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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胍对大鼠慢性高眼压视网膜 PI．3 K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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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ats with chronic IoP ele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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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Research showed that amino—guanidine(AG)has a pretection effect on optical nerve．But its action 

and mechanism on chronic hypertention are not understood wel1．This paper was to study the change of ph0 phatidylin0sitol一3一 

kinase(PI-3K)expression in rat retina and the effect of AG OH the course of chronic intraocular pressure(IOP)elevation． 

Methods Fifty Wistar rats were divided into blank control group(1 0 rats)，chronic hypertension group(30 rats)and AG group 

(30 rats)．Chronic hypertention was created by cauterizing the superficial scleral veins．150 mg／(kg·d)AG was given by oral 1 

day before cauterization．Immunohistochemistry，RT—PCR and W estern blotting were used respectively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expression of PI一3 K in the model rats and AG interference rat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during the course of chronic IOP elevation． 

Results The successful model was identified as the IOP over 40％ of normal rats．The retinal thicknes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model group and model+AG group compared with normal rats from 2 1 days through 28 days after cauterization(P<0．05)，and 

that of model rats was obviously decreased in comparison with model+AG rats f P <0．05)．The number of ganglion ceil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model rats and model+AG rats compared with normal rats from 21 days to 28 days．The stronger IOD 

value was seen for PI一3 K in the model+AG rats by immunochemistry(P<0．0 1)，and the expressions of PI一3 K mRNA and 

protein were considerably increased in model+AG rats compared with model rats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pectively(P 

<0．05—0．O1)． Conclusion AG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on retinal damage caused by chronic IOP elevation．This goal is 

achieved by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PI一3 K，a protective factor of hypertensive-injury，in re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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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慢性高 眼压过程 中大 鼠视 网膜磷脂 酰肌醇一3一激酶(PI一3K)表 达的变化及应用 氨基 胍对其表达 的 

影响 ，探讨氨基胍对慢性高眼压视网膜的保护作用 。 方法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 、RT—PCR和 Western blot的方法 ，观察应 

用及未应用 氨基 胍的慢性 高眼压大 鼠视 网膜在不 同时点 的差异及 PI一3K表达的变化。 结 果 与正常对照组 相 比，慢性 

高眼压大鼠应用与未应用氨基胍者，视网膜均随着高眼压时间的延长逐渐出现形态学变化，于高眼压的第 21 d视网膜变 

薄 ，节细胞数量减少 ；在此过程 中，PI一3K表达增多 。慢性高眼压大 鼠的视网膜应用氨基 胍者与未应用 氨基胍者相 比 ，其 

形态学变化较小，而 PI一3K表达则明显增多，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PI一3K是慢性高眼压视网膜 

损伤过程中的保护性因素，氨基胍通过上调其表达发挥对视网膜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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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转导通路及凋亡相关基因是 当今分子生物学 

的研究热点之一，青光眼损伤最终共同的病理通路是 

节细胞的凋亡。磷脂酰肌醇一3一羟基激酶(phosphoinositide 

3 kinase，PI-3K)是一类特异的催化磷脂酰肌醇物质的 

激酶。研究发现 PI一3K是一种与细胞转导有关 的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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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信使。有研究认为 PI．3K可通过抑制促凋亡分子 

的活化对细胞存活进行调节 。氨基胍是一种诱导型一 

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抑制 

剂，在青光眼 的研究 中报 道较少。Neufield等 j报道 

氨基胍能起到对视神经的保护作用，但是否对慢性高 

眼压视网膜有保护作用及其机制尚不清楚 。本实验通 

过检测应用及未应用氨基胍的高眼压视网膜组织中 



PI．3K表达水平 的变化 ，探讨其表 达与慢性高 眼压视 

网膜节细胞的关系以及氨基胍是否通过参与慢性高眼 

压过程中对 PI-3K的调控发挥保护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动物及分组 雄性 Wistar大 鼠 50只(中 

