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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近视眼黄斑孔玻璃体视网膜 

界面的超微结构研究 

王志良 张皙 王方 罗敏 施沃栋 毕晓萍 

【摘要】 目的 探讨高度近视眼并发的黄斑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患者的玻璃体视网膜界面特征。方 

法 l2例高度近视眼黄斑孔视网膜脱离患者，玻璃体切割术中剥离黄斑区内界膜及黏附的玻璃体组织。 

其中8例标本应用透射电镜观察，4例采用免疫胶体金技术进行层粘连蛋白、纤维连接蛋白标记。2例 

正常尸体眼作对照。结果 透射电镜显示除 l例玻璃体皮质和内界膜部分脱离外，7例标本均发现有 

成片的玻璃体后皮质粘附于内界膜表面。6例标本发现有上皮样细胞，其胞浆中含色素颗粒 ，表面有较 

多足突。免疫电镜显示其界面的层粘连蛋白、纤维连接蛋白数量明显多于正常人 (P<0．001)。结论 高 

度近视眼并发的黄斑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患者，黄斑区形成玻璃体劈裂。其视网膜表面膜组织中，以上皮 

样细胞为主介导胶原纤维的收缩。纤维连接蛋白和层粘连蛋白参与了膜收缩。 

【关键词】 黄斑孔； 高度近视眼， 视网膜脱离， 透射电镜， 免疫胶体金 

田1e ultra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vitreoretinal interface in highly myopic eyes with ma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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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pproach the ultra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vitreoretinal interface in 

highly myopic eyes with macular hole retinal detachment fRD)．Methods 1 2 macular hole RD in highly 

myopic eyes underwent vitrectomy with attempted removal of the inner limiting membrane and the adhered 

vitreous around the macular．The specimens were examin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f8 cases)and 

immune colloidal gold electron mi croscopy(4 cases)．2 normal donated eyes were as contro1．Results The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showed laminating vitreous cortex adherent tightly to inner limi ting mem— 

brahe in 7 samples．only 1 case showed partly posterior vitreous detachment．The epithelioid cells were found in 

6 cases with pigment an d varied polypodias．More gold particles of fibronectin an d lami nin were showed in 

vitreoretinal interface(P<om 1)．Condusions 1]he posterior vitreous schisis formed in macular zone in highly 

myopiceyeswithmacularholeRD．Theepithelioidcellparticipated thecontractionofcollagenfibersinepiretinal 

membrane．Hbronectin and laminln weFfi responsible for this contractile action． 

[Key words] Macular hole； Highly myopic eyes； Retinal detachm ent； Transmi ssion electron 

mi croscopy； Immune colloidal gold electron mi croscopy 

高度近视眼并发的黄斑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可 

能形成机制与玻璃体对黄斑部垂直方向的牵拉，视 

网膜前膜切线方向的收缩，以及黄斑部玻璃体后脱 

离 (posterior vitreous detac—hment，PVD)有 

关【l1。但高度近视眼患者常伴有后巩膜葡萄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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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著 · 

有明显的玻璃体液化，其并发黄斑孔的机制尚不十 

分清楚【 1。本文试图通过透射电镜和免疫胶体金相结 

合的方法，研究高度近视眼黄斑孔视网膜脱离患者 

玻璃体视网膜界面的超微结构，探讨黄斑区玻璃体 

后皮质与视网膜内界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阐述高 

度近视眼并发黄斑孔视网膜脱离的发生机制。 

材料和方法 

1．标本来源：人选 l2例 l2眼高度近视眼黄斑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患者，男5例，女 7例，近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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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玻璃体视网膜界面层粘连蛋白和 

