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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高眼压对大鼠包含黑视素的视网膜神经节 

细胞的影响 

王怀 洲 洪 洁 王 宁利 

The effects of acuter intraocular pressure elevation on m elanopsin-containing 

retinal ganglion cells 

Wang Huaizhou，Hong Jie，Wang Ningli．Tongren Eye Center，Beijing Tongren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qing 1 007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Melanopsin—containing retinal ganglion cells(mcRGCs)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on·image— 

forming visual function．Researches showed that retin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duced by acute ocular hypertention results in the 

decrease of total RGCs．But whether mcRGCs are affected is below clear．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cute 

intraocular pressure(1OP)elevation on mcRGCs in rats． Methods A transient ischemic insult was induced in retinas of 6 

male Wistar rats by elevating the lOP through the anterior chamber infusion of normal saline solution(NS)in the height of 

1 33 cm(with the pressure 1 3．3 kPa)for 75 minutes in the right eyes to create the retinal ischemia，and then the IOP was 

recovered for the reperfusion of retina．In the left eyes，puncture of anterior chamber without NS infusion was performed as contro1． 

Seven days later，the eyeballs were enucleated and retinas were isolated．The cell bodies，dendrites，and axons of mRGCs were 

detected with an antibody against melanospin by free floating immun0hist0chemistry．Stacked images of scanning laser microscopy 

allowed view of all the processes by putting the images at different focal planes into one image．Other RGCs on the same retina 

were labeled with 4’，6’一diamidino-2一phenylindole(DAPI)．mcRGCs were counted at a magnification of 200 × and the average 

mcRGCs and other RGCs density were calculated under the scanning laser microscopy．The use of animals followed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Affair Concerning Experimental Animals by St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left eyes，the densities of both mcRGCs and other RGCs in the right eyes were reduced on 7 days 

after acute lOP elevation(23．48±2．24 vs 33．61±1．53，3 353．02±114．38／mm s 3 952．99±19．92／mm ，respectively)， 

show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t： 一6．20，P=0．003；t： 一4，474，P =0．01 1)．The structure 

alteration of RGCs following the acute ocular hypertension included the decrease and break of dendrites branch and dendrites field 

under the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Conclusion Retina ischemia induced by high IOP results in the loss and structure change 

of meRGCs．The mcRGCs of rat show more vulnerable to the acute IOP elevation than other RG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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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高眼压是否会对大鼠包含黑视素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mcRGCs)产生损伤。 方法 利用前房灌 

注制作急性高眼压诱导的视网膜缺血再灌注模型，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显示 mcRGCs及普通神经节细胞，观察其密度的 

改变。 结果 急性高眼压后 7 d，mcRGCs和其他神经节细胞的密度较正常组明显下降，密度分别为(23．36 4-2．22)、 

(33．36±1．53)、(3 353．02±114．38)个／ram 和(3 952．99±19．92)个／mm ，存活率分别为 67．03％和 84．82％。mcRGCs 

2级及以上的细胞树突分支减少，树突野范围变小，部分损伤严重的细胞只有胞体着色。 结论 缺血再灌注可以造成 

大鼠 mcRGCs密度下降以及树突分支结构的改变 ，此类细胞的损伤程度重于其他的神经节细胞的损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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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球 除 了 具 有 视 物 能 力 之 外 ， 还 有 非 形 觉 功 能 。 研

究 显 示 ， 哺乳 动 物 的 视 网 膜 中有 一 类 特 殊 的 神 经 节 细 胞
— — 包 含 黑 视 素 的 视 网 膜 神 经 节 细 胞 ( m e l a n o p s i n —