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部提供)；鼠龄 45—55 d，体重 

200～300 g。实验动物及实验所用条件符合国家科学 

技术委员会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随机(6，6，7)分为 

3组 ：空白对照组 10只(20只眼)；慢性高眼压模型组 

30只(60只眼)；氨基胍应用后慢性高眼压模型组 30 

只(60只眼)。 

1．1．2 主要试剂 氨基胍(美国Sigma公司)；兔抗大 

鼠 PI一3K蛋白抗体、SABC试剂盒 (武汉博士德公 司)； 

M．MLV逆转录酶 、Oligo(dT)(美 国 Promega公司)；耐 

热性 Taq DNA 聚 合 酶 (大 连 宝 生 物 工 程 公 司 )； 

TaKaRa RNA PCR(TaKaRa公 司)；N，N’一亚 甲双丙烯 

酰胺(美 国 BBI公司 )；N，N’，N’，N’一四甲基 (美 国 

Fluka公司)；十二烷基磺酸钠 (SDS)、二硫苏糖醇 (美 

国 Sigma公司)；硝酸纤维素膜 (英 国 Amersham生命 

科学公司)；正常山羊血清(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公司)。 

1．2 方法 

1．2．1 大鼠慢性高眼压模型制备 10％水合氯醛 

0．3 mL／100 g腹腔注射麻醉 ，剪开球结膜烧灼巩膜浅 

层静脉分 支 2支 (烧灼点远端 巩膜浅层静 脉血流 消 

失，近角巩膜缘血管怒张 ，颜色加深为烧灼成功)，将 

球结膜复位 ，典必殊滴 跟液、眼膏点眼。大鼠眼压 用 

TONO．PII型笔式眼压计测量 ，测量分别于术前、术后 

30 min，7、14、21、28 d进行。平均眼压 >22 mmHg的 

手术眼为造模成功。氨基胍应用组在造模前 1 d给予 

氨基胍 1次，剂量按 1 g／L加入饮水 中，总量控制在 

150 mg／(kg·d)。造模过程同上。 

1．2．2 PI．3K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取材 、固定 、脱水、 

石蜡包埋后按试剂盒说明进行操作。阳性细胞为胞浆 

或胞核内有黄色或棕黄色颗粒沉积。每张切片分别选 

取5个不连续的高倍视野，采用 etaMorph／BX51显微 

图像分析系统，测定阳性细胞的积分光密度进行数据 

分析，判定阳性细胞的表达强度。 

1．2．3 RT．PCR检测 PI一3K mRNA的表达 从视 网膜 

组织中提取总 RNA，将 1 tzg的总 RNA逆转录成 cDNA 

后扩增。反应条件 ：95℃ 5 min，94℃ 30 S，54℃ 30 S， 

72℃40 S，共35个循环，72℃ 10 min。PCR引物依照 

GeneBank标准 primer Express 3．0软件设 计。PI一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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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物 (sense：5’一CAGTGGAGACAGTGCGAACGT．3’； 

antisense：5’一TCGGCAGTCTTGCCGTAGAG-3’)，产 物 

长度 为 142 bp。 内 参 GAPDH 引 物 (se／lse：5’一 

TTTAAGCTCTCAGAAGACATG．3 ’： antisense： 5 ’一 

TGTTGAAGTACAGACAGTACCCCCA一3’)，产物长度为 

363 bp。取 PCR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 ，检测其吸 

光度值，计算与内参相比较的相对吸光度比值。 

1．2．4 Western blot检测 PI．3K mRNA蛋 白的表达 

将视网膜组织剪碎后加入 10％细胞裂解液，提取细胞蛋 

白质，SDS．PAGE电泳，转膜至硝酸纤维素膜，经脱脂奶 

粉中和后与抗 PI一3K一抗(兔抗鼠 PI．3K抗体)、二抗 

(羊抗兔 Ig．G抗体)作用，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 ，DAB显 

色。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所有数据均 以 ±S表示。采用 Levene方差齐性 

