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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自体结膜瓣移植术(ＣＡＴ)和角膜缘干细胞移植
术(ＬＣＡＴ)对原发性翼状胬肉患者术后泪膜的影响ꎮ
方法:前瞻性研究ꎮ 收集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９－０５ 在新疆军区
总医院北京路医疗区眼科诊断为原发性翼状胬肉患者共
１５０ 例 １５０ 眼ꎬ依次纳入本研究ꎬ奇数者行 ＣＡＴꎬ偶数者行
ＬＣＡＴꎬ术 前ꎬ 术 后 １、 ３、 ６ｍｏꎬ １ａ 完 成 泪 膜 破 裂 时 间
(ＴＢＵＴ)、ＳｃｈｉｒｍｅｒⅠ试验(ＳⅠｔ)和眼表疾病指数(ＯＳＤＩ)ꎬ
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结果:患者 １２９ 例 １２９ 眼完成术后 １ａ 随访ꎬＣＡＴ 组 ６４ 例
６４ 眼ꎬ复发 ４ 眼(６.２％)ꎻＬＣＡＴ 组 ６５ 例 ６５ 眼ꎬ复发 ３ 眼
(４.６％)ꎬ两组复发率无差异(Ｐ＝ ０.７１８)ꎮ ＣＡＴ 组和 ＬＣＡＴ
组 ＴＢＵＴ、ＳⅠｔ 和 ＯＳＤＩ 评分术前和术后 １、３、６ｍｏꎬ１ａ 均有
差异(Ｐ<０.０５)ꎬ术后 １ｍｏ 和术后 ３、６ｍｏꎬ１ａ 均有差异(Ｐ<
０.０５)ꎬ术后 ３、６ｍｏ 和术后 １ａ 均无差异(Ｐ>０.０５)ꎮ ＣＡＴ
组和 ＬＣＡＴ 组不同时间点 ＴＢＵＴ、ＳⅠｔ 和 ＯＳＤＩ 评分均无差
异(Ｐ>０.０５)ꎮ
结论:ＣＡＴ 和 ＬＣＡＴ 均能有效治疗原发性翼状胬肉ꎬ术后
复发率低且相近ꎬ两种手术方式改善原发性翼状胬肉术后
泪膜功能的程度相近ꎮ
关键词:原发性翼状胬肉ꎻ泪膜ꎻ自体结膜瓣移植术ꎻ角膜
缘干细胞移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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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翼状胬肉是眼科临床常见病ꎬ以球结膜纤维血管组织

增生并侵及角膜为特征ꎬ因其外形酷似昆虫的翅膀故

名[１]ꎮ 翼状胬肉可以引起慢性眼部不适、泪膜改变、散光

和视轴受累视力下降ꎮ 泪膜是覆盖于眼表的一层膜ꎬ其稳

定性对于正常眼表结构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ꎬ泪膜与翼状

胬肉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２－３]ꎮ 我们前

期研究表明翼状胬肉切除联合结膜瓣移植术(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ｌ
ａｕｔｏｇｒａｆｔ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ＣＡＴ)与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自体角膜缘

干细 胞 移 植 术 ( ｌｉｍｂａｌ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ｌ ａｕｔｏｇｒａｆｔ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
ＬＣＡＴ)之间复发率无统计学差异[４]ꎬ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

上述两种手术方式对术后泪膜的影响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前瞻性研究ꎮ 收集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９－０５ 在新疆