c o n t a i n i n g r e t i n a l g a n g l i o n c e l l s
，

m c R G C s )
” “ 。

。 这 类 细 胞

具 有 内 源 性 的 光 感 受 性 ， 可 以 感 受 光 线 的 明 暗 变 化 ， 产

生 信 号 后 经 视 网 膜 下 丘 脑 传 导 束 传 递 到 视 交 叉 上 核 、

顶 盖 前 核 和 膝 间 小 叶 等 中 枢 ， 具 有 调 控 昼 夜 节 律 、 瞳 孑L

对 光 反 射 等 非 形 觉 功 能
旧 “ 0

。 高 眼 压 诱 导 的 缺 血 再 灌

注 模 型 可 以 造 成 R G C s 数 量 的 进 行 性 下 降
¨ 。

， 在 此 过

程 中 ， 关 于 m c R G C s 是 否 受 到 损 伤 的 研 究 尚 未 见 报 道 。

本 研 究 采 用 W i s t a r 大 鼠 视 网 膜 缺 血 再 灌 注 模 型 ， 观 察

高 眼 压 对 m c R G C s 的 影 响 。

1 材 料 与 方 法

1 ． 1 材 料

1 ． 1 ． 1 实 验 动 物 选 用 W i s t a r 大 鼠 5 只 ， 雄 性 ；体 重

2 2 0 ～ 2 4 0 g ， 中 国 科 学 院 生 物 物 理 研 究 所 动 物 中 心

提 供 。

1 ． 1 ． 2 主 要 试 剂 及 仪 器 兔 抗 鼠 m e l a n o p s i n 抗 体 ，

( 美 国 A B R 公 司 ) ；荧 光 标 记 的 山 羊 抗 兔 二 抗 、
4

’

