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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研究甲醛缓释体类防腐剂(ＦＡＲｓ)对活体兔巩
膜交联后的巩膜生物力学强度的改变来衡量其有效性ꎮ
方法:将健康新西兰白兔 １７０ 只随机分为 １７ 组ꎬ其中 １５
组为 ＦＡＲｓ 药物组(羟甲基甘氨酸钠、重氮咪唑烷基脲、咪
唑烷基脲、乙内酰脲、恶唑烷ꎬ每种药物根据给药浓度分为
１ / １０ 最大允许浓度组、１ / ２ 最大允许浓度组、最大允许浓度
组)ꎬ另设戊二醛(阳性对照)组、空白对照组ꎬ于右眼结膜下
注射相应药物ꎮ ６０ｄ 后取右眼鼻上 １∶００ 位和颞下 ７∶００ 位巩
膜并制成巩膜条带ꎬ检测其厚度、弹性模量、蠕变率、极限
应力、极限应变以衡量巩膜生物力学强度ꎮ
结果:羟甲基甘氨酸钠、重氮咪唑烷基脲、咪唑烷基脲、乙
内酰脲、恶唑烷均可增强巩膜生物力学强度ꎬ且具有一定
的药物浓度依赖性ꎬ其中羟甲基甘氨酸钠、重氮咪唑烷基
脲、恶唑烷三种药物交联效果较强ꎬ在 １ / １０ 最大允许浓度
下效果明显ꎮ
结论:羟甲基甘氨酸钠、重氮咪唑烷基脲、恶唑烷具备较强
的巩膜胶原交联效应ꎬ能够显著提高后巩膜生物力学强
度ꎬ具备治疗病理性近视的潜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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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近年全球近视人口数量迅速增长ꎬ已引起社会的广泛
关注ꎬ预测在 ２０２０ 年全世界有 １ / ３ 的人口患有近视[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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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高度近视高发国家ꎬ青少年高度近视患病率为
６ ６９％~３８.４％ [３－５]ꎮ 高度近视尤其是病理性近视因后巩
膜持续扩展ꎬ眼轴持续增长ꎬ导致眼球后部血液循环障碍ꎬ
逐渐影响视网膜和脉络膜ꎬ诱发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６]ꎬ
如黄斑出血、黄斑裂孔、视网膜劈裂、视网膜脱离、后巩膜
葡萄肿、漆裂纹样损害和 Ｆｕｃｈｓ 斑等ꎬ严重损害视功
能[７－１０]ꎬ但临床上尚缺少控制病理性近视的有效手段ꎮ 研
究发现ꎬ病理性近视患者巩膜生物力学降低[１１－１２]ꎮ 受紫
外线 Ａ－核黄素角膜交联技术在角膜疾病中应用的启
发[１３－１４]ꎬ目前国内外学者积极探索通过巩膜交联方法增
强巩膜生物力学(如应力、应变、弹性模量等)ꎬ以达到防
治巩膜重塑ꎬ进而希望将其应用于病理性近视的治
疗[１５－１７]ꎮ 本研究旨在通过研究甲醛缓释体类防腐剂