检验，多个组问测量指标方差齐者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 ，组间的多重 比较采用 Turky检验。用药组与未用 

药组间测量指标的均数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慢性高跟压大鼠视网膜节细胞和神经纤维层厚 

度 的变化 

造模后21 d起，大鼠视网膜厚度开始变薄，节细胞 

数量减少，而用药组变化较小。21 d和 28 d时3个组大 

鼠视网膜厚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F：13．256， 

14．013，P<0．05)，两模型组与对照组相比视网膜厚度 

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未用药模 型组与 

用药模型组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 1)。 

表 1 不同组慢性高眼压大鼠视网膜厚度变化(X± ，tan) 

'Fable 1 Retina1 thickness of rats with chronic IOP 

elevation in different groups(x±s， m) 

P <0．05 VS respective control group．。P <0．05 w respective model+AG 

(One-way ANOVA，Turky test) 

2．2 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PI一3K表达的分布及强度 

空白对照组大鼠视网膜仅在神经节细胞层有微量 

阳性表达，免疫阳性细胞为黄褐色细胞核或细胞浆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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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鼠 慢 性 高 眼 压

眼 视 网 膜 中 P I - 3 K 的

表 达 A ：空 白 对 照 组

B ：高 眼 压 7 d 组 ， 神 经 节

细 胞 层 可 见 到 胞 体 大 而

圆 的 免 疫 染 色 阳 性 神 经

节 细 胞 数 明 显 增 多 ， 呈 阳

性 反 应 的 胞 体 细 长 、 核 深

染 的 小 胶 质 细 胞 也 增 多 ，

内核 层 也 有 多 量 P I 一 3 K 表

达 ， 视 感 受 器 层 较 少 见 到

阳 性 表 达 c ：高 眼 压 1 4 d

组 ， 视 网 膜 各 层 均 可 见 到

P I ． 3 K 免 疫 染 色 阳 性 细 胞 ， 但 表 达 量 减 少 D ：高 眼 压 2 8 d 组 ， 视 网 膜 各 层 仍 可 见 到 免 疫 染 色 阳 性 细 胞 的 表 达 ， 但 表

达 量 明 显 减 少 E ：氨 基 胍 + 高 眼 压 7 d 组 ， 神 经 节 细 胞 层 可 见 到 胞 体 大 而 圆 的 免 疫 染 色 阳 性 神 经 节 细 胞 数 和 核 深

染 的 小 胶 质 细 胞 开 始 增 多 F ：氨 基 胍 + 高 眼 压 1 4 d 组 ， 免 疫 染 色 阳 性 神 经 节 细 胞 和 小 胶 质 细 胞 数 增 多 G ：氨 基

胍 + 高 眼 压 2 1 d 组 ， 免 疫 染 色 阳 性 神 经 节 细 胞 数 明 显 增 多 ， 核 深 染 的 小 胶 质 细 胞 明 显 增 多

F i g ． 1 E x p r e s s i o n a n d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P I 一 3 K o n r e t i n a o f r a t s w i t h c h r o n i c l O P e l e v a t i o n A ：c o n t r o l g r o u p B ：P I � 3 K i s

p o s i t i v e l y e x p r e s s e d i n t h e g a n g l i o n c e l l l a y e r
，

i n n e r n u c l e a r l a y e r ． L e s s p o s i t i v e c e l l s a r e s e e n i n p h o t o r e c e p t o r l a y e r i n

o c u l a r h y p e r t e n s i o n 7 d a y s g r o u p C ：T h e p o s i t i v e i m m u n e c e l l s f o r P 1 — 3 K s e e m s t o b e r e d u c e d i n r e t i n a o f h i g h i n t r a o c u l a r

p r e s s u r e f o r 1 4 d a y s g r o u p D ：I n o c u l a r h y p e r t e n s i o n f o r 2 8 d a y s g r o u p ，
t h e e x p r e s s i o n o f P I - 3 K i n r e t i n a i s s i g,

