫 组 织化 学 染 色 

(1：100，美国 Santa Cruz公司)。 

1．3 药物干预及实验分组 

PMA、GF109203X(德国 Merck公司)分别加人第 2 

代近视眼MOiler细胞，作用 3 h。PMA浓度为 10、100、 

1 000 nmol／L，GFlO9203X浓度为 0．1、1．0、10．0 Ixmol／L。 

把 Mtiller细胞分为 8个组：正常对照组 、近视组、近视 + 

PMA 10 nmol／L组、近视 +PMA 100 nmol／L组、近视 + 

PMA 1 000 nmol／L组 、近 视 +GFlO9203X 0．1 txmol／L 

组 、近视 +GFlO9203X 1 p~mol／L和近视 +GF109203X 

10 p~mol／L组。 

1．4 MTT比色法检测 Mailer细胞活力 

收集第 2代 Mailer细胞 ，加人 96孔板 ，调整细胞 

密度至每孔4 000个 ，每孑L体积 200 L。培养至细胞贴 

壁 ，加入不同浓度 PMA或 GFlO9203X，作用 3 h，每组 

设 5个复孔 ，同时设置空白孑L和对照孔。吸去培养液 ， 

加入 0．5％MTT(5 mg／mL)溶液 20 L，继续培养 4 h。 

每孔加入 150 IxL二甲基亚砜，低速振荡 10 min，使结 

晶物充分溶解。使用酶标仪(德 国 Bmglabtech公 司) 

于 490 nm处测光吸收值(OD值)，计算细胞抑制率。 

1．5 一步法 TUNEL染色检测凋亡的 MUller细胞 

一 步法 TUNEL细胞凋亡检测试剂盒购于碧云天 

生物技术研究所，操作步骤严格按说明书进行。4％多 

聚甲醛固定细胞爬 片。滴加 TUNEL检测 液 (含 TdT 

酶 2 IxL、荧光标记液 48 txL)，避光孵育 。荧光显微镜 

下观察 ，激发光波长 480 nm，发射光波长 540 nm(绿色 

荧光)。每 张片 子随 机选 取 5个视野 ，放大 倍数 为 

400，计数凋亡细胞核 ，算出凋亡率。 

1．6 Western blotting检测 PKC蛋 白表达 

取第 2代 Mailer细胞并裂解 ，Bradford法测蛋 白 

质浓度。取蛋 白样品 25 g，进行 10％不连续 SDS聚 

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 。电转移蛋 白至硝酸纤维膜 ，5％脱 

脂奶粉封闭。加入 1：500的兔抗 PKC多克隆抗体(美 

国 Santa Cruz公司)，4℃过夜 ，滴加二抗 ，发光 、显影、 

定影。Bandscan5．0图像分析软件对 目的条带进行灰 

度分析，以 GAPDH(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作内参 ，计算 PKC蛋白相对表达量(PKC蛋 白相对表 

达量 =PKC蛋 白条带灰度值／GAPDH条带灰度值)。 

1．7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所有数据均以 ± 表示，采用 SPSS 11．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各组间豚 鼠眼屈光度、 

眼轴长度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的两两比 

较采用 Dunnett t检验 ；视 网膜 Mailer细胞抑制率 、凋 

亡率及 PKC蛋 白相对表达量 的比较 ，均采用多因素方 

差分析 ，组间的两两 比较采用 SNK—q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豚鼠近视眼模型 

眼罩遮盖 14 d后 ，豚 鼠遮盖眼眼轴延长、近视形 

成 ，其屈光度 、眼轴长度分别与 自身对照眼、正常对照 

眼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1)。 

表 1 豚鼠近视模型 眼球屈光度 、眼轴长 度的变化 ( ± ) 

Table 1 Change of ocular refraction and axial length 

in guinea pig model(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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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豚 鼠 视 网 膜 M a i l e r 细 胞 的 培 养 和 鉴 定