(ＦＡＲｓ)对活体兔巩膜交联后的巩膜生物力学强度的改变
来衡量其有效性ꎬ筛选出对巩膜胶原交联效果较强的
ＦＡＲｓ 药物ꎮ
１材料和方法
１.１材料
１.１.１实验动物　 健康无眼疾新西兰白兔 １７０ 只(由河北
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ꎬ１ 年龄ꎬ雌雄不限ꎬ体质量
１.６７±０.１４ｋｇꎬ由本院实验动物中心饲养ꎬ室温 ２０℃ ~２３℃ꎬ
白天自然光照射ꎬ光照与黑暗的周期比例为 １２ｈ ∶ １２ｈꎮ 入
组前检查眼睑、角膜、瞳孔等未见眼部明显异常ꎮ 本研究
方案及实验动物的使用经本院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２０１８－ＫＹ－０９)ꎮ
１.１.２主要试剂和仪器设备　 主要试剂:羟甲基甘氨酸钠、
重氮咪唑烷基脲、咪唑烷基脲、乙内酰脲、恶唑烷、戊二醛均
购自北京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ꎮ 主要仪器设备:Ｉｎｓｔｒｏｎ
５５４４－Ｃ８０２４ 型主机及配套分析软件、２７１１－００６ 型杠杆式纤
维材料弹簧夹具均来自太原理工大学生物力学研究所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 实验动物分组及处理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实验动
物分为 １７ 组ꎬ每组 １０ 只ꎬ其中 １５ 组为 ＦＡＲｓ 药物组(羟甲
基甘氨酸钠、重氮咪唑烷基脲、咪唑烷基脲、乙内酰脲、恶
唑烷)ꎬ每种药物根据给药浓度分为三个亚组即 １ / １０ 最大
允许浓度组、１ / ２ 最大允许浓度组、最大允许浓度组ꎬ另设
戊二醛(阳性对照)组、空白对照组ꎮ 所有动物均选择右
眼为实验眼ꎬ左眼均未予以任何处理ꎮ ＦＡＲｓ 药物组动物
结膜下注射 ＦＡＲｓ 药物浓度见表 １ꎬ注射部位分别为角膜
缘后 ３ｍｍ Ｔｅｎｏｎ 囊下鼻上 １∶ ００ 位、颞下 ７∶ ００ 位ꎬ各注射 １
次ꎬ每次 ０.２５ｍＬꎬ每次注射间隔 ２ｄꎮ 戊二醛组动物结膜下
注射 ５０.００ｍｍｏｌ / Ｌ 的戊二醛ꎬ注射部位、剂量、频次等同
ＦＡＲｓ 药物组ꎮ 空白对照组动物结膜下注射生理盐水ꎬ注
射部位、剂量、频次等同 ＦＡＲｓ 药物组ꎮ
１.２.２ 巩膜生物力学参数测量
１.２. ２. １ 取材 　 给药 ６０ｄ 后ꎬ使用盐酸氯胺酮注射液
(３５ｍｇ / ｋｇ)麻醉动物后采用空气栓塞法处死ꎬ固定在手术
台上ꎬ常规消毒后在无菌条件下取右眼ꎬ立即清除眼球表
面结膜及筋膜组织ꎬ并将眼球按照分组进行标记ꎬ依次放
入眼球保存液 １(含 ２５％新生牛血清、２％ＤＭＳＯ、２.５％蔗
糖)、眼球保存液 ２(含 ２５％新生牛血清、４％ＤＭＳＯ、５.５％蔗
糖)、眼球保存液 ３(含 ２５％新生牛血清、６％ＤＭＳＯ、７.５％的
蔗糖)中ꎬ每种保存液中浸泡 １０ｍｉｎꎬ最后放入眼球保存液
４(含 ２５％新生牛血清、７.５％ＤＭＳＯ、１０％蔗糖)中ꎬ密封后
放入－１９６℃液氮中保存ꎮ 运输至力学实验室中将离体兔

