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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在翼状胬肉的表达和相关性分析

张方琳１ꎬ赵新荣２ꎬ万慧娟２ꎬ华　 耘１ꎬ蔡　 岩１ꎬ３

引用:张方琳ꎬ赵新荣ꎬ万慧娟ꎬ等.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在翼状胬肉的
表达和相关性分析. 国际眼科杂志ꎬ ２０２４ꎬ２４(９):１３８１－１３８６.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Ｎｏ.８２０６０１７１)
作者单位:１(８３２００２)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ꎬ石河子
大学医学院ꎻ２(８３２０００)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ꎬ石河
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ꎻ３(８３００００)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ꎬ新疆军区总医院全军眼科中心
作者简介:张方琳ꎬ女ꎬ硕士研究生ꎬ住院医师ꎬ研究方向:眼表疾
病、眼底病ꎮ
通讯作者:蔡岩ꎬ博士ꎬ主任医师ꎬ眼科主任ꎬ硕士研究生导师ꎬ研
究方向:眼表疾病、眼底病. ｗｌｍｑｒｅｎ１０１＠ １２６.ｃｏｍ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４－０２－０４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４－０７－３１

摘要
目的:检测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在翼状胬肉组织和健康结膜组织
中的表达ꎬ探讨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表达之间的关系ꎬ以及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的表达与翼状胬肉重要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ꎮ
方法:收集 ２０２２－１１ / ２０２３－０５ 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眼科行翼状胬肉切除术＋自体结膜移植术的患者的手
术标本ꎬ共 ４３ 例 ４３ 眼ꎮ 选取 １３ 例患者取健康结膜组织
作为健康结膜组ꎬ健康结膜组织来源于患眼颞侧结膜ꎮ 选
取 １０ 例翼状胬肉标本、６ 例健康结膜标本ꎬ采用 ｑＰＣＲ 检
测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在翼状胬肉和健康结膜组织中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ꎻ选取 ３３ 例翼状胬肉标本、７ 例健康结膜标本ꎬ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蛋白在翼状胬肉
组织和健康结膜组织中的表达水平ꎬ使用 ＩＰＰ６.０ 软件统
计平均光密度值ꎬ分析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表达之间的相关性ꎬ
以及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与翼状胬肉的重要临床特征之间的相
关性ꎮ
结果:根据 ｑＰＣＲ 结果ꎬ翼状胬肉组中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相较于健康结膜组显著增强 (均 Ｐ <
０.０５)ꎮ 根据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ꎬ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蛋白
在翼状胬肉组中的表达水平相较于健康结膜组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ꎮ Ｐ５３ 的表达量与 ｍＴＯＲ 的表达量呈正相关
( ｒ＝ ０.４１７ꎬＰ<０.０５)ꎮ Ｐ５３ 在户外活动时间>３ ｈ 组的表达
量高于户外活动时间≤３ ｈ 组(Ｐ<０.０５)ꎬ在翼状胬肉头端
侵入角膜缘距离>２ ｍｍ 组的表达量高于翼状胬肉头端侵
入角膜缘距离≤２ ｍｍ 组(Ｐ<０.０５)ꎬ在>４０ 岁和≤４０ 岁两
组翼状胬肉患者中无差异性表达(Ｐ>０.０５)ꎮ ｍＴＯＲ 的表
达量在户外活动时间>３ ｈ 和≤３ ｈ 组、翼状胬肉头端侵入
角膜缘距离>２ ｍｍ 和≤２ ｍｍ 组以及>４０ 岁和≤４０ 岁组
中无差异(均 Ｐ>０.０５)ꎮ Ｐ５３ 的表达量与患者的户外活动
时长( ｒ＝ ０.４８４ꎬＰ<０.０１)、侵入角膜缘距离( ｒ ＝ ０.４７９ꎬＰ<
０.０１)呈正相关ꎮ ｍＴＯＲ 的表达量与年龄、户外活动时间、
侵入角膜缘距离无相关性(均 Ｐ>０.０５)ꎮ
结论: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在翼状胬肉中过度表达且呈正相关ꎬ
提示在翼状胬肉的发病过程中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的异常表达