原 代 培 养 2 4 h 后 ， 部 分 细 胞 贴 壁 ， 部 分 呈 椭 圆 形 ，

有 的 堆 积 成 团 。 首 次 换 液 去 除 大 部 分 混 杂 细 胞 ， 贴 壁

的 M t i l l e r 细 胞 分 裂 旺 盛 ， 长 出 小 突 起 、 伸 展 ， 胞 体 饱 满 。

1 0 d 后 M a i l e r 细 胞 形 态 基 本 稳 定 ， 胞 体 较 大 、 扁 平 ， 呈

二三角 形 、 多 角 形 或 梭 形 等 ， 折 光 性 暗 ， 胞 核 多 为 椭 圆 形 ，

位 于 胞 体 中 央 或 略 偏 位 ( 图 1 ) 。

一 般 3 0 ～ 3 5 d 后

M a i l e r 细 胞 融 合 成 片 ， 相 互 交 错 或 平 行 排 列 ， 进 行 传

代 。 传 代 细 胞 多 在 1 5 ～ 2 0 d 基 本 融 合 。 9 5 ％ 以 上 的

培 养 细 胞 阳 性 表 达 G F A P 和 V i m e n t i n
， 胞 浆 内 有 大 量

棕 黄 色 颗 粒 ( 图 2
，

3 ) 。

组 比 较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G F l 0 9 2 0 3 X

l p ~ m o l ／L 组 与 0 ． 1 ~ m o l ／组 、
1 0 tz m o l ／L 组 比 较 ，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 表 2 ) 。

T U N E L 染 色 结 果 显 示 ：活 的 视 网 膜 M a i l e r 细 胞 的

胞 核 呈 弥 散 均 匀 的 绿 色 荧 光 ( 图 4 ) ；发 生 凋 亡 时 D N A

断 裂 、 核 染 色 质 浓 缩 ， 胞 核 内 见 浓 染 致 密 的 颗 粒 状 绿 色

荧 光 ( 图 5 ) 。 正 常 对 照 组 和 近 视 组 的 M t i l l e r 细 胞 均 未

检 测 到 凋 亡 细 胞 ；P M A 和 G F l 0 9 2 0 3 X 能 诱 导 近 视 眼

M a i l e r 细 胞 发 生 凋 亡 ， 且 凋 亡 率 随 P M A
、

G F l 0 9 2 0 3 X

浓 度 的 增 高 而 升 高 ；P M A 1 0 0 n m o l ／L 组 与 1 0 n m o l ／L

组 、
1 0 0 0 n m o l ／L 组 比 较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图 1 原 代 培 养 的 豚 鼠 近 视 眼 M i i l l e r 细 胞 ( × 4 0 0 ) 图 2 豚 鼠 近 视 眼

M i i l l e r 细 胞 阳 性 表 达 G F A P ( X 4 0 0 ) 图 3 豚 鼠 近 视 眼 M i i l l e r 细 胞 阳

性 表 达 V i m e n t i n ( X 4 0 0 )

F i g ． 1 P r i m a r y e u h u r e d M i i l l e r c e l l s i n m y o p i c e y e s o f g u i n e a p i g s ( X 4 0 0 ) F i g 2

P o s i t i v e e x p r e s s i o n f o r G F A P i n e u h u r e d M t i l l e r c e l l s i n m y o p i c e y e s ( × 4 0 0 ) F i g ． 3

P o s i t i v e e x p l e s s i o n f o r V i m e n t i n i n M a i l e r c e l l s o f m y o p i a o f g u i n e a p i g ( X 4 0 0 )