，
6

’
一

d i a m i d i n o 一 2 一

p h e n y l i n d o l e ( D A P I ) ( 美 国 M o l e c u l a r P r o b e s ) ；

封 片 剂 ( 美 国 V e c t o r L a b o r a t o r i e s ) 。
M Z 9 5 立 体 显 微

镜 、 D M 4 0 0 0 B 荧 光 显 微 镜 、
T C S S P 2 共 焦 显 微 镜 、

QW I N 图 像 分 析 工 作 站 ( 德 国 L E I C A 公 司 ) 。

1 ． 2 方 法

1 ． 2 ． 1 高 眼 压 诱 导 的 视 网 膜 缺 血 再 灌 注 模 型 的 制 作

2 0 ％ 水 合 氯 醛 ( 5 0 m g ／k g ) 腹 腔 注 射 麻 醉 W i s t a r 大

鼠 ， 右 眼 角 膜 爱 尔 凯 因 滴 眼 液 表 面 麻 醉 。 将 生 理 盐 水

溶 液 瓶 置 于 距 小 鼠 心 脏 1 3 3 a m 高 度 ( 约 1 3 ． 3 k P a 压

力 ) ， 通 过 输 液 管 连 接 到 2 9 G 注 射 针 头 。 大 鼠 俯 卧 位 ，

在 立 体 显 微 镜 下 将 2 9 G 针 头 从 角 膜 缘 穿 刺 人 右 眼 前

房 ， 观 察 未 伤 及 虹 膜 、 晶 状 体 后 开 启 输 液 控

制 阀 ， 前 房 压 力 升 高 ， 穿 刺 口 无 漏 水 者 为 穿

刺 成 功 ， 否 则 弃 用 。 此 时 可 见 视 网 膜 及 虹 膜

逐 渐 苍 白 ， 证 实 视 网 膜 及 眼 前 节 缺 血 的 存

在 。 维 持 灌 注 状 态 7 5 m i n 后 ， 拔 出 针 头 ， 前

房 压 力 恢 复 正 常 ， 眼 底 恢 复 红 色 ， 说 明 视 网

膜 血 管 已 得 到 再 灌 注 。 左 眼 行 同 样 的 前 房

穿 刺 ， 但 不 给 予 升 高 的 压 力 。 实 验 结 束 后 双

眼 涂 红 霉 素 眼 膏 ， 待 大 鼠 清 醒 后 放 入 笼 中饲

养
‘。 。 “

。

1 ． 2 ． 2 心 内 灌 注 、 取 材 在 前 房 灌 注 后 第

7 天 ， 给 予 大 鼠 2 0 ％ 水 合 氯 醛 1 ． 5 m L 腹 腔

注 射 ， 过 量 麻 醉 致 死 ， 立 即 打 开 胸 腔 ， 暴 露 心

脏 。 剪 开 右 心 耳 ， 将 输 液 器 针 头 从 左 心 尖 插 入 ， 灌 注

3 7 oC 生 理 盐 水 2 0 0 m L
， 此 时 可 以 看 到 从 右 心 耳 流 出 的

液 体 变 澄 清 。 标 记 眼 球 1 2 点 位 置 后 摘 除 双 侧 眼 球 。

1 ． 2 ． 3 视 网 膜 取 材 将 眼 球 取 出 后 ， 立 即 置 于

0 ． 0 1 m o l ／L P B S 溶 液 中 。 在 立 体 显 微 镜 下 ， 去 除 眼 前

节 组 织 ， 保 留 眼 杯 。 将 眼 杯 倒 置 ， 轻 压 眼 球 后 极 部 ， 利

用 显 微 镊 轻 拉 周 边 巩 膜 组 织 ， 使 视 网 膜 脱 离 ， 完 整 剥 离

出 视 网 膜 。 去 除 玻 璃 体 后 ， 在 视 网 膜 的 4 个 方 向 分 别

剪 4 个 口 。 将 视 网 膜 置 于 4 ℃ 4 ％ 多 聚 甲 醛 溶 液 固 定

3 0 m i n
， 然 后 用 0 ． 0 1 m o l ／L P B S 溶 液 冲 洗 3 次

¨ 。
。

1 ． 2 ． 4 视 网 膜 铺 片 的 染 色 将 视 网 膜 置 于 0 ． 5 m L 的

e p p e n d o r f 管 ， 加 入 1 ： 5 0 0 的 兔 抗 鼠 m e l a n o p s i n 抗 体 溶

液 ，
4 ℃ 冰 箱 过 夜 。 将 视 网 膜 以 1 X P B S 溶 液 冲 洗 3 次

后 ， 加 入 1 ： 5 0 0 的 荧 光 标 记 的 山 羊 抗 兔 二 抗 溶 液 ，

3 7 0C 恒 温 箱 避 光 孵 育 2 h 。 将 视 网 膜 以 0 ． 0 1 m o l ／L

P B S 溶 液 冲 洗 3 次 ， 加 入 1 ： 1 0 0 0 0 的 D A P I 溶 液 ， 室 温

1 h
， 避 光 。 冲 洗 3 次 后 ， 将 视 网 膜 平 铺 于 载 玻 片 上 ， 玻

璃 体 面 朝 上 ， 滴 加 封 片 剂 ， 加 盖 玻 片 ， 封 固 。 避 光 ，
4 ℃

冰 箱 保 存 。 调 整 荧 光 显 微 镜 滤 光 片 使 A l e x a F l u o r 4 8 8

显 色 ， 选 取 距 视 盘 上 下 左 右 1 ． 5 m m 和 2 ． 5 m m 的 8 个

点 ， 在 2 0 0 倍 镜 下 ， 计 数 每 个 视 野 内黑 视 素 阳 性 的 所 有

神 经 节 细 胞 的 数 量 ， 将 计 数 细 胞 的 总 量 除 以 8 个 视 野