军区总医院北京路医疗区眼科(原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

眼科)诊断为原发性翼状胬肉并住院实施手术治疗患者

共 １５０ 例 １５０ 眼ꎮ 原发性翼状胬肉纳入标准:(１)按照诊

断标准确诊为鼻侧原发性翼状胬肉ꎻ(２)翼状胬肉头部侵

入角膜 ２~４ｍｍꎻ(３)患者同意手术治疗并签订手术同意书

和本研究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标准:(１)既往有眼部手术

史ꎻ(２)有活动性眼部炎症性病变ꎬ伴有严重干眼ꎻ(３)假
性翼状胬肉ꎻ(４)单眼多发性翼状胬肉ꎻ(５)严重全身性疾

病ꎮ 双眼原发性翼状胬肉患者选择翼状胬肉较严重侧眼

纳入研究ꎬ患者依次纳入本研究ꎬ奇数者实施 ＣＡＴꎬ偶数者

实施 ＬＣＡＴꎬ由同一高年资手术医师实施手术ꎮ ＣＡＴ 组和

ＬＣＡＴ 组患者术前 ＴＢＵＴ、Ｓ Ｉ ｔ 和 ＯＳＤＩ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本研究经原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ꎬ所有方法均遵循«赫尔辛基宣言»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术前准备 　 入院后完善视力、最佳矫正视力( ｂｅｓ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ꎬＢＣＶＡ)、非接触眼压、裂隙灯显微

镜、前置镜眼底检查、眼 Ｂ 超、泪道冲洗、泪膜破裂时间

( ｔｅａｒ ｆｉｌｍ ｂｒｅａｋ － ｕｐ ｔｉｍｅꎬ ＴＢＵＴ )、 Ｓｃｈｉｒｍｅｒ Ⅰ 试 验

(ＳｃｈｉｒｍｅｒⅠ ｔｅｓｔꎬ ＳⅠ ｔ) 和眼表疾病指数 ( ｏｃｕｌ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ꎬＯＳＤＩ)等ꎬ了解患者眼部具体情况和泪膜功

能ꎬ尤其是翼状胬肉侵及角膜范围和角膜层次、结膜充血

情况等ꎮ 术前 ２ ~ ３ｄ 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液点术眼ꎬ
４ 次 / 日ꎮ
１.２.２ 手术方法及术后随访　 翼状胬肉切除＋结膜瓣移植

术(ＣＡＴ)和翼状胬肉切除＋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ＬＣＡＴ)

表 １　 ＣＡＴ组和 ＬＣＡＴ组术后 １ａ复发率比较

组别 复发(眼) 痊愈(眼) 合计(眼) 复发率(％)
ＣＡＴ 组 ４ ６０ ６４ ６.２
ＬＣＡＴ 组 ３ ６２ ６５ ４.６

　 　 　 　 　 　
合计 ７ １２２ １２９ ５.４

手术步骤与我们前期发表文章相同[４]ꎮ 术后 ７ ~ １０ｄ 复查
拆线ꎮ 术后第 １ｄ 开放点眼ꎬ左氧氟沙星和妥布霉素地塞
米松眼液点眼ꎬ４ 次 / 日ꎬ持续 １ｗｋꎬ１ｗｋ 后改为抗生素眼液
左氧氟沙星和低浓度皮质类固醇类滴眼液氟米龙点眼ꎬ
４ 次 / 日ꎬ持续 ２ｗｋ[５]ꎮ 术后第 ２ ~ ３ｄ 出院ꎬ按术后 １、３、
６ｍｏꎬ１ａ 复诊ꎬ复诊时检查视力、ＢＣＶＡ、裂隙灯(观察角膜、
结膜及移植结膜瓣情况)、ＴＢＵＴ、ＳⅠｔ 和 ＯＳＤＩ 等ꎮ
１.２.３ ＴＢＵＴ　 在患者球结膜颞下方滴 ２％荧光素钠 １ 滴ꎬ
嘱其眨眼数次使荧光素均匀涂布于角膜表面ꎬ自然睁眼凝
视前方ꎬ不再瞬目ꎬ裂隙灯宽光带钴蓝色滤光片立即观察
其角膜ꎬ并同时开始计时ꎬ直到出现第一个黑斑时为止ꎮ
时间越长ꎬ则泪膜越稳定[１]ꎮ
１.２.４ ＳⅠｔ　 患者背光而坐ꎬ将标准大小的滤纸条由下睑
中外 １ / ３ 处睑缘放入下方结膜囊ꎬ嘱患者闭眼ꎬ５ｍｉｎ 后取
下滤纸条ꎬ测量纸条湿润部分的长度ꎮ
１.２.５ ＯＳＤＩ　 对已验证的 １２ 项主观症状(眼酸、异物感、
视力模糊、阅读困难和迎风不适等)进行数字分级ꎬ从０~４
分ꎬ总的 ＯＳＤＩ 用下面公式计算:ＯＳＤＩ 总分 ＝ (所有回答问
题得分总和×１００) / (回答问题总数×４)ꎬ总分为 ０ ~ １００
分ꎮ 主要用于诊断干眼及评估病情严重程度ꎬ是临床上诊
断干眼最常用的问卷ꎬ具有定量分析的作用ꎬ分值越高ꎬ代
表干眼症状越明显ꎬ反之相反[１]ꎮ