图 １　 各组动物巩膜极限应力情况ꎮ

表 １　 ＦＡＲｓ给药浓度 ｍｍｏｌ / Ｌ
药品 １ / １０ 最大允许浓度 １ / ２ 最大允许浓度 最大允许浓度组

羟甲基甘氨酸钠 ３.９７ １９.８３ ３９.６６
重氮咪唑烷基脲 １.８０ ８.９９ １７.９７
咪唑烷基脲 １.５５ ７.７３ １５.４５
乙内酰脲 ３.１９ １５.９４ ３１.８８
恶唑烷 ２.１０ １０.４８ ２０.９５

眼从液氮中取出后放入 ３７℃水浴箱中复温ꎬ取鼻上 １∶ ００
位和颞下 ７∶ ００ 位角膜缘后巩膜ꎬ制作成 ５ｍｍ×１０ｍｍ 的巩
膜条带ꎮ
１.２.２.２生物力学测试　 首先测量巩膜条带厚度ꎬ测厚仪由
力学实验室提供ꎬ测量由同一人负责完成ꎮ 之后将巩膜条
带使用 ２７１１－００６ 型杠杆式纤维材料弹簧夹具固定ꎬ微调夹
具ꎬ使巩膜条带松紧适度ꎬ用游标卡尺测量夹具之间巩膜条
带的长度并记录ꎬ使用 Ｉｎｓｔｒｏｎ ５５４４－Ｃ８０２４ 型材料试验机依
次执行蠕变实验、预拉伸实验、拉伸强度实验、拉伸破坏实
验程序ꎬ计算弹性模量、蠕变率、极限应力和极限应变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ꎮ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
示ꎬ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ꎬ进一步组间两两比
较采用 ＬＳＤ－ｔ 检验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巩膜厚度及生物力学参数　 给药 ６０ｄ 后ꎬ各组动物巩
膜厚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而巩膜极限应力、极
限应变、弹性模量、蠕变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０１)ꎬ见表 ２ꎮ ５ 种 ＦＡＲｓ 药物对于极限应力、极限应
变、弹性模量、蠕变率均有一定的增强效应ꎬ且具有一定的
药物浓度依赖性ꎮ
２.２各组动物巩膜极限应力情况　 ＦＡＲｓ 药物组动物巩膜
极限应力均较空白对照组增大ꎬ且除咪唑烷基脲和乙内酰
脲 １ / １０ 最大允许浓度组以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ꎬ但 ＦＡＲｓ 药物组动物巩膜极限应力均低于戊二醛
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分别给予 ５ 种 ＦＡＲｓ 药
物 １ / １０ 最大允许浓度、１ / ２ 最大允许浓度、最大允许浓度ꎬ
检测结果显示ꎬ羟甲基甘氨酸钠表现出最强的交联能力ꎬ巩
膜极限应力增强最明显ꎬ分别为 １.３３±０.５０、２.３５±０ ７６、２.８２±
０.９４ＭＰａꎬ分别为空白对照组动物巩膜极限应力的 ２.１８、
３ ８５、４.６２ 倍ꎻ其次ꎬ交联能力较好的为重氮咪唑烷基脲组和
恶唑烷组ꎬ最差的为咪唑烷基脲和乙内酰脲组ꎬ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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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组动物巩膜厚度及生物力学参数检测结果 ｘ±ｓ
组别 巩膜厚度(ｍｍ) 极限应力(ＭＰａ) 极限应变(％) 弹性模量(ＭＰａ) 蠕变率(％)
羟甲基甘氨酸钠组

　 １ / １０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３０±０.０４ １.３３±０.５０ａꎬｃ ３０.１９±７.９１ａꎬｃ ７.７０±１.９４ａꎬｃ ８.２６±３.１９ａꎬｃ

　 １ / ２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３１±０.０４ ２.３５±０.７６ａꎬｃ ２４.６２±４.８８ａꎬｃ １１.０６±３.５６ａꎬｃ ４.２６±１.７９ａꎬｃ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３０±０.０４ ２.８２±０.９４ａꎬｃ ２０.２７±４.５１ａꎬｃ １４.５０±３.０５ａ ３.３５±１.０３ａꎬｃ

重氮咪唑烷基脲组

　 １ / １０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２９±０.０７ １.２８±０.３７ａꎬｃ ２８.０４±７.４５ａꎬｃ ７.２１±１.８４ａꎬｃ ９.１２±２.５１ａꎬｃ

　 １ / ２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２９±０.０６ １.８０±１.０７ａꎬｃ ２３.８１±４.９３ａꎬｃ ９.６１±２.６５ａꎬｃ ６.３８±２.２１ａꎬｃ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３１±０.０５ ２.６５±０.６７ａꎬｃ １８.２７±６.０３ａ １２.７６±２.５３ａꎬｃ ４.２５±１.９４ａꎬｃ

咪唑烷基脲组

　 １ / １０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２９±０.０４ １.０８±０.３９ｃ ３１.２９±７.０８ａꎬｃ ５.６６±５.５８ｃ ９.８０±２.４１ａꎬｃ

　 １ / ２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３０±０.０８ １.４５±０.３８ａꎬｃ ２７.９４９±５.５５ａꎬｃ ９.１８±１.５３ａꎬｃ ７.０１±２.０３ａꎬｃ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３２±０.０７ １.８４±０.３０ａꎬｃ ２２.２７±４.４４ａꎬｃ １２.１２±２.９０ａꎬｃ ５.８４±１.２２ａꎬｃ

乙内酰脲组

　 １ / １０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３１±０.０６ １.０６±０.３３ｃ ３２.３２±６.８５ａꎬｃ ６.１７±１.７８ｃ ８.７５±１.６１ａꎬｃ

　 １ / ２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２９±０.０６ １.５９±０.６８ａꎬｃ ２７.５５±７.１８ａꎬｃ ９.２４±２.０５ａꎬｃ ６.３３±２.７０ａꎬｃ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２８±０.０５ １.８９±０.４６ａꎬｃ ２１.６９±５.６６ａꎬｃ １２.５１±２.８９ａꎬｃ ４.８０±１.５２ａꎬｃ