2 ． 3 P M A
、

G F l 0 9 2 0 3 X 对 视 网 膜 M a i l e r 细 胞 活 力 和

凋 亡 的影 响

M T T 检 测 结 果 显 示 ：正 常 对 照 组 和 近 视 组 M a i l e r

细 胞 的 抑 制 率 为 0 ；加 入 P M A
、

G F l 0 9 2 0 3 X 均 引 起 近 视

眼 M i i l l e r 细 胞 的 抑 制 率 升 高 ( P < 0 ． 0 5 ) ；随 着 P M A
、

G F l 0 9 2 0 3 X 浓 度 的 增 高 ， 对 M a i l e r 细 胞 的 抑 制 率 进 一 步

升 高 ，
P M A 10 0 n m o l ／L 组 与 10 n m o l ／L 组 、

1 0 0 0 n m o l ／L

图 4 近 视 组 未 发 生 凋 亡 的 M ii l l e r 细 胞 ( X l 0 0 0 ) 图 5

近 视 4 - P M A 1 0 0 n m o l ／L 组 凋 亡 的 M i i l l e r 细 胞 ( 箭 头 )

( X 1 0 0 0 )

F i g ． 4 N o a p o p t o t i e M fi l l e r c e l l i s s e e n i n m y o p i a g r o u p ( × 1 0 0 0 )

F i g ． 5 A p o p t o t i e M a i l e r c e l l s s h o w f l u o r e s c e n c e i n m y o p i a +

P M A 1 0 0 n m o l ／L g l
’

O U P ( a r r o w ) ( X 1 0 0 0 )

0 ． 0 5 ) ，
G F l 0 9 2 0 3 X 1 ／, z m o l ／L 组 与 0 ． 1 p ~ m o l ／L

组 、
1 0 p ~ m o l ／L 组 比 较 差 异 亦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 表 2 ) 。

2 ． 4 P M A
、

G F l 0 9 2 0 3 x 对 视 网 膜 M a i l e r 细 胞

P K C 蛋 白表 达 的 影 响

原 代 培 养 的 豚 鼠 近 视 眼 、 正 常 对 照 眼 视 网

膜 M t i l l e r 细 胞 均 表 达 P K C 蛋 白 ， 且 在 近 视 组 表

达 上 调 ( P < 0 ． 0 5 ) 。 1 0
、

1 0 0
、

1 0 0 0 n m o l ／L P M A

均 能 诱 导 近 视 眼 M t i l l e r 细 胞 P K C 蛋 白 表 达 升

高 ( P < 0 ． 0 5 ) ，
P K C 蛋 白 在 1 0 0 n m o l ／L 组 和

1 0 0 0 n m o l ／L 组 的 表 达 量 均 高 于 1 0 n m o l ／L 组

( P < 0 ． 0 5 ) ， 但 1 0 0 n m o l ／L 组 和 1 0 0 0 n m o l ／L

组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

1 I~ m o l ／L
、

1 0 ~ m o l ／L G F l 0 9 2 0 3 X 均 能 引 起

P K C 蛋 白 在 近 视 眼 M a i l e r 细 胞 的 表 达 降 低

( P < 0 ． 0 5 ) ， 且 1 0 t t m o l ／L 组 的 表 达 量 低 于 1 p ~ m o l ／L 组

1 2 3 4 5 6 7 8

P K C

(5 6 0 0 0 )

G A P D H

(3 7 0 0 0 )

m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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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与近视组 比较 ，PKC蛋 白在 GF109203X 

0．1 i．zmol／L组的表达有下降趋势 ，但两组 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图 6，表 2)。 

表 2 豚鼠视 网膜 Miiller细胞抑 制率 、凋亡率及 

PKC蛋白的变化 ( ±S) 

Table 2 Change of inhibiting rate，apoptotic rate and 

PKC protein in retinal Mtiller cells of guinea pig( ±s) 

P <0．05 s respective normal contro1． P <0．05 myopia． P <0．05 s 

myopia+ PMA 10 nnml／L．“P <0．05 myopia+ PMA 100 nmol／L． P <0．05 

Fs myopia+ GF109203X0．1~mol／L． P <0．05 VS myopia+ GF109203X 1 

tzmol／L(ANOVA，SNK-g test) 