疗效评价标准:(１)痊愈:角膜创面修复良好ꎬ表面光
滑平整ꎬ结膜无明显充血ꎬ角膜创面无血管覆盖及胬肉生
长ꎻ(２)复发:结膜明显充血ꎬ局部增厚并有向角膜方向爬
行趋势ꎬ角膜原创面处有血管覆盖及胬肉生长[６－７]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１.０ 进行分析ꎬ两
组术后 １ａ 复发率比较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ꎻ计量资料

采用 ｘ±ｓ 表达ꎬ两种手术方式不同时间点的结果比较采
用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ꎬ不同时间点组间差异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组内各时间点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 检
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两组术后 １ａ复发率比较　 完成 １ａ 随访患者纳入统计
学分析ꎬ合计 １２９ 例 １２９ 眼ꎬ其中男 ６１ 例ꎬ女 ６８ 例ꎬ年龄
３０~７７(平均 ５５.９２±１０.７７)岁ꎮ 其中 ＣＡＴ 组完成随访 ６４
眼(８５.３％)ꎬ失访 １１ 眼(１４.７％)ꎬ随访期间复发 ４ 眼ꎬ复发
率 ４ / ６４(６.２％)ꎻＬＣＡＴ 组完成随访 ６５ 眼(８６.７％)ꎬ失访 １０
眼(１３.３％)ꎬ随访期间复发 ３ 眼ꎬ复发率 ３ / ６５(４.６％)ꎻ两
组间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７１８)ꎬ见表 １ꎮ
２.２ 两组不同时间点 ＴＢＵＴ 比较 　 ＣＡＴ 组和 ＬＣＡＴ 组手
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ＴＢＵＴ 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时间 ＝
５００.３０ꎬＰ时间 ＝ ０.００１)ꎬ组间和交互均无差异(Ｆ组间 ＝ ０.８ꎬ
Ｐ组间 ＝ ０.３７３ꎻＦ组间×时间 ＝ １.１８８ꎬＰ组间×时间 ＝ ０.３２)ꎮ ＣＡＴ 组和
ＬＣＡＴ 组组内术前和术后 １、３、６ｍｏꎬ１ａ ＴＢＵＴ 比较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术后 １ｍｏ 和术后 ３、６ｍｏꎬ１ａ ＴＢ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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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ＣＡＴ组和 ＬＣＡＴ组不同时间点 ＴＢＵＴ比较 (ｘ±ｓꎬｓ)
组别 眼数 术前 术后 １ｍｏ 术后 ３ｍｏ 术后 ６ｍｏ 术后 １ａ
ＣＡＴ 组 ６４ ５.８１±２.１９ ６.７２±１.５０ １１.６６±２.６７ １１.９５±２.３１ １２.１９±２.４７
ＬＣＡＴ 组 ６５ ５.７８±２.０９ ７.１７±２.２５ １２.０８±３.３４ １２.３２＋２.４５ １２.６３±２.５５