n i f i e a n t l y

r e d u c e d E ：I n A G + o c u l a r h y p e r t e n s i o n f o r 7 d a y s g r o u p ． t h e n u m b e r o f r o u n d s y n c y t i u m b i g p o s i t i v e c e l l s a n d m i c r o g l i a

c e l l s fo r P I 一 3 K i n g a n g l i o n c e l l l a y e r b e g i n t o i n c r e a s e F ：T h e P I 一 3 K p o s i t i v e g a n g l i o n c e l l s a n d g l i a l c e l l s i n c r e a s e i n t h e

n u m b e r i n A G + 1 4 cl a y s g r o u p o f h i g h l O P G ： I n A G + 2 1 d a y s g r o u p o f h i g h I O P ． t h e p o s i t i v e g a n g l i o n c e l l s a n d

m i c r o g l i a fo r P 1 0 K i n c r e a s e

色 ， 模 型 组 自第 3 d 起 表 达 开 始 升 高 ，
7 d 时 达 到 最 强 ，

神 经 节 细 胞 层 可 见 到 胞 体 大 而 圆 的 免 疫 染 色 阳 性 神 经

节 细 胞 数 明 显 增 多 ， 同 时 呈 阳 性 反 应 的 胞 体 细 长 ， 核 深

染 的 小 胶 质 细 胞 也 增 多 。 除 神 经 节 细 胞 层 外 ， 阳 性 细

胞 在 内核 层 也 有 多 量 表 达 。 在 视 锥 细 胞 层 、 视 杆 细 胞

层 均 较 少 见 到 阳 性 表 达 。
7 ～ 2 8 d 在 视 网 膜 上 述 各 层

仍 有 较 多 细 胞 核 呈 黄 褐 色 。 用 药 后 变 化 呈 增 强 趋 势

( 表 2
， 图 1 ) 。

表2 模型组和AG 组大鼠视网膜P I� 3K 表达强度即积分光密度( IOD j 值(j ±S j

Ta ble 2 PI - 3 K e x pr e s s io n in t e n s ity i n r e t in a o f r a l in m o de [ gr o u p a n d AG gr o u p ( 10 D ) (；±5

2 ． 3 R T - P C R 方 法

检 测 P I - 3 K m R N A 的

表 达

P I 一 3 K m R N A 的

表 达 随 着 高 眼 压 时 间

的 延 长 而 增 强 ， 在 第

7 d 尤 为 明 显 ， 之 后 有

所 下 降 ，
P I 一 3 K m R N A

在 不 同时 点 的 表 达 至

少 有 一 个 时 点 与 其 他

时 点 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各 时 点 与 高 眼

压 3 d 组 比 较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用 药

模 型 组 P I ． 3 K m R N A

的 表 达 与 未 用 药 组 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表 3
， 图 2 ) 。

2 ． 4 W e s t e r n b l o t 检

测 N F —

K B 蛋 白 的 表

达

用 药 模 型 组 P I ．

3 K 蛋 白 的 表 达 与 未

用 药 组 P I ． 3 K 蛋 白 的

表 达 均 随 着 高 眼 压 时

间 的 延 长 而 增 强 ， 在

第 7 d 尤 为 明 显 ， 之

后 有 所 下 降 。
P I 一 3 K 蛋 白 在 不 同 时 点 的 表 达 至 少 有 一

个 时 点 与 其 他 时 点 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各 时 点 与 高

眼 压 3 d 组 比 较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用 药 模 型 组

P I 一 3 K 蛋 白 的 表 达 与 未 用 药 组 比 较 明 显 增 强 ， 用 药 模

型 组 与 未 用 药 模 型 组 P I 一 3 K 表 达 比较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5 ) ( 表 4
， 图 3 ) 。

表 3 各 模 型 组 大 鼠 视 网 膜 P I - 3 K m R N A 表 达

相 对 吸 光 度 比 值 ( I D V ／I D V ) ( x ± s )