可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ꎬ为进一步探究翼状胬肉的发病机
制提供实验依据ꎻＰ５３ 的表达量与户外活动时间、翼状胬
肉头端侵入角膜缘距离呈正相关ꎬ提示 Ｐ５３ 与翼状胬肉的
发生发展相关ꎬ为翼状胬肉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新
思路ꎮ
关键词:Ｐ５３ꎻｍＴＯＲꎻ翼状胬肉ꎻ相关性分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２４.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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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２１ (Ｎｏ.８２０６０１７１)
１Ｓｈｉｈｅｚ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Ｓｈｉｈｅｚｉ ８３２００２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ｈｅｚ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ｈｉｈｅｚｉ ８３２０００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ａｎｄꎬ 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００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ａｉ Ｙａｎ. Ｓｈｉｈｅｚ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Ｓｈｉｈｅｚｉ ８３２００２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ａｎｄꎬ 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００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ｗｌｍｑｒｅｎ１０１＠ １２６.ｃｏ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２０２４－０２－０４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２０２４－０７－３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５３ ａｎｄ ｍＴＯＲ ｉｎ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５３
ａｎｄ ｍＴＯ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５３ ａｎｄ ｍ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４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４３
ｅｙｅｓ)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ｅｘ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ｌｏｇｏｕｓ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ｈｅｚ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ｔｏ Ｍａｙ ２０２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ｔｈａ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 ｏｆ １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ｏｔａｌｌｙ １０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ｎｄ ６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ＰＣＲ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ｍ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５３ ａｎｄ ｍＴＯＲ ｉｎ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３３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ａｎｄ ７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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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ｓｓ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５３ ａｎｄ
ｍＴＯＲ ｉｎ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ＩＰＰ６. ０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５３ ａｎｄ
ｍＴＯ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５３ ａｎｄ ｍ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ｑＰＣ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ꎬ ｔｈｅ ｍ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Ｐ５３ ａｎｄ ｍ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 ｇｒｏｕｐ ( ａｌｌ Ｐ < ０. ０５ )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ꎬ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５３ ａｎｄ ｍ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 ｇｒｏｕｐ (Ｐ < ０.０５) .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５３ 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ＴＯＲ ( ｒ ＝
０.４１７ꎬ Ｐ <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５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ｉｍｅ > ３ ｈ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ｉｍｅ ≤ ３ ｈ ( Ｐ < ０. ０５ ) .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５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ｈｅａｄ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ｌｉｍｂ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２ ｍｍ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ｈｅａｄ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ｌｉｍｂ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 ｍｍ (Ｐ<
０.０５) .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ｇｅｄ >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Ｐ> ０.０５) .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Ｔ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ｉｍｅ > ３ ｈ ａｎｄ ≤ ３ ｈꎬ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ｈｅａ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２ ｍｍ ａｎｄ ≤２ ｍ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ａｎｄ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ａｌｌ Ｐ>
０.０５) .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５３ 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ｒ ＝ ０.４８４ꎬ Ｐ< ０.０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ｍｂ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 ｒ ＝ ０.４７９ꎬ Ｐ < ０. ０１) .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ＴＯＲ ｗａｓ ｎｏ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ｇｅꎬ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ｍｂｕｓ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ｌｌ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５３ ａｎｄ ｍＴＯＲ ｉｎ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ꎬ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５３ ａｎｄ ｍＴＯＲ ｍａｙ ｐｌａｙ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ꎻ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５３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５３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５３ꎻ ｍＴＯＲꎻ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ꎻ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Ｚｈａｎｇ ＦＬꎬ Ｚｈａｏ ＸＲꎬ Ｗａｎ Ｈ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５３ ａｎｄ ｍＴＯＲ ｉｎ 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２０２４ꎬ２４(９):１３８１－１３８６.