纤维连接蛋白抗体胶体金密度 

至 二 二 垩 窒鏖f 笪 笪 
纤维连接蛋白 实验组 9．90±2．31 10．38 <0．001 

竖 ：望主 ：塑 
层粘连蛋白 实验组 l0．15±2．65 

对照组 5．18±2．08 

讨 论 

由于高度近视眼患者的玻璃体液化普遍存在， 

既往研究认为该类患者后极部往往发生了PVD。我 

们这些患者术前临床眼底检查及超声波均提示后极 

部PVD的存在。但是我们通过透射电镜发现，无论 

术前临床发现有或无Weiss环，所有患者视网膜内 

界膜表面均附有明显的玻璃体胶原纤维组织。由于 

PvD的实质是玻璃体后界膜的Ⅱ型胶原纤维和视网 

膜内界膜Ⅳ型胶原纤维之间的分离【3．4】。故严格意义 

说，该类患者后极部并没有发生完全的玻璃体后脱 

离，而是一种玻璃体劈裂。虽然黄斑区玻璃体劈裂 

的存在，但膜样的玻璃体胶原纤维并不能形成显著 

的视网膜垂直方向的牵拉，提示玻璃体对视网膜垂 

直方向的牵拉在该类患者黄斑孔的发生、发展过程 

中可能不占主要地位。 

我们发现与内界膜紧密粘连的视网膜前膜组织 

主要由玻璃体胶原纤维组成，这些玻璃体胶原纤维 

排列较为整齐，其问散在分布的色素颗粒多位于前 

膜组织的玻璃体腔面，提示色素颗粒是从黄斑孔播 

散人玻璃体腔内，再游走、定位于视网膜前膜组织 

中，但 8例患者的视网膜前膜组织中均未发现色素 

上皮细胞。然而，在视网膜前膜组织的深面，即靠 

近内界膜面，可发现上皮样细胞的存在，这些上皮 

样细胞的胞浆丰富，且吞噬了较多色素颗粒，提示 

细胞活性较强，且有向色素上皮细胞转化的趋势。 

先前的研究提示在黄斑孔患者的视网膜前膜组织中， 

肌纤维母细胞是主要的细胞成分【 一，我们的研究结 

果提示色素上皮样细胞是视网膜前膜组织中的主要 

细胞，与Ishida等的报道相一致【 ，可能与我们的 

病例是单纯的黄斑孔，且视网膜脱离时间较短， 

PVR增生不明显有关。同时这些上皮样细胞的足突 

非常丰富，这些足突长短不一，并和细胞外胶原纤 

维接触，尤其在足突的游离端更明显。提示这些上 

皮样细胞通过足突和细胞外的胶原纤维连接，完成 

细胞介导胶原纤维的收缩活动【7】，产生切线方向的 

视网膜收缩力【8】，促使黄斑孔的形成和RD的发生。 

细胞介导胶原纤维完成收缩过程中必须有分子胶 

的参与，通过分子胶的作用使细胞足突和胶原纤维完 

成手拉手式的膜收缩过程【91．o-，同时玻璃体视网膜界 

面胶原纤维之间的粘连也需要分子胶的参与。目肓 这 

些分子胶主要是纤维连接蛋白，层粘连蛋白和硫酸软 

骨素蛋白等成 1 1，本研究采用2种主要的分子胶 

纤维连接蛋白和层粘连蛋白，通过免疫胶体金电镜技 

术，分析玻璃体视网膜组织界面的分子胶分布。研究 

发现玻璃体视网膜界面组织中，纤维连接蛋白和层粘 

连蛋白数量增多非常显著。提示纤维连接蛋白和层粘 

连蛋白积极参与了上皮样细胞介导的胶原纤维收缩过 

程，内界膜前的表面膜组织具有收缩活性。玻璃体视 

网膜界面分子胶的增多也提示它们之间有着异常紧密 

地粘连，这也是首次通过免疫胶体金技术支持在黄斑 

部发生了玻璃体劈裂而不是后脱离的有力证据。 

总之，在高度近视眼并发的黄斑孔源性视网膜 

脱离患者，其玻璃体对视网膜垂直方向的牵拉在黄 

斑孔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不占主要地位。同时黄 

斑区的视网膜表面膜组织中以上皮样细胞为主介导 

胶原纤维的收缩，促使黄斑孔的发生、发展。纤维连 

接蛋白和层粘连蛋白等分子胶参与了膜收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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