恶唑烷组

　 １ / １０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３２±０.０３ １.２３±０.３５ａꎬｃ ２９.８３±５.５５ａꎬｃ ７.１５±１.３１ａꎬｃ ７.６９±２.６８ａꎬｃ

　 １ / ２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２９±０.０６ １.８６±０.８３ａꎬｃ ２５.６１±７.１７ａꎬｃ １０.０２±４.５６ａꎬｃ ４.７４±１.９６ａꎬｃ

　 最大允许浓度 ０.２７±０.０７ ２.３４±０.６４ａꎬｃ １９.９６±４.８４ａꎬｃ １３.７６±２.６３ａꎬｃ ３.６４±１.０８ａꎬｃ

戊二醛组 ０.３１±０.０５ ３.６３±１.６１ａ １４.１５±５.４９ａ １７.２８±８.０８ａ １.２２±０.７２ａ

空白对照组 ０.３０±０.０３ ０.６１±０.２７ ３８.４４±４.８１ ３.６０±２.８４ １１.８２±１.５８
　

Ｆ ０.６３ １０.４１ ８.９２２ ９.６０８ １６.４９４
Ｐ ０.８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ａＰ<０.０５ ｖｓ 空白对照组ꎻｃＰ<０.０５ ｖｓ 戊二醛组ꎮ

２.３各组动物巩膜极限应变情况　 ＦＡＲｓ 药物组动物巩膜
极限应变均较空白对照组显著降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但 ＦＡＲｓ 药物组动物巩膜极限应变均高于戊二
醛组ꎬ除重氮咪唑烷基脲最大允许浓度组以外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分别给予 ５ 种 ＦＡＲｓ 药物 １ / １０ 最大
允许浓度、１ / ２ 最大允许浓度、最大允许浓度ꎬ检测结果显
示ꎬ重氮咪唑烷基脲表现出最强的交联能力ꎬ巩膜极限应
变分别为 ２８. ０４％ ± ７. ４５％、 ２３ ８１％ ± ４. ９３％、 １８. ２７％ ±
６ ０３％ꎬ分别较空白对照组降低了 ２７ ０５％、 ３８ ０６％、
５２ ４７％ꎻ其次ꎬ交联能力较好的为羟甲基甘氨酸钠和恶唑
烷ꎬ最差的为咪唑烷基脲和乙内酰脲ꎬ见图 ２ꎮ
２.４各组动物巩膜弹性模量情况　 ＦＡＲｓ 药物组动物巩膜
弹性模量均较空白组增加ꎬ且除咪唑烷基脲和乙内酰脲
１ / １０最大允许浓度组以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
但 ＦＡＲｓ 药物组动物巩膜弹性模量均低于戊二醛组ꎬ且除羟
甲基甘氨酸钠最大允许浓度组以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ꎮ 分别给予 ５ 种 ＦＡＲｓ 药物 １ / １０ 最大允许浓度、
１ / ２ 最大允许浓度、最大允许浓度ꎬ检测结果显示ꎬ羟甲基甘
氨酸钠表现出最强的交联能力ꎬ巩膜弹性模量分别为 ７.７０±
１ ９４、１１.０６±３.５６、１４.５０±３.０５ＭＰａꎬ分别为空白对照组动物巩
膜弹性模量的 ２.１４、３.０７、４.０３ 倍ꎬ尤其是在最大允许浓度时
几乎与戊二醛组接近ꎻ其次交联能力较好的为重氮咪唑烷
基脲和恶唑烷ꎬ最差的为咪唑烷基脲和乙内酰脲ꎬ见图 ３ꎮ
２.５各组动物巩膜蠕变率情况　 ＦＡＲｓ 药物组动物巩膜蠕
变率均较空白组显著降低ꎬ且高于戊二醛组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检测结果显示ꎬ分别给予 ５ 种

　 　

图 ２　 各组动物巩膜极限应变情况ꎮ

ＦＡＲｓ 药物 １ / １０ 最大允许浓度ꎬ恶唑烷组动物巩膜蠕变
率最低(７.６９％±２.６８％)ꎬ较空白对照组降低 ３４.９４％ꎻ分
别给予 ５ 种 ＦＡＲｓ 药物 １ / ２ 最大允许浓度和最大允许浓
度ꎬ羟甲基甘氨酸钠组动物巩膜蠕变率最低(４. ２６％ ±
１ ７９％和 ３.３５％±１.０３％)ꎬ较空白对照组降低 ６３.９６％、
７１ ６６％ꎻ其次交联能力较好的为重氮咪唑烷基脲和乙
内酰脲ꎬ最差的为咪唑烷基脲ꎬ见图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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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组动物巩膜弹性模量情况ꎮ