　 　
ｔ ０.０７４ －１.３３８ －０.７８９ －０.８８２ －１.００２
Ｐ ０.９４１ ０.１８３ ０.４３１ ０.３８０ ０.３１８

表 ３　 ＣＡＴ组和 ＬＣＡＴ组不同时间点 ＳⅠｔ比较 (ｘ±ｓꎬｍｍ / ５ｍｉｎ)
组别 眼数 术前 术后 １ｍｏ 术后 ３ｍｏ 术后 ６ｍｏ 术后 １ａ
ＣＡＴ 组 ６４ ７.３９±３.１９ ７.９２±２.７７ ９.９８±２.５７ １０.２５±２.４０ １０.４２±２.６２
ＬＣＡＴ 组 ６５ ７.１５±３.０４ ８.０７±２.４５ １０.５８±２.６９ １０.９２＋２.８０ １１.０２±２.８２

　 　
ｔ ０.４３２ －０.３３７ －１.２９４ －１.４６７ －１.２３７
Ｐ ０.６６６ ０.７３７ ０.１９８ ０.１４５ ０.２１８

表 ４　 ＣＡＴ组和 ＬＣＡＴ组不同时间点 ＯＳＤＩ评分比较 (ｘ±ｓꎬ分)
组别 眼数 术前 术后 １ｍｏ 术后 ３ｍｏ 术后 ６ｍｏ 术后 １ａ
ＣＡＴ 组 ６４ ２８.８３±１２.９３ １９.８９±１０.９４ １１.７５±７.１４ １１.０８±５.８９ １０.６４±５.９５
ＬＣＡＴ 组 ６５ ２９.４３±１２.６４ １９.２８±１１.４６ １１.２５±７.０８ １０.８９＋６.０９ １０.４３±５.４７

　
ｔ －０.２６８ ０.３１１ ０.４０３ ０.１７６ ０.２０９
Ｐ ０.７８９ ０.７５６ ０.６８８ ０.８６０ ０.８３５

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术后 ３、６ｍｏ 和术后
１ａ ＴＢＵＴ 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２.３两组不同时间点 ＳⅠｔ 比较　 ＣＡＴ 组和 ＬＣＡＴ 组手术
前后不同时间点 ＳⅠｔ 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时间 ＝
１１５.４３ꎬＰ时间<０.０１)ꎬ组间和交互均无差异(Ｆ组间 ＝ ０.６６ꎬ
Ｐ组间 ＝ ０.４１８ꎻＦ组间×时间 ＝ １.７９６ꎬＰ组间×时间 ＝ ０.１３４)ꎮ ＣＡＴ 组和
ＬＣＡＴ 组组内术前和术后 １、３、６ｍｏꎬ１ａ ＳⅠｔ 比较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术后 １ｍｏ 和术后 ３、６ｍｏꎬ１ａ ＳⅠｔ
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术后 ３、６ｍｏ 和术后
１ａ ＳⅠｔ 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３ꎮ
２.４两组不同时间点ＯＳＤＩ 评分比较　 ＣＡＴ 组和 ＬＣＡＴ 组
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ＯＳＤＩ 评分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时间 ＝ １９０.２６６ꎬＰ时间<０.０１)ꎬ组间和交互均无差异(Ｆ组间 ＝
０.０１６ꎬＰ组间 ＝ ０.９ꎻＦ组间×时间 ＝ ０.８６８ꎬＰ组间×时间 ＝ ０.４８５)ꎮ ＣＡＴ
组和 ＬＣＡＴ 组组内术前和术后 １、３、６ｍｏꎬ１ａ ＯＳＤＩ 评分比
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术后 １ｍｏ 和术后 ３、
６ｍｏꎬ１ａ ＯＳＤＩ 评分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
术后 ３、６ｍｏ 和术后 １ａ ＯＳＤＩ 评分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４ꎮ
３讨论