T a b l e 3 P I 一 3 K n l R N A e x p r e s s i o n i n r a t r e t i n a

( I D V ／I D V ) i n d i f f e r e n t g r o u p s ( z ± s )

“
P < 0 ． 0 5

，

。

P < 0 ． 0 1 w r e s p e c t i v e 3 d v a l u e ( A N O V A ． S t u d e n t
’

s t t e s t )
“

P < 0 ． 0 5
，

。

P < 0 ． 0 1 U S r e s p e c t i v e 3 d v a l u e ( A N O V A
，

S t u d e n t
’

s f t e s t )



表 4 各 模 型 组 大 鼠 视 网 膜 P I ． 3 K 蛋 白 表 达

相 对 吸 光 度 比 值 ( I D V ／I D V ) ( x ± S )

T a b l e 4 P I 一 3 K p r o t e i n e x p r e s s i o n i n r a t r e t i n a

( I D V ／I D V ) i n d i ff e r e n t g r o u p s ( x ± s )

G A P D H

14 2 b p

1 0 0 b p

M A B C D E F G H I J K

图 2 R T ． P C R 测 定 视 网 膜 P I - 3 K m R N A 的 表 达 A ：对 照 组

B ：高 眼 压 3 d C ：高 眼 压 7 d D ：高 眼 压 1 4 d E ：高 眼 压 2 1 d F ：

高 眼 压 2 8 d G ：氨 基 胍 + 高 眼 压 3 d H ：氨 基 胍 + 高 眼 压 7 d I ：氨

基 胍 + 高 眼 压 14 d J ：氨 基 胍 + 高 眼 压 2 1 d K ：氨 基 胍 + 高 眼 压 2 8 d

F i g ． 2 E x p r e s s i o n o f P I - 3 K m R N A i n A G g r o u p a n d c h r o n i c I O P

e l e v a t i o n g r o u p b y R T — P C R A ： c o n t r o l g r o u p B ： 3 d a y s a f t e r

c a u t e r i z t i o n C ：7 d a y s a f t e r c a u t e r i z t i o n D ：1 4 d a y s a f t e r c a u t e r i z t i o n

E ：2 1 d a y s a f t e r c a u t e r i z t i o n F ： 2 8 d a y s a ft e r c a u t e r i z t i o n G ： 3 ( 1a y s

a f t e r e a u t e r i z t i o n + A G H ：7 d a y s a f t e r c a u t e r i z t i o n + A G I ： 1 4 d a y s

a f t e r c a u t e r i z t i o n + A G J ：2 1 d a y s a ft e r c a u t e r i z t i o n + A G K ：2 8 d a y s

a fi e r e a u l t e r i z t i o n + A G

c o n t r o l n l o d e l

m o d e l + A G

2 8 d

图 3 W e s t e r n b l o t t i n g 测 定 视 网 膜 P I 一 3 K 蛋 白 的 表 达

F i g ． 3 E x p r e s s i o n o f P I - 3 K p r o t e i n i n A G g r o u p a n d

c h r o n i c I O P e l e v a t i o n g r o u p b y W e s t e r n b l o t

3 讨 论

目前 ， 国 内关 于 青 光 眼 研 究 的 动 物 模 型 多 以 缺 血

再 灌 注 为 主 ， 不 利 于 对 视 网 膜 保 护 的 观 察 ， 而 对 于 持 续

高 眼 压 情 况 下 视 网 膜 神 经 节 细 胞 ( r e t i n a l g a n g l i o n c e l l s
，

R G C s ) 的 形 态 学 研 究 报 道 较 少 。 本 研 究 通 过 应 用 目前

国 外 较 公 认 的 慢 性 高 眼 压 造 模 方 法 探 讨 P I 一 3 K 的 表 达

情 况 以 及 应 用 氨 基 胍 后 P I 一 3 K 的 表 达 变 化 情 况 ， 来 探

讨 氨 基 胍 对 青 光 眼 视 网 膜 保 护 的 意 义 。 有 研 究 表 明 可

能 有 多 种 机 制 参 与 高 眼 压 性 视 网 膜 损 伤 ， 但 无 论 何 种

机 制 其 最 终 的 结 局 均 是 R G C s 的 凋 亡
¨ !