０引言
翼状胬肉被认为是一种慢性、增殖性疾病ꎬ以纤维血

管组织呈三角形过度增生为特征ꎬ多双眼发病ꎬ鼻侧多见ꎬ
可侵入角膜甚至覆盖视轴ꎬ影响患者的视力ꎮ 根据流行病
学证据ꎬ紫外线辐射是翼状胬肉的一个公认的致病因素ꎮ

紫外线辐射通常在颞侧入射角膜ꎬ穿过前房ꎬ聚焦于鼻缘ꎬ
导致鼻缘处的峰值光强比入射光强大 ２０ 倍ꎬ紫外线通过
氧化应激诱导的级联反应直接和间接影响 ＤＮＡ 的完整
性ꎮ 这种未修复的 ＤＮＡ 损伤导致突变ꎬ突变引起一系列
细胞反应诱发翼状胬肉的发生[１]ꎮ Ｐ５３ 是一种已知的肿
瘤抑制基因ꎬ在 ＤＮＡ 损伤的时候ꎬ可以起到阻止细胞增殖
或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２]ꎮ Ｐ５３ 在翼状胬肉组织高表
达[３]ꎬ在翼状胬肉的发生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４]ꎮ ｍＴＯＲ
可以协调细胞的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过程ꎬ包括细胞生
长、增殖、存活和自噬ꎬ并且研究发现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之间存
在相互影响、互相调节的机制[５]ꎬｍＴＯＲ 的高表达也被认
为和翼状胬肉生长发育过程中发生的异常凋亡和过度增
生密切相关[６]ꎮ 基于前人在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通路的研究ꎬ并
且 Ｐ５３ 异常表达和 ｍＴＯＲ 过度激活均在翼状胬肉的病理
生理过程当中扮演重要角色ꎬ本实验旨在检验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在翼状胬肉组织中的表达情况ꎬ探讨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的表达是否具有关联性ꎬ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的表达水平与翼状
胬肉的重要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ꎬ以期为进一步探究翼状
胬肉的发病机制提供实验依据ꎬ为指导临床治疗寻找新的
靶点治疗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收集 ２０２２－１１ / ２０２３－０５ 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行原发性翼状胬肉切除术＋自体结膜移植术患者
的手术标本 ４３ 例 ４３ 眼ꎮ 纳入标准:(１)符合翼状胬肉诊
断标准的单眼鼻侧发病的翼状胬肉患者ꎬ根据翼状胬肉头
端的位置进行分级(表 １)ꎻ(２)１６－６０ 岁非孕期患者ꎻ(３)
受试者或其监护人能够理解研究目的ꎬ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ꎮ 排除标准:(１)患其他的眼部疾病ꎬ如眼部表面炎症
性疾病、泪道阻塞性疾病、年龄相关性白内障、青光眼、年
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ꎻ(２)１ ｍｏ 以内有
眼部手术史、外伤史、化学药物烧伤史ꎻ(３)假性翼状胬
肉ꎻ(４)复发的翼状胬肉ꎻ(５)不愿配合和不能交流者ꎮ 选
取 １３ 例患者取健康结膜组织作为对照组ꎬ健康结膜组织
来源于患眼颞侧结膜ꎬ对照组纳入、排除标准同翼状胬肉
组ꎮ 两组间性别、年龄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ꎮ 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ꎬ经过石河子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伦理审查号:ＫＪＸ２０２２ －
０９３－０１)ꎮ
１.２方法　 选取 ３３ 例翼状胬肉组织和 ７ 例健康结膜组织
出来作为实验 １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蛋白在翼状胬肉组织和健康结膜组织中的表达水平ꎻ选取
１０ 例翼状胬肉组织和 ６ 例健康结膜组织作为实验 ２ꎬ采用
ｑＰＣＲ 检测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在翼状胬肉和健康结膜组织中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ꎮ