的 面 积 ， 得 到 m c R G C s 密 度 ， 代 表 其 平 均 密 度 ( 图 1 ) 。

在 距 视 盘 3 m m 处 近 周 边 视 网 膜 ， 每 个 象 限 取 3 个

点 ， 共 焦 显 微 镜 4 0 0 倍 镜 下 扫 描 ， 照 片 用 QW I N 图 像 分

析 工 作 站 进 行 分 析 ， 计 算 神 经 节 细 胞 层 细 胞 的 平 均 密

度 ( 图 2 ) 。 本 实 验 采 用 左 右 眼 对 照 ， 右 眼 R G C s 密 度 ／

左 眼 R G C s 密 度 × 1 0 0 ％ = R G C s 存 活 率 ( ％ ) 。

1 ． 3 统 计 学 方 法

采 用 S P S S 1 1 ． 0 统 计 学 软 件 进 行 统 计 学 分 析 。 各

测 试 指 标 的 数 据 资 料 以 x ± S 表 示 。 左 右 眼 间 的 视 网

图 1 黑 视 素 阳 性 细 胞 计 数 点 示 意 图

F i g ． 1 S c h e m a t i c d i a g r a m o f m c R G C s C O H ~ I

图 2 R G C s 层 细 胞 计 数 点 示 意 图

F i g ． 2 S c h e m a t i c d i a g r a m o f R G C s c o u n t



膜 m c R G C s 密 度 及 神 经 节 细 胞 密 度 的 比 较 采 用 配 对 z

检 验 ，
2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R G C s 存 活 率 的 比 较 采 用 独 立 样

本 的 t 检 验 。 P < 0 ． 0 5 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2 结 果

2 ． 1 右 眼 视 网 膜 m c R G C s 密 度 的 变 化

经 过 急 性 高 眼 压 诱 导 的 视 网 膜 缺 血 再 灌 注 后 ， 视

网 膜 上 m c R G C s 密 度 下 降 ， 部 分 细 胞 可 见 明 显 的 结 构

改 变 ， 树 突 突 然 中 断 、 变 细 ， 二 级 以 上 的 树 突 分 支 明 显

减 少 ， 树 突 野 范 围 缩 小 ( 图 3 ) 。

实 验 组 右 跟 视 网 膜 m c R G C s 密 度 与 左 眼 比 较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t = 一 6 ． 2 0
，

P = 0 ． 0 0 3 ) 。 右 眼

m c R G C s 的 存 活 率 为 6 7 ． 0 3 ％ 。 说 明 急 性 高 眼 压 诱 导

的 视 网 膜 缺 血 再 灌 注 对 m c R G C s 造 成 了 一 定 的 损 伤

( 表 1 ) 。

2 ． 2 右 眼 R G C s 密 度 的 变 化

经 过 急 性 高 眼 压 诱 导 的 视 网 膜 缺 血 再 灌 注 后 ，

R G C s 层 细 胞 数 量 明 显 减 少 ， 细 胞 排 列 较 正 常 眼 紊 乱

( 图 4 ) 。 右 眼 R G C s 层 细 胞 的 密 度 与 左 眼 R G C s 的 密

度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f = 一 4 ． 4 7 4
，

P = 0 ． 0 1 1 ) ， 左

眼 R G C s 存 活 率 为 8 4 ． 8 2 ％ ( 表 1 ) 。

表 1 眼 压 升 高 后 大 鼠 左 右 眼 间 R G C s 密 度

的 比 较 ( x ± s ， 个 ／ra m
。

)

F a b l e 1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c e l l d e n s i t y b e t w e e n l e

a n d r i g h t e y e s o f r a t s ( ；± s ，
c e l l s ／m m

。

)

图 3 视 网 膜 铺 片 显 示 ， 急 性 高 眼 压 后 m c R G C s 密 度 下 降 ， 树 突 结 构 改 变 A ：正 常 视 网 膜 B ：高 眼 压 后 的 视 网 膜 ( × 2 0 ． 标 尺 1 5 0 n m )

c ：正 常 单 个 细 胞 D ：高 眼 压 后 单 个 细 胞 树 突 中 断 ， 分 支 明 显 减 少 ( 箭 头 ) ( × 4 0
， 标 尺 7 5 “ m ) 图 4 共 焦 显 微 镜 下 R G C s 层 D A P I 阳 性

细 胞 A ：正 常 眼 视 网 膜 B ：急 性 高 眼 压 后 R G C s 数 量 减 少 、 排 列 紊 乱 ( × 4 0 ， 标 尺 7 5 ¨ m )