翼状胬肉是大量纤维血管组织从结膜向角膜的翼状
延伸ꎬ是眼科常见病ꎬ可导致视力下降、眼部不适等ꎬ发病
机制尚不明确ꎬ手术是唯一的有效治疗方法[１]ꎮ 翼状胬肉
与泪膜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ꎬ翼状胬肉在泪
膜不稳定人群中发生率高ꎬ反之翼状胬肉患者泪膜不稳定
的发生率是正常人群的 ３ 倍[８]ꎮ 研究表明翼状胬肉不同
手术方式术后复发率存在差异ꎬ可能与不同手术方式术后
泪膜改善不同有关[９－１０]ꎮ 我们前期研究表明 ＣＡＴ 与
ＬＣＡＴ 之间术后 １ａ 复发率相近[４]ꎬ故本研究探讨上述两种
手术方式对泪膜的影响ꎮ

泪膜是维持眼表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修复眼表
的途径ꎬ其稳态失衡能够导致眼表细胞和组织结构与功能
的异常ꎬ从而促进眼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１ꎬ１１]ꎮ 一方面泪
膜稳态失衡ꎬ导致眼表细胞和组织结构与功能异常ꎬ加重
眼表炎症级联反应ꎬ促进翼状胬肉发生和发展ꎻ另一方面
翼状胬肉突出于眼表ꎬ影响泪膜涂布ꎬ进一步减弱泪膜维
持眼表环境稳定的作用ꎬ形成恶性循环[１－２ꎬ１２－１３]ꎮ 翼状胬
肉术后复发与干眼严重程度相关ꎬ可能与术后持续眼表炎
症有关[１４]ꎬ炎症反应在两者之间发挥重要作用ꎬ而 ＶＥＧＦ
可能是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的核心分子[１５]ꎮ 骆非等[１６] 证
实翼状胬肉患者在翼状胬肉切除术的基础上联合自体角
膜缘干细胞移植术ꎬ可有效改善患者的视觉质量和泪膜功
能ꎬ并可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ꎮ 刘青等[１７]证实 ＬＣＡＴ
疗效优于翼状胬肉切除联合羊膜移植术ꎬ可能与 ＬＣＡＴ 促
进了翼状胬肉患者术后泪膜稳定性恢复有关ꎮ 海鸥等[１８]