表 １　 翼状胬肉诊断和分级标准

分级 裂隙灯下所见

０ 结膜无异常结缔组织向角膜呈三角形增生

Ⅰ 翼状胬肉头部达到角膜边缘(<２ ｍｍ)
Ⅱ 翼状胬肉头部达到角膜缘至瞳孔缘之间(≥２ ｍｍꎬ<４ ｍｍ)
Ⅲ 翼状胬肉头部达到瞳孔区(≥４ ｍｍ)
Ⅳ 翼状胬肉头部越过瞳孔区达到对侧角膜缘至瞳孔缘之间

Ⅴ 复发的翼状胬肉

注:０ 级翼状胬肉代表未罹患翼状胬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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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蛋白表达　 标
本用 ４％中性缓冲福尔马林固定 ２４ ｈ 后移至 ７０％乙醇溶
液中保存ꎬ自动包埋机包埋ꎮ 以厚度为 ３.５ μｍ 切片ꎬ置于
６０ ℃烘箱里干燥 １ ｈꎮ 在二甲苯中脱蜡ꎬ梯度浓度的乙醇
中水化ꎬ磷酸盐缓冲液洗涤ꎮ 两个指标均使用 ＥＤＴＡ
(ＰＨ＝ ９)修复ꎬ用 ３％过氧化氢避光处理 １０ ｍｉｎ 抑制内源
性过氧化物酶后ꎬ磷酸盐缓冲液洗涤ꎮ ５％正常山羊血清
封闭非特异性抗原ꎬ磷酸盐缓冲液中洗涤ꎮ ４ ℃冰箱孵育
一抗 １２ ｈꎬＰ５３ 抗体(北京中杉金桥)浓度 １∶ ５０ꎬｍＴＯＲ 抗
体(英国 Ａｂｃａｍ)浓度 １∶ １００ꎬ健康结膜组同等条件下孵育
非特异性同源免疫球蛋白 １２ ｈꎮ ３７ ℃复温 ３０ ｍｉｎ 后磷酸
盐缓冲液洗去一抗ꎬ滴加酶标羊抗兔二抗(北京中杉金
桥)３７ ℃孵育 ３０ ｍｉｎꎬ磷酸盐缓冲液洗去二抗ꎮ ＤＡＢ(北
京中杉金桥)显色ꎬ自来水终止显色ꎬ苏木素复染ꎬ稀盐酸
分化ꎬ自来水反蓝 １０ ｍｉｎꎮ 梯度乙醇脱水透明ꎬ中性树胶
封片ꎮ 以上步骤磷酸盐缓冲液冲洗均是冲洗 ３ 次ꎬ每次
５ ｍｉｎꎮ 切片在光镜下随机选择 ５ 个 ２００ ×视野ꎬ使用
ＩＰＰ６.０软件计算光密度值ꎬ并取 ５ 个视野的光密度值计算
平均光密度值ꎮ
１.２.２ ｑＰＣＲ法定量检测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ｍＲＮＡ 表达　 使
用 Ｔｒｉｚｏｌ 法提取翼状胬肉和结膜组织总 ＲＮＡꎬ使用 ＤＮａｓｅ
试剂盒 (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清除残留的 ＤＮＡ 后逆转录成
ｃＤＮＡꎬ配置 ＰＣＲ 反应体系(中国康为世纪)ꎮ 应用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引物扩增相应基因ꎬＰ５３ 引物序列:上游引物 ５ －