图 ４　 各组动物巩膜蠕变率情况ꎮ

３讨论
　 　 病理性近视的发病机制与巩膜的生物力学特点和自
身的缺点有关ꎬ因为从眼球壁三层结构的力学性能来看ꎬ
在相同应力的作用下ꎬ从视网膜、脉络膜到巩膜的切线模
量呈数量级递增[１８]ꎬ在近视的发展过程中ꎬ肌成纤维细
胞减少和收缩力下降ꎬ巩膜细胞外基质重塑ꎬ胶原减少ꎬ
胶原分子内、分子间结构的不稳定和破坏ꎬ最终导致巩
膜生物力学改变ꎬ并引起一系列高度近视病变影响视
力ꎮ 既往关于病理性近视的治疗方法较少ꎬ国内目前临
床应用相对广泛的是后巩膜加固术ꎬ手术对于高度近视
黄斑裂孔、阻止眼球继续增长具有一定效果[１９] ꎬ但其加
固材料尚存争议[２０] ꎬ同时长期有效性、安全性仍需进一
步观察ꎮ 近年国内外学者积极探索将巩膜胶原交联引入
病理性近视的治疗中ꎬ目前研究的巩膜胶原交联方法分为
物理交联和化学交联两种ꎬ本研究是对巩膜化学交联药物
的探索ꎮ
　 　 ＦＡＲｓ 具备较强的交联效应ꎬ同时具有缓释的特点ꎬ能
有效延长药物作用时间ꎬ有可能降低药物使用剂量ꎬ这使

