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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培养 HLEC在软性IOL 

表面生长状况的研究 

马瑛娜 初海迪 高维奇 张晶旭 

【摘要】 目的 分析比较体外培养的人晶状体上皮细胞 (HLEC)在三种软性材料人工晶状体 

(IOL)表面的粘附和生长状况。方法 取体外培养的幼儿继一代晶状体上皮细胞接种于水凝胶 

(HEMA)、硅凝胶 (SI)和丙烯酸酯 (Acrylic)三种软性材料的人工晶状体光学部表面，分别于接种 

后的 l、3及 l0天计数单位面积人工晶状体表面的人晶状体上皮细胞数并观察细胞形态特征。结果 体 

外培养的人晶状体上皮细胞在三种软性材料人工晶状体表面的粘附和生长状况存在显著差异 丙烯酸酯 

材料表面粘附生长的人晶状体上皮细胞最多，硅凝胶材料次之，水凝胶为最少。结论 不同人工晶状 

体材料表面对体外培养的人晶状体上皮细胞粘附和生长作用具有较大的差异，可能是影响后囊膜?昆浊的 

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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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囊膜混浊 (PCO)已成为目前白内障囊外摘 

除术后视力下降的最常见并发症。植入不同材料和 

设计的人工晶状体，后囊膜混浊发生率存在差 。 

因此，比较人眼晶状体上皮细胞在不同材料人工晶 

状体表面粘附生长状况的差异，对探讨后囊膜混浊 

的发生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材料与方法 

一

、 材料 ： 

1．人晶状体上皮细胞的来源：选择三周岁以内 

的先天性白内障患儿 (除外前囊膜机化和纤维化 

者)，收集白内障囊外摘除术中取出的前囊膜和上皮 

细胞层。 

2．主要试剂：DMEM／F一12培养液、胎牛血 

清 (FBS)、胰蛋白酶 (Trypsin)、乙二胺四乙酸 

(EDTA)。均产于美国。 

3．软性人工晶状体：水凝胶 (HEMA)、硅凝 

胶 (SI)和丙烯酸酯 (Acrylic)三种材料的人工晶 

状体作为实验对象。 

4．主要仪器及用品：超净工作台 (HFsafe一 

1200，上海)、5％二氧化碳自动调节温箱(Heraeus)、 

倒置相差显微镜 (OLYMPUS，IX一70，日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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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器具 (培养瓶、24孔培养板)、玻璃器具、手术 

器械等。 

二、方法： 

1．原代培养：白内障囊外摘除术中取下幼儿 

的晶状体前囊膜及晶状体上皮细胞层，放人取材培 

养液中保存；4小时内，在超净工作台中将前囊膜 

剪成约 lmm ×lmm植片。用吸管吸取植片使其细 

胞面向下贴附于培养瓶底面，尽量保持植片平展， 

问距均匀。植片接种后，可采用倒置培养法或正置 

培养法，将培养瓶置于培养箱中，条件为37℃，含 

5％二氧化碳和 100％湿度。24-48小时后，植片粘 

附牢固后，加入含2O％胎牛血清的DMEM／F一12原 

代培养液。每 日在相差显微镜下进行活细胞观察， 

每周两次更换培养液。 

2．传代和接种于人工晶状体表面：将水凝胶 

(HEMA)、硅凝胶 (SI)和丙烯酸酯 (Acrylic)材 

料的人工晶状体各8枚，分别放入24孔板内，每孔 

l枚，固定位置；灭菌备用。选取生长状态良好的原 

代培养的人晶状体上皮细胞，在细胞增长近融合状 

态时，加人按 1：1配置的0．25％胰蛋白酶和0．02％ 

EDTA混合液消化传代，经细胞计数，以10％胎牛 

血清的DMEM／F～12继代培养液调整为细胞密度4 

×104／mL的细胞悬液。在每个人工晶状体光学部 

表面滴加20~tl细胞悬液，培养箱内静置24z]~时，加 

人继代培养液，使其浸过人工晶状体表面继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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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生长状况，分别于 