ＣＧＡＧＣＡＣＴＧＣＣＣＡＡＣＡＡＣＡＣ － ３ꎬ 下 游 引 物 ５ －
ＴＧＧＣＧＧＧＡＧＧＴＡＧＡＣＴＧＡＣＣ－３ꎻｍＴＯＲ 引物序列:上游引
物 ５ － ＣＣＴＧＡＣＣＣＴＧＡＣＡＴＴＣＧＣＴＡＣ － ３ꎬ下游引物 ５ －
ＣＡＡＴＣＣＣＡＣＴＧＴＧＣＴＣＣＡＡＣＴ－３ꎻβ－ａｃｔｉｎ 引物序列:上游
引物 ５－ＡＡＣＣＧＣＧＡＧＡＡＧＡＴＧＡＣＣＣＡＧ－３ꎬ下游引物 ５－
ＧＧＡＴＡＧＣＡＣＡＧＣＣＴＧＧＡＴＡＧＣＡＡ－ ３ꎮ 扩增反应后进行
熔解曲线分析ꎬ取循环阈值均值(Ｃｔ 值)ꎬ使用 β－ａｃｔｉｎ 为
内参基因ꎬ至少进行 ３ 次以上不同样本的独立重复实验ꎬ
采用 ２－ΔΔＣｔ法计算目的基因的相对表达量ꎮ
　 　 统计学分析:使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７.０ 进行分析ꎮ
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计数资料采用 ｎ(％)描
述ꎬ运用 χ２检验和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计量资料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ꎬｒ>０.３ 并且
Ｐ<０.０５ 表示指标之间具有相关性ꎮ
２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对比 　 按照本研究纳入和排除标准收集患
者信息和组织标本ꎬ实验 １ 中ꎬ翼状胬肉组男 １０ 例
(３０％)ꎬ女 ２３ 例(７０％)ꎻ健康结膜组男 ２ 例(２９％)ꎬ女
５ 例( ７１％)ꎬ 见表 ２ꎮ 实验 ２ 中ꎬ 翼状胬肉组男 ４ 例
(４０％)ꎬ女 ６ 例(６０％)ꎻ健康结膜组男 ２ 例(３３％)ꎬ女 ４ 例
(６７％)ꎬ见表 ３ꎮ
２.２ Ｐ５３和 ｍＴＯＲ 的 ｍＲＮＡ 表达 　 翼状胬肉组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健康结膜组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ꎬ图 １)ꎮ
２.３ Ｐ５３蛋白在翼状胬肉中的表达和分析 　 在翼状胬肉
组中ꎬ可见上皮层明显增厚ꎬ基质层有较多纤维增生以及
炎症细胞浸润ꎬ阳性表达部位呈现棕黄色或棕褐色ꎬ尤其
是上皮基底层有 Ｐ５３ 蛋白强弱不等的过度表达(图 ２Ａ 中
箭头 ａ)ꎬ基质层的成纤维细胞也存在散在阳性表达
(图 ２Ａ中箭头 ｂ)ꎮ 健康结膜组的上皮细胞层无明显阳性