F i g ． 3 I m a g e s o f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r e t i n a A ：c o n t r o l e y e s s h o w t h e n o r m a l r e t i n a ( s c a l e b a r ：1 5 0 m m ) B ：T h e d e n s i t y o f m e R G C s i s d e c r e a s e d a n d

t h e s t r u c t u r e c h a n g e o f d e n d r i t e s i s d i s p l a y e d i n t h e r i g h t e y e ( s c a l e b a r ：7 5 肛m ) C ：T h e n o r m a l m c R G C s ( s c a l e b a r ：1 5 0 “m ) D ：T h e b r e a k o f

d e n d r i t e s a n d d e c r e a s e o f d e n d r i t e s b r a n c h e s a r e v i s u a l i z e d b y i m m u D 0 h i s t o c h e m i s t r v w i t h t h e m e l a n o p s i n a n t i b o d y ( s c a l e b a r ：7 5 “ n 】) F i g ． 4

I m a g e s o f D A P I p o s i t i v e s t a i n i n g i n R G C s l a y e r o f r e t i n a u n d e r t h e c o n i c a l m i c r o s c o p e ( s c a l e b a r ：7 5 Ix m ) A ：T h e n u m b e r a n d a r r a n g e m e n t o f

R G C s a r e n o r m a l i n t h e l e ft e y e 13 ：T h e n u m b e r o f R G C s i s d e c r e a s e d a n d t h e a r r a n g e m e n t o f R G C s i s d i s o r d e r i n t h e r i g h t e y e a f t e r a c u t e

h v D e r t e n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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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cRGCs与其他神经节细胞损伤的关系 