1、3及10天后，在倒置显微镜下记录各种材料人工 

晶状体表面每平方毫米面积的存活晶状体上皮细胞 

数量。每种材料每次记数20个不同位置。每三天换 

液一次。 

结 果 

三种软性人工晶状体表面的幼儿晶状体上皮细 

胞数见表1，从中可见三种软性人工晶状体表面粘附 

的幼儿晶状体上皮细胞数之间的差异概率<0．01。 

表 1 幼儿晶状体上皮细胞在软性人工晶状体 

表面生长状况 (n=20) 

人工晶状体 接种不同时间单位面积人晶状体上皮细胞数 (个／ram2) 

材料 l天后 3天后 l0天后 

讨 论 

1997年 Linnolat 提出了后囊膜混浊的 “三明 

治”理论 (Sandwich theory)：植入的人工晶状体 

是具有生物活性的材料，有利细胞的粘附生长，单 

层上皮细胞就会既粘附在后囊膜上又与人工晶状体 

相粘附，这一封闭的 “三明治”结构，阻止晶状体上 

皮细胞的更进一步增殖及移行，因此抑制了晶状体 

上皮细胞的进一步长入和后囊膜混浊的发生。 

Hayashi[。 选用设计相似且都植入于囊袋内的人 

工晶状体，比较术后2年Nd：YAG激光后囊切开率， 

发现SI为5．7％，Acrylic为2．7％，证实后囊膜混浊 

与人工晶状体光学面材料相关。因而，晶状体上皮 

细胞在人工晶状体表面粘附生长状况，是评价人工 

晶状体材料生物相容性中囊膜相容性的一个重要指 

标[5】，也是眼科研究者对人工晶状体比较研究的热 

点。曾有学者进行了探索研究[6．7' ，分别利用体外 

培养的兔、牛、人等晶状体上皮细胞接种于硬性和 

软性材料人工晶状体上，比较其粘附的晶状体上皮 

细胞数量，推测人工晶状体材料的差异。 

本次实验选用幼儿的晶状体上皮细胞进行体外 

培养，其增殖能力优于成人来源的细胞，观察效果 

好；全部选择了可折叠人工晶状体，在显微镜下多 

次计数单位面积的人工晶状体表面人晶状体上皮细 

胞数。结果显示在选用的三种软性人工晶状体中， 

不同接种时间后粘附于Acrylic材料表面的幼儿晶 

状体上皮细胞均显著多于其他材料 ，约相当于 

HEMA材料表面粘附细胞数的十倍；粘附于SI材料 

表面的人晶状体上皮细胞数也要比HEMA材料表面 

多一倍。并且已贴壁粘附的细胞在3天左右均有细 

胞数量增长，在Acrylic材料表面明显。7-10天后 

在 HEMA和SI材料表面存活细胞数明显减少，并 

且少于贴壁时的细胞甄 Acrylic材料表面细胞数目 

相对稳定。同时，本实验连续观察了幼儿的晶状体 

上皮细胞在接种于人工晶状体表面后的形态变化： 

在 HEMA和S1人工晶状体材料表面，细胞贴壁数 

量少，并且细胞较早出现老化现象，提示这两种人 

工晶状体材料不利于细胞粘附生长；而 Acrylic材 

料表面的晶状体上皮细胞粘附数量多，细胞生长状 

态相对较好，细胞老化现象出现晚，程度轻，提示 

Acrylic材料的生物相容性高于另两种材料。这一结 

果可以为Acrylic材料人工晶状体植入后较低的后 

囊膜混浊发生率提供体外实验方面的证据，对于 

HEMA和SI材料的比较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后囊膜混浊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并不能以人工晶状体材料差异的单一理论解释。本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人工晶状体材料表面对体外培养 

的人晶状体上皮细胞的粘附和生长作用具有显著的 

差异。可能是影响后囊膜混浊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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