。 C h o i 等
” 纠

认 为 尽 管 光 感 受 器 有 足 够 的 功 能 ， 青 光 眼 的 患 者 仍 会

失 去 视 力 ， 这 是 由 于 R G C S 缓 慢 进 行 性 死 亡 造 成 的 。

慢 性 高 眼 压 R G C S 的 凋 亡 随 时 间 延 长 进 行 性 加 重 ， 提

示 我 们 应 用 的 这 种 造 模 方 法 可 以 应 用 于 慢 性 高 眼 压 视

网 膜 保 护 的 研 究 。

本 研 究 表 明 ， 正 常 大 鼠 R G C s 即 有 微 量 内 源 性 P I 一

3 K 的 表 达 。 自造 模 3 d 起 ，
P I 一 3 K 表 达 开 始 明 显 ， 随 慢

性 高 眼 压 时 问 的 延 长 ，
P I 一 3 K m R N A 及 蛋 白 表 达 均 逐

渐 增 强 ，
7 d 达 到 明 显 峰 值 ， 结 果 与 Z h o u 等

⋯ 。

的 研 究

一 致 ：P I ． 3 K 的 表 达 与 细 胞 增 生 成 正 相 关 。 提 示 P I 一 3 K

可 能 参 与 了 R G C s 增 生 的 调 节 。 在 氨 基 胍 应 用 组 P I 一

3 K 表 达 的 峰 值 大 于 未 用 药 组 ， 并 逐 渐 稳 定 在 一 个 较 高

的 水 平 ， 提 示 青 光 眼 病 理 机 制 应 该 是 一 个 损 伤 与 保 护

相 互 作 用 的缓 慢 过 程 。

V e r m e u l e n 等
” “

报 道 ，
P I + 3 K 途 径 可 能 参 与 N F — K B

的 激 活 或 在 某 些 特 定 的 细 胞 中 参 与 对 N F — K B 转 录 活

性 的 调 节 ， 或 是 否 参 与 上 述 调 节 过 程 依 赖 于 所 采 用 的

刺 激 方 式 。 但 本 实 验 应 用 的 造 模 方 式 激 活 P I 一 3 K 的 结

果 对 R G C s 是 起 保 护 作 用 的 ，
2 1 d

、
2 8 d 氨 基 胍 应 用 组

大 鼠视 网 膜 厚 度 明 显 大 于 未 用 药 组 。 另 外 ， 应 用 氨 基

胍 3 d 后 ，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
R T — P C R 和 W e s t e r n b l o t 均 证

明 P I 一 3 K 上 调 ， 经 统 计 学 处 理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本

研 究 认 为 氨 基 胍 可 能 在 信 号 转 导 通 路 不 同 水 平 的 不 同

位 点 来 上 调 某 些 抗 凋 亡 因 子 ， 从 而 实 现 其 对 视 神 经 的

保 护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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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 弓部 隆 突 性 皮 肤 纤 维 肉瘤 一 例

易 军 晖 陈 国 平

患 者 ． 女 ，
2 0 岁 ， 因

“

发 现 右 眉 弓 部 肿 块 1 个 月
”