mcRGCs的存活率 (67．03％ )低 于其他神经节细 

胞 (84．82％)，二 者 之 间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t= 

一 3．21，P=0．033)，说明 mcRGCs对高压损伤的抵抗 

能力较差 ，更容易受到高眼压的损伤。 

3 讨 论 

本研究利用急性升高眼压诱导了视网膜缺血再灌 

注大鼠模型，通过对 mcRGCs及其他神经节细胞密度 

的观察 ，首次证实急性高眼压诱导的视 网膜缺血再灌 

注可以造成大鼠 mcRGCs的丢失和结构改变。本实验 

还提示 ，大鼠 mcRGCs相对于其他的神经节细胞 ，对高 

眼压更敏感。 

高 眼压 诱 导 的视 网膜 缺血 再 灌注 模 型是 一 个 

RGCs损伤和保护研究的常用动物模型。既往研究 显 

示，缺血再灌注可以造成 RGCs的原发性损伤和继发 

性损伤 ，损伤的程度与缺血持续 的时间有关⋯ 。缺 

血再灌注损伤后 3～4 h即可出现神 经节细胞 的快速 

死亡 ，这些早期的死亡既有坏死 ，也有凋亡。继发性损 

伤可能以凋亡的形式进行 ，可持续 1～3个月。 

根据胞体的大小和树突野 的范 围，大 鼠 RGCs大 

致可分为 12种类型。 。mcRGCs是功能上非常特殊 

的一类，具有 内源性光感受性 ，是非形觉通路的光感受 

器 ，也是视杆细胞 、视锥细胞参与非形觉功能的中间通 

路。但其在视网膜的分布和形态学特征同其他神经节 

细胞并无明显不 同，主要位于 RGCs层 ，胞体大小和树 

突野的范围同大 鼠 c3类的神经节细胞类似 ’ 。本 

研究结果证实 13．3 kPa灌注 75 min的急性高眼压确 

实造成了视网膜的损伤 ，表现为神经节细胞层细胞密 

度下降，同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我们发现这种损伤 

同样影响了 mcRGCs，造成其密度 的下降和形态结 构 

的改变。高眼压损伤后 ，mcRGCs树突分支减少，主要 

是 2级和更高级的分支 ，部分细胞可见轴突和树 突中 

断 、直径突然变细等现象 。从胞体起 至树突末梢的树 

突丛变薄。既往研究显示 ，高眼压诱导 的视网膜 缺血 

再灌注后 ，视网膜变薄 ，主要是 内核层和内丛状层的变 

薄。mcRGCs的树突主要分布在 内丛状层 ，因此其树 

突分支减少、树突野缩小，也可造成树突丛变薄，进而 

使得 内丛状层变薄。 

DAPI可标记 出 RGCs层所有 的细胞核 以进行计 

数。在大 鼠的 RGCs层 ，主要的细胞为 RGCs，还有异 

位的无长 突细胞 以及胶质 细胞和血 管 内皮 细胞 。 

其中血管内皮细胞和胶质细胞 由于形态异常 ，在 图像 

分析时可排除。高眼压诱导的视网膜缺血再灌注同样 

可以造成无长突细胞 的损伤。因此虽然利用 DAPI染 

色计数得到的神经节细胞层 的细胞密度较高 ，但其存 

活率则基本可 以代表 RGCs的存活率 。DAPI染色得 

到的 RGCs数量的结果应同以往研究中利用甲酚紫染 

色结果一致 。本实验正常 RGCs层 的细胞密度 ，同既 

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当然 ，通过免疫组织化 

学染色观察到的 mcRGCs是一类单纯的细胞 ，而 DAPI 

染色观察到的细胞是一个细胞群体 ，二者之间的比较 

只是一个相对粗略的观察 。通过存活率的比较 ，可 以 

看到 mcRGCs更容易受到损伤。 

本实验利用急性高眼压诱导的视网膜缺血再灌注 

大鼠模型，通过对 mcRGCs和其 他神经节细胞损伤程 

度的对 比分析，证明了高眼压诱导 的视 网膜缺血再灌 

注可以造成大鼠 mcRGCs损伤和细胞密度、结构改变， 

其损伤程度较其他神经节细胞稍重。提示急性闭角型 

青光眼患者除了其视功能受到损伤以外 ，其非形觉通 

路的感光神经元也受到损伤 ，意味着在严重 的双眼急 

性 闭角型青光眼患者 ，其生物节律、瞳孑L对光反射等功 

能可能发生严重障碍 。结合本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的研 

究结果  ̈ ，基本可 以证实，青 光眼确实产生了非形 

觉通路的损伤。 

本研究提示在 临床青光眼患者 的治疗过程 中，不 

仅要关注其视功能是否恢复 ，也要关注患者的昼夜节 

律和睡眠障碍等非形觉功能的改变 ，这样才能真正提 

高患者的健康水平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志谢 ：感谢 中国科学 院生物物 理研究 所视 觉科学 实验 室 

何士刚教授及其视觉科学实验室 的所有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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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 丙 嗪 性 白 内 障 一 例