证实 ＬＣＡＴ 和翼状胬肉切除联合羊膜移植术均能有效改
善患者术后 ３ｍｏ 时泪膜的功能ꎬ但 ＬＣＡＴ 效果更好ꎮ 张晓
英等[１９]从 ＳⅠｔ、ＴＢＵＴ、非侵入性首次泪膜破裂时间、角膜
荧光素染色、泪河高度、结膜杯状细胞数量和 ＯＳＤＩ 等方
面ꎬ证明原发性翼状胬肉术后 ６ｍｏ 时 ＴＢＵＴ、非侵入性首
次泪膜破裂时间、结膜杯状细胞数量ꎬＣＡＴ 组优于羊膜移
植组ꎻ而 ＣＡＴ 组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低于羊膜移植组ꎬ其
余参数两种手术方式间无统计学差异ꎮ ＴＢＵＴ、ＳⅠｔ 和
ＯＳＤＩ 评分是目前翼状胬肉患者泪膜文献研究中常用的参
数ꎬ本研究也选用上述 ３ 种参数对泪膜进行研究ꎮ ＴＢＵＴ
是泪膜稳定性指标ꎬ时间越长则代表泪膜越稳定ꎻＳⅠｔ 是
一种泪液量测量方法ꎬ本研究采用无局部麻醉的 ＳⅠｔ 作
为基本泪液分泌试验ꎻＯＳＤＩ 是一项量化干眼症严重程度
及其对视功能影响的问卷ꎬ因为其有效性和可靠性正越来
越多的被纳入干眼相关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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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研究组之前研究结果相同ꎬＣＡＴ 组和 ＬＣＡＴ 组术
后 １ａ 复发率无明显差异ꎬ进一步观察两种不同手术方式
术后不同时间点的泪膜ꎬ结果表明 ＣＡＴ 和 ＬＣＡＴ 术后 １ｍｏ
时 ＴＢＵＴ、ＳⅠｔ 和 ＯＳＤＩ 评分均较术前明显改善ꎬ术后 ３ｍｏ
改善最为明显ꎬ术后 ６ｍｏ 和术后 １ａ 时 ＴＢＵＴ、ＳⅠｔ 和 ＯＳＤＩ
评分等参数虽仍有改善ꎬ但较术后 ３ｍｏ 时改善不明显ꎻ
ＣＡＴ 组和 ＬＣＡＴ 组术前及术后不同时间点之间泪膜稳定
性无差异ꎬ提示 ＣＡＴ 组和 ＬＣＡＴ 组术后复发率无差异可能
与其对泪膜影响作用相近有关ꎬ与近期部分国内研究相
似[１８－１９]ꎮ 翼状胬肉对泪膜的影响ꎬ包括:翼状胬肉突出于
眼表ꎬ造成眼球表面形态结构发生变化ꎬ使眼表面不规则、
不光滑ꎬ导致泪液动力学异常和泪膜涂布不均匀[１ꎬ２０]ꎻ翼
状胬肉患者伴有杯状细胞的减少及黏蛋白分泌的减少ꎬ影
响泪膜的稳定性[２１]ꎻ翼状胬肉可破坏角膜缘干细胞ꎬ使得
角膜上皮细胞及结膜杯状细胞分化受到影响ꎬ影响角膜上
皮功能[２２]ꎻＣＡＴ 和 ＬＣＡＴ 两种手术方式均可安全彻底地
切除胬肉组织及避免其术后复发ꎬ同时自体结膜瓣移植有
效覆盖翼状胬肉患者术区创面而使眼表正常解剖结构得
以恢复ꎬ移植的结膜瓣中存在正常的眼表上皮细胞和杯状
细胞ꎬ能够分泌黏蛋白ꎬ这可能是上述两种手术方式对泪
膜影响相近的原因ꎻ当然与 ＣＡＴ 相比ꎬＬＣＡＴ 增加了自体
角膜缘干细胞移植ꎬ尽管这更加符合眼表解剖结构和生
理ꎬ但可能角膜缘干细胞对术后泪膜影响有限ꎬ而眼表解
剖结构和生理功能的完整性对维持泪膜稳定性更为重要ꎬ
这也可能是上述两种手术方式对泪膜影响相近的原因ꎮ
本研究发现 ＣＡＴ 和 ＬＣＡＴ 在术后 ３ｍｏ 时泪膜改善最为明
显ꎬ这与 Ｏｚｇｕｒｈａｎ 等[２３]发现在翼状胬肉切除术后移植的
结膜瓣厚度在术后 ３ｍｏ 时达到最大程度的恢复相一致ꎬ
推测眼表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在术后 ３ｍｏ 时达到最大程
度恢复ꎬ之后变化甚微ꎮ

本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ꎬ进一步证实 ＣＡＴ 和
ＬＣＡＴ 均能够改善原发性翼状胬肉患者术后泪膜稳定性ꎬ
术后 ３ｍｏ 时泪膜稳定性改善最为明显ꎬ两种手术方式改
善泪膜稳定性无明显差异ꎬ可能是两种手术方式治疗原发
性翼状胬肉术后复发率无差异的原因ꎮ 尽管本研究为前
瞻性研究且术前泪膜参数具有可比性ꎬ但对其他可能影响
泪膜参数的因素ꎬ如:年龄、性别、翼状胬肉的严重程度和
眼表炎症等未进行观察比较ꎮ 同时马文婷等[２４] 研究表明
ＣＡＴ 和 ＬＣＡＴ 术后 ３、６、１２ｍｏ 泪膜功能参数 ＴＢＵＴ、ＳⅠｔ 和
ＯＳＤＩ 评分较术前改善明显ꎬ且术后各时间点 ＬＣＡＴ 组泪
膜功能参数优于 ＣＡＴ 组ꎬ与本研究结果存在部分不同ꎬ也
提示本研究结果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和进行多中心
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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