于 2 0 0 7

年 1 月 1 0 日 入 院 。 患 者 1 个 月 前 无 明 显 诱 因 出 现 右 眉 弓 部

硬 块 ， 迅 速 增 大 ， 质 硬 ， 无 疼 痛 ， 伴 右 上 睑 不 能 完 全 上 抬 ， 视 力

无 影 响 。 既 往 史 ：5 岁 时 眉 弓 上 皮 肤 裂 伤 行 清 创 缝 合 术 ；5 年

前 眉 弓 部 皮 肤 肿 块 行 肿 块 切 除 术 ， 肿 块 大 小 性 质 不 清 。 体 格

检 查 ： 右 跟 眉 弓 部 一 约 5 0 m m × 5 0 m m × 3 0 m m 肿 块 ， 与 正 常

组 织 边 界 清 ， 向 鼻 侧 越 过 中 线 ， 质 硬 ， 活 动 度 差 ， 无 压 痛 ， 上 睑

缘 位 于 角 膜 瞳 孔 上 缘 。 眼 内 结 构 正 常 。 于 2 0 0 7 年 1 月 l 3 日

局 部 麻 醉 下 行
“

肿 块 切 除 术
”

。 术 中 见 中 央 部 肿 块 呈 椭 球 形 ，

大 小 约 4 5 m m × 4 0 m n l × 2 5 i 11 m
， 分 叶 状 ， 大 小 不 一

， 肿 块 葡 行

性 越 过 前 额 中线 。 肿 块 组 织 呈 鱼 肉 状 ， 与 周 围 组 织 分 界 清 ， 侵

蚀 右 侧 额 肌 ， 骨 质 无 明 显 受 累 。 病 理 结 果 ：右 眉 弓 隆 突 性 皮 肤

纤 维 肉瘤 ( 低 度 恶 性 ) 。 术 后 转 科 予 以 化 学 疗 法 ， 门 诊 随 访 2

年 ， 无 复 发 迹 象 。

讨 论 ：隆 突 性 皮 肤 纤 维 肉 瘤 是 发 生 于 皮 肤 和 皮 下 组 织 的 结

节 性 或 多 结 节 性 浸 润 性 肿 瘤 ， 甫纤 细 的 梭 形 细 胞 排 列 成 具 有 特

图 1 眉 弓 肿 块 外 观

征 性 的 车 辐 状 结 构 。 为 中

间 恶 性 纤 维 组 织 肿 瘤 ， 好 发

于 成 人 ， 术 后 复 发 率 高 ， 罕

见 转 移 ，
1 0 ％ ～ 2 0 ％ 的 患 者

发 病 前 有 外 伤 史 。 本 例 患

者 幼 时 有 外 伤 史 ， 病 史 、 体

格 检 查 和 病 理 检 查 均 支 持

诊 断 。 但 患 者 肿 块 明 显 大

于 文 献 中 捕 述 的 肿 瘤
⋯

。

作 者 单 位 ：4 1 0 0 1 3 长 沙 ， 中 南 大 学 湘 雅 三 医 院 眼 科

通 讯 作 者 ：易 军 晖 ( E m a i l ：y ij u n h u i @ h o t m a i l ． c o rn )

- 病 例 报 告 �

图 2 显 微 镜 下 肿 瘤 细 胞 具 有 特 征 性 的 车 辐 状 结 构

根 据 病 史 我 们推 测 5 年 前 患 者 被 切 除 的 肿 块 就 是 隆 突 性 皮 肤

纤 维 肉瘤 原 发 瘤 ， 而 本 次 切 除 的 肿 块 为 复 发 灶 ， 生 长 迅 速 ， 呈 现

低 度 恶 性 的 性 质 。 故 切 除 肿 块 后 予 以 化 学 疗 法 。 隆 突 性 皮 肤

纤 维 肉瘤 应 该与 纤 维 肉瘤 相 鉴 别 ， 纤 维 肉 瘤 可 以 发 生 在 任 何 年

龄 ， 发 病 急 ， 病 程 短 ， 这 些 特 点 虽 与 此 患 者 相 符 ， 但 纤 维 肉 瘤 一

般 不 伴 有 该 部 位 的 外 伤 史 ， 病 理 组 织 学 特 征 为 梭 形 成 纤 维 细 胞

排 列 成 人 字 形 或 鱼 骨 状 结 构 ， 这 两 点 可 与 本 病 相 鉴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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