孙 丽 颖 于 建 国

患 者 ， 女 ，
5 7 岁 ， 因 双 眼 视 力 逐 渐 下 降 2 年 就 诊 。 既 往 有 精

神 病 史 1 0 年 ，
口 服 氯 丙 嗪 3 7 5 m g ／d

， 总 量 约 1 3 6 8 g 。 患 者 全 身

情 况 良好 。 眼 科 检 查 ：双 眼 视 力 0 ． 3
， 眼 压 正 常 ， 眼 睑 呈 灰 蓝 色

( 图 1 ) ， 角 膜 内皮 可 见 棕 色 及 灰 白 色 颗 粒 沉 着 ( 以 中 央 居 多 ) ，

前 房 深 度 正 常 ， 瞳 孔 直 径 3 m i l l
， 对 光 反 射 灵 敏 。 品 状 体 前 囊 可

见 棕 黄 色 颗 粒 附 着 ， 前 囊 下 皮 质 呈 棕 黄 色 多 角 形 混 浊 ， 宽 度 为

3 ～ 4 m m
， 中 央 区 较 厚 ， 可 达 晶 状 体 1 ／4 厚 度 ( 图 2 ) 。 眼 底 视 网

膜 色 素 轻 度 紊 乱 ， 眼 球 运 动 正 常 。 诊 断 ： 双 眼 药 物 性 白 内 障 。

嘱 其 停 用 氯 丙 嗪 ， 改 用 其 他 安 定 药 物 。 于 局 部 麻 醉 下 行 右 眼 白

内 障 超 声 乳 化 联 合 人 工 晶 状 体 植 入 术 ， 植 入 + 2 2 ． 0 D 人 工 晶 状

体 。 术 后 l 周 右 眼 视 力 0 ． 6 +
， 眼 部 情 况 稳 定 。

- 病 例 报 告 �

然 光 线 下 瞳 孑L 区 域 ， 晶 状 体 前 囊 及 皮 质 浅 层 呈 典 型 星 形 混 浊 外

观
” 。

。 角 膜 病 变 主 要 累 及 中下 部 内皮 层 或 后 弹 力 层 ， 可 见 淡 棕

色 或 灰 白 色 点 状 沉 着 物 。 氯 丙 嗪 引 起 的 眼 部 损 害 还 包 括 眼 睑

及 球 结 膜 的 色 素 沉 着 ， 其 发 病 率 为 0 ． 1 ％ ～ 1 ％
， 且 发 生 在 大 剂

量 使 用 氯 丙 嗪 者 ( 至 少 8 0 0 m g ／d
， 持 续 2 0 ～ 2 4 个 月 ) ， 表 现 为 眼

睑 呈 蓝 灰 色 或 紫 色 ， 睑 裂 暴 露 部 球 结 膜 呈 铜 棕 色
” 0

。 氯 丙 嗪 对

视 网 膜 的 毒 性 相 对 较 低 ， 大 剂 量 长 期 用 药 ( 2 ． 5 g ／d
，

2 4 个 月 )

可 致 视 网 膜 色 素 紊 乱 及 轻 度 黄 斑 色 素 变 化 。

为 防 止 此 病 的 发 生 ， 每 13 氯 丙 嗪 用 量 应 尽 量 < 4 0 0 n a g ， 凡

用 量 > 3 0 0 m g ／d 、 治 疗 超 过 2 年 的 精 神 病 患 者 ， 应 每 半 年 做 1 次

常 规 眼 科 检 查 。 仅 有 角 膜 和 晶 状 体 混 浊 ， 而 无 视 功 能 损 害 时 氯

【_
l

’

】

【=== ： 一 兰J
图 l 眼 睑 呈 灰 蓝 色 图 2 晶 状 体 浅 层 皮 质 呈 棕 黄 色 多 角 形 混 浊

讨 论 ：氯 丙 嗪 属 噻 嗪 类 药 物 ， 临 床 上 主 要 用 于 各 种 精 神 分

裂 症 和 躁 动 症 。 氯 丙 嗪 引 起 的 眼 部 并 发 症 以 晶 状 体 和 角 膜 混

浊 为 主 。 接 受 5 0 0 m g ／d 氯 丙 嗪 治 疗 超 过 3 年 的 患 者 引 起 晶 状

体 和 角 膜 改 变 者 占 2 0 ％ ～ 3 5 ％
⋯

。 晶 状 体 混 浊 为 双 侧 性 和 轴

性 ， 绝 大 多 数 病 例 双 眼 的 病 变 程 度 相 同 ， 混 浊 范 围 均 不 超 过 自

作 者 单 位 ：3 0 1 8 0 0 天 津 市 宝 坻 区 人 民 医 院 眼 科

通 讯 作 者 ：孙 丽 颖 ( E m a i l ： j a n e l 2 0 1 4 8 @ s i n a ． e o n l )

丙 嗪 可 在 医 师 的 观 察 下 继 续 使 用 ；如 有 皮 肤 或 视 网 膜 色 素

沉 着 或 不 能 解 释 的 视 功 能 损 害 ， 则 应 尽 可 能 减 少 药 量 或 用

其 他 安 定 药 物 代 替 ， 同 时 应 佩 戴 有 色 眼 镜 ， 尽 量 减 少 阳 光

的 直 接 照 射 ， 避 免 药 物 的 光 毒 性 反 应 ， 最 大 限 度 地 保 护 视

功 能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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