3 讨论 

近视眼的发生是在视网膜调控下巩膜主动重塑的 

结果，视网膜的调控与其合成、分泌一些信号因子密切 

相关 ，如 多 巴胺 (dopamine，DA) 、一 氧化 氮 (nitric 

oxide，NO) 、碱 性 成 纤 维 细 胞 生 长 因 子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 、转 化 生 长 因子 B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TGF13) 、视黄酸 等 ， 

这些信号因子共同构成视网膜调控网络 ，影响近视 的 

发生和发展 。 

MOiler细胞是视 网膜 内最主要 的神经胶质细胞 ， 

其突起广泛分布于视网膜各类神经元胞体和神经纤维 

之间，与神经元相互作用 ，在视网膜的功能活动中发挥 

重要作用，包括支持和营养神经元、维持细胞外离子稳 

定、参与谷氨酸盐循环及突触信号传递等 。MOiler 

细胞能合成、分泌多种与近视眼形成密切相关的神经 

活 性物质及信号 因子。Kubrusly等 报道视网膜 

Mailer细胞表达酪氨酸羟化酶，参与视网膜 DA代谢。 

另外，Mailer细胞 还能合成视黄酸 1o]、bFGF 、TGF— 

B 12]和 N0[ 。研究 证实，细胞 内 bFGF 14]、TGF— 

B 15 3、酪氨酸羟化酶 和 NO 的合成受 PKC信号通 

路的调控。 目前 已发现 视 网膜 MOiler细胞 内存在 

PKC信号传导通路。可见，Mailer细胞可能通过 PKC 

信号调控视网膜近视信号因子表达 ，进而参与近视眼 

的视网膜调控网络。因此，研究近视眼视网膜 Maller 

细胞是否表达 PKC蛋 白及 PMA、GF109203X对它 的 

影响 ，对 阐明 Mailer细胞在近视眼发生 中的作用及机 

制有重要意义。 

PMA是一种最常用的佛波酯，能够结合并激活 

PKC，引发细胞 内一系列的生物反应。GF109203X的 

结构与星孢菌素类似，能够竞争性抑制 PKC的 ATP结 

合位点，选择性抑制 PKC活性。本研究发现 ，豚 鼠视 

网膜 Maller细胞能够表达 PKC蛋白，且在近视眼中表 

达上调。PMA能诱导 PKC在近视眼 Mailer细胞的表 

达 量 升 高 ，10 nmol／L 作 用 最 小 ，100 nmol／L 和 

1 000 nmol／L作用无明显差别。PMA 1 000 nmol／L对 

Mtiller细胞的毒性最大 ，尽管 10 nmol／L的毒性最小 ， 

但其对 PKC的激活作用也最小，因此对豚鼠近视眼视 

网膜 MOiler细胞来说 ，选用 100 nmol／L PMA用于以后 

的研究比较合适，既能诱导 PKC表达明显上调，其细 

胞 毒 性 又 控 制 在 一 定 范 围 之 内。 同 样 ，对 于 

GF109203X来说 ，1~mol／L和 10 p~mol／L能引起近视 

眼 Mailer细胞 PKC蛋白表达下调 ，0．1~mol／L对 PKC 

蛋白表达无明显影响 ，而 10 tzmol／L对 Mailer细胞 的 

毒性大，故选用 1~mol／L GFlO9203X较合适 。 

总之，豚鼠视网膜 Mailer细胞内存在PKC信号通 

路 ，PKC蛋 白在近视眼 Mailer细胞 的表达上调。PMA 

能诱 导 近视 眼 Mailer细胞 PKC蛋 白表达 升高， 

GFlO9203X则引起近视眼 MOller细胞 PKC蛋 白表达 

降低。对 豚 鼠 近 视 眼 视 网 膜 Mailer细 胞 来 说 ， 

100 nmol／L PMA和 1 txmol／L GF109203X是 比较合适 

的作用浓度。本研究为进一 步探讨 Mailer细胞在近 

视发生中的作用及机制奠定了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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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新鲜泪小管断裂早期原创口入路吻合的疗效观察 