得其具备巩膜交联治疗病理性近视的潜在优势ꎮ 同时ꎬ
ＦＡＲｓ 是一类被广泛应用于化妆品、个人护肤用品防腐
(如皮肤修复产品、沐浴露、指甲油、洗发水、婴幼儿无泪
香波等)的化合物ꎬ约有 １００ 余种ꎬ其应用已有数十年之
久ꎬ考虑到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ꎬ且直接接触人
体ꎬ却并未查询到其致癌变、致畸形的报道ꎬ故认为其潜在
的安全性可能较高ꎮ 欧洲化妆品和非食品科学委员会对
ＦＡＲｓ 的安全性进行了广泛研究ꎬ欧盟理事会也在 ７６ /
７６８ / ＥＣ 法令中详细规定了各种 ＦＡＲｓ 在化妆品行业和纺
织业中可应用的浓度ꎮ 本研究选择的最大允许浓度则参
考了欧盟理事会关于 ＦＡＲｓ 的法令ꎬ但因 ＦＡＲｓ 种类繁多ꎬ
需进行实验筛选出交联效果强、毒性更低的种类ꎮ Ｂａｂａｒ
等[２１]通过测量经过 ＦＡＲｓ 交联后巩膜的热变性温度和对
人皮肤成纤维细胞的毒性反应认为ꎬＦＡＲｓ 是一类强效低
毒性的交联剂ꎮ
　 　 我们通过查阅文献初步筛选出羟甲基甘氨酸钠、重氮
咪唑烷基脲、咪唑烷基脲、乙内酰脲、恶唑烷五种较为有潜
质的备选药物ꎮ 既往研究认为ꎬ戊二醛是最强的化学交联
剂ꎬ但其有较强的细胞毒性ꎬ所以一般用于工业和病理标
本的固定ꎬ也常被用于交联技术研究的阳性对照药物[２２]ꎮ
此外ꎬ考虑本课题组既往已获得较成熟的建立幼兔形觉剥
夺模型的经验ꎬ加上兔标本容易获得ꎬ体质量容易控制ꎬ故
本研究对上述 ５ 种药物用于巩膜交联的有效性进行了活
体兔实验研究ꎬ未选择其他动物ꎮ 结果表明ꎬ羟甲基甘氨
酸钠、重氮咪唑烷基脲、咪唑烷基脲、乙内酰脲、恶唑烷均
表现出了明显的交联效应ꎬ增强了巩膜生物力学的强度ꎬ
在极限应力、极限应变、弹性模量、蠕变率 ４ 个方面均增
强ꎬ５ 种药物的增强效应均具有一定的药物浓度依赖性ꎮ
其中ꎬ羟甲基甘氨酸钠、重氮咪唑烷基脲、恶唑烷三种药物
交联效果更强ꎮ 从生物力学参数检测结果来看ꎬ极限应力
最多增大了 ３６３％(羟甲基甘氨酸钠最大允许浓度组)ꎬ极
限应变最多降低了 ５２.４７％(重氮咪唑烷基脲最大允许浓
度组)ꎬ弹性模量最多增加了 ３０３％(羟甲基甘氨酸钠最大
允许浓度组)ꎬ蠕变率最多降低了 ７１.６６％(羟甲基甘氨酸
钠最大允许浓度组)ꎮ 但是考虑到未来临床使用的安全
性方面ꎬ我们希望在低浓度时就能发挥出较高的交联效
果ꎬ所以重点分析在 １ / １０ 最大允许浓度下 ５ 种 ＦＡＲｓ 的有
效性ꎬ极限应力最多增大 １１８％(羟甲基甘氨酸钠组)、极
限应变最多降低 ２７.０５％(重氮咪唑烷基脲组)、弹性模量
最多增大 １１４％(羟甲基甘氨酸钠组)、蠕变率最多降低
３４ ９２％(恶唑烷组)ꎮ 贾冠美[２３]通过紫外线 Ａ－核黄素巩
膜胶原交联实验发现ꎬ暴露兔巩膜后滴 ０.１％ ５－磷酸核黄
素 ５ｍｉｎ 后ꎬ用波长为 ３７０ｎｍꎬ功率为 ３.０ｍＷ / ｃｍ２的紫外线
灯进行照射 ２０ｍｉｎ 后ꎬ弹性模量增加 ２６.３１％ꎬ蠕变率降低
了 ４０.４７％ꎬ极限应力增加了 １２.２１％ꎮ Ｌｉｕ 等[２４] 对豚鼠进
行了紫外线 Ａ－核黄素巩膜胶原交联实验ꎬ结果发现交联
能显著增强巩膜生物力学强度ꎮ 赵亚芳[２５] 对兔后 Ｔｅｎｏｎ
囊下注射京尼平发现ꎬ实验眼和对照眼比较极限应力增加
了 ３９.２７％ꎬ极限应变降低 １６.６２％ꎬ蠕变率降低 １７.８８％ꎬ弹
性模量增加 ３５.７０％ꎮ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等[２６] 和 Ｌｅｖｙ 等[２７] 研究证
明后 Ｔｅｎｏｎ 囊下注射京尼平能显著增强巩膜生物力学强
度ꎬ同时电镜下观察其对视网膜结构未造成损伤ꎬ具有较
好的安全性ꎮ Ｚｙａｂｌｉｔｓｋａｙａ 等[２８]研究认为后 Ｔｅｎｏｎ 下注射
４０ ~ ４００ｍｍｏｌ / Ｌ(０.４ｍＬ)羟甲基甘氨酸钠均可以引起注
射部位及其周围巩膜的交联效应ꎬ且具备明显的浓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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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ꎬ４００ｍｍｏｌ / Ｌ 的交联强度是 ４０ｍｍｏｌ / Ｌ 的 ６ 倍ꎮ 上述研
究结果表明ꎬＦＡＲｓ 具备显著的增强巩膜生物力学强度
的能力ꎮ
　 　 本研究通过观察活体兔后 Ｔｅｎｏｎ 囊下注射 ＦＡＲｓ 后巩
膜生物力学参数的变化表明ꎬ羟甲基甘氨酸钠、重氮咪唑
烷基脲、恶唑烷具备较强的巩膜胶原交联效应ꎬ能够显著
提高后巩膜生物力学强度ꎬ具备治疗病理性近视的潜能ꎮ
但 ＦＡＲｓ 药物也存在弊端ꎬ甲醛是一级致癌物ꎬ虽然目前
尚无资料反应此类药物具备致癌效应ꎬ但应该进行充分的
验来证明其安全性ꎬ本课题组也会在未来的研究中增加相
应内容ꎬ如观察视网膜功能、视神经功能、巩膜组织及其周
围肌肉血管神经的形态和功能改变ꎬ最终选出具备临床治
疗病理性近视的可行性方法或药物ꎬ为临床病理性近视的
治疗提供新的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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