裘项旭 胡美君 叶响荣 

泪小管 断裂是常见的眼外伤急症之一 ，手术 吻合断裂 的泪 

小管是其主要的治疗方法，但基层眼科专业医师对该技术的应 

用较少 ，而外科或全科医师行内眦部及其附近的眼睑裂伤清创 

时往往容易忽视泪小管断裂的问题。为研究创口已缝合的外 

伤患者吻合泪小管的时机 ，本文 回顾性分析 近 3年来 的此类病 

例 ，报告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2004年 6月 ～2007年 6月非新鲜 

泪小管断裂经原创 口入路显 微镜下 直接 寻找断 裂泪 小管并 成 

功吻合的患者 13例。其中男 12例，女 1例；年龄 3～78岁；下 

泪小管断裂者 9例 ，上下 泪小 管均断裂者 4例。患者来院 时均 

已行清创缝合但未行泪小管 吻合 ，受伤至 吻合泪小 管时 间为 1 

～ 19 d(多数为拆线后仍有溢泪不适而来就诊 )。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原创 口入路 钝性分离 暴露泪小 

管远近断端 ，并显微 镜下直 接法找 到远断 端 ，麻醉 导管置 人牵 

引下行直径 0．8 mm的硅胶管环形置管 (两端位于鼻腔 )支撑并 

行泪小管断端吻合 ，术后 6个月拆 除硅胶 管 (其 中 1例 因眼痒 

等不适难以耐受于术后3个月拔管)，典必舒滴眼液点眼 1周。 

2 结果 

全部病例拆除硅胶管后泪道冲洗通畅，11例在随访期间 

(6个月 ～3年 )，泪道 冲洗 通 畅，无溢 泪。2例拆 除硅 胶管 3 d 

后出现溢泪，泪道探通提示吻合 口处组织有粘连狭窄，给予庆 

大霉素 +地塞米松 +a一糜蛋白酶冲洗后好转。 

3 讨论 

缝合后第 3～5周伤 口局部抗拉力强度快速增加 ，然后呈缓慢 

增加，3个月左右达到顶点 I2 ，为正 常皮肤强度的 70％ 一80％。 

作者单位：321300浙江省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 

通讯作者：裘项旭(Email：qiu—xxu@hotmai!．COU1) 

· 临 床 经 验 · 

所以缝合的创El在 3周内容易在原创口处分离 ，从而更容易寻 

找泪小管远断端。本组患者均成功找到泪小管远断端并吻合。 

随着时间的延长，伤 口缝合处钝性分离的难度增大，给泪小管 

断端吻合的 Ⅱ期手术带来一定困难。对此类患者应尽早重新 

拆开创口吻合泪小管，以避免长时间后再做新的切口，使泪小 

管远断端寻找困难 ，增加手术难度 ，影 响手术效果 。5周 以上 的 

陈旧性创 口，皮肤抗拉 能力 已较强 ，难 以从 原创 口进行钝 性分 

离，而伤后 3～5周的患者我们尚未进行过此类手术。 

掌握泪道的解剖位置对于寻找陈旧性外伤的泪小管远断 

端至关重要。泪小点距泪小管近断端 <3 mm应在眼睑内侧创 

口结膜面附近寻找，距离3～6 mm时应在泪阜旁的结膜创口附 

近寻找，而 >6 mm者其远断端应位于泪前嵴后、内眦韧带下缘 

附近的鼻侧端创缘 。延期吻合 的泪小管断裂患者其远断端 

多数 因管 口收缩狭小或炎 性物 闭塞而 难以见 到淡粉 色或 白色 

喇叭 口状结构 ，直接法 寻找 困难 时可以采用 注水 法 、泪囊切开 

法等，如单根泪小管远端未能找到还可以采用猪尾巴探针法。 

置管期间有少数患者会有眼痒等不适，如能耐受且无 眼 

红 、分泌物增多等 ，可不予处理 ；症状严重不能耐受 者可加用糖 

皮质激 素滴 眼液 点眼并 随访 眼压情况 ，必要时可 于 3个 月后拔 

除硅胶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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