图 １　 两组间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的 ｍＲＮＡ表达　 Ａ:Ｐ５３ꎻＢ:ｍＴＯＲꎮ
ａＰ<０.０５ ｖｓ 健康结膜组ꎮ

表 ２　 实验 １ 的人口学资料对比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ｘ±ｓꎬ岁) 性别比(男∶女)
翼状胬肉组 ３３ ４５.６０±１２.００ １０ ∶ ２３
健康结膜组 ７ ４６.６８±１０.５０ ２ ∶ ５

　 　 　 　 　 　 　 　
ｔ / χ２ ０.３６７ ０.００８
Ｐ ０.７１６ ０.９２８

表 ３　 实验 ２ 的人口学资料对比

分组 例数 平均年龄(ｘ±ｓꎬ岁) 性别比(男∶女)
翼状胬肉组 １０ ４７.６０±７.５６ ２ ∶ ３
健康结膜组 ６ ４６.８３±６.１８ １ ∶ ２

　 　 　 　 　 　 　 　
ｔ / χ２ ０.２０９ ０.０７１
Ｐ ０.８３７ ０.７９

表达ꎬ基质层可见极少量的阳性表达(图 ２Ｂ 中箭头 ｃ)ꎬ定
量分析翼状胬肉组和健康结膜组中 Ｐ５３ 蛋白的表达ꎬＰ５３
蛋白在翼状胬肉组织中高表达(Ｐ<０.０１ꎬ图 ３)ꎮ
２.４ ｍＴＯＲ 蛋白在翼状胬肉中的表达 　 ｍＴＯＲ 蛋白在翼
状胬肉组上皮细胞层胞浆部位着色ꎬ呈棕黄色或棕褐色
(图 ４Ａ 中箭头 ａ)ꎬ血管壁内皮细胞的胞浆可见黄染
(图 ４Ａ中箭头 ｂ)ꎬ间质层中可见炎症细胞、成纤维细胞的
胞浆着色(图 ４Ａ 中箭头 ｃ、ｄ)ꎬ健康结膜组的细胞质有极
少量的阳性表达(图 ４Ｂ 中箭头 ｅ)ꎮ 对两组进行 ｍＴＯＲ 蛋
白表达的定量分析ꎬ在翼状胬肉组中的表达高于健康结膜
组(Ｐ<０.０１ꎬ图 ５)ꎮ
２.５ Ｐ５３和 ｍＴＯＲ蛋白在翼状胬肉中表达的相关性　 将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蛋白在翼状胬肉组织的表达ꎬ用 ＩＰＰ６.０ 软件
统计 ＭＯＤ 值ꎬ经过正态分布检验ꎬ无异常值出现后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ꎬＰ５３ 蛋白和 ｍＴＯＲ 蛋白在翼状胬肉
组织的表达量呈正相关( ｒ＝ ０.４１７ꎬＰ<０.０５)ꎮ
２.６实验 １ 中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蛋白表达与年龄、户外活动
时间、严重程度的关系
２.６.１ 年龄 　 在>４０ 岁和≤４０ 岁两组翼状胬肉患者中ꎬ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的蛋白表达量均无差异(Ｐ>０.０５ꎬ表 ４)ꎮ
２.６.２户外活动时间　 在户外活动时间>３ ｈ 和≤３ ｈ 两组
翼状胬肉患者中ꎬＰ５３ 的蛋白表达量有差异(Ｐ<０.０５)ꎬ
ｍＴＯＲ 的蛋白表达量无差异(Ｐ>０.０５)ꎬ见表 ５ꎮ
２.６.３ 翼状胬肉头端侵入角膜缘距离　 在翼状胬肉头端侵
入角膜缘距离>２ ｍｍ 和≤２ ｍｍ 两组中ꎬＰ５３ 的蛋白表达
量有差异( Ｐ< ０. ０５)ꎬｍＴＯＲ 的蛋白表达量无差异( Ｐ>
０.０５)ꎬ见表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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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Ｘ光镜下观察到的 Ｐ５３ 蛋白在两组间的表达 　 Ａ:翼状胬肉组ꎬ可见上皮层明显增厚ꎬ基质层有较多纤维增生以及炎症细

胞浸润ꎬ阳性表达部位呈现棕黄色或棕褐色ꎬ尤其是上皮基底层有 Ｐ５３ 蛋白强弱不等的过度表达(箭头 ａ)ꎬ基质层的成纤维细

胞也存在散在阳性表达(箭头 ｂ)ꎻＢ:健康结膜组ꎬ上皮细胞层无明显阳性表达ꎬ基质层可见极少量的阳性表达(箭头 ｃ)ꎮ

图 ３　 使用 ＩＰＰ６.０ 定量分析两组 Ｐ５３ 蛋白的表达　 ｂＰ<０.０１ ｖｓ 健康结膜组ꎮ

图 ４　 两组间 ｍＴＯＲ蛋白的表达 　 Ａ:翼状胬肉组ꎬｍＴＯＲ 蛋白在翼状胬肉组上皮细胞层胞浆部位着色ꎬ呈棕黄色或棕褐色(箭头 ａ)ꎬ
血管壁内皮细胞的胞浆可见黄染(箭头 ｂ)ꎬ间质层中可见炎症细胞、成纤维细胞的胞浆着色(箭头 ｃ、ｄ)ꎻＢ:健康结膜组ꎬ细胞

质有极少量的阳性表达(箭头 ｅ)ꎮ

图 ５　 使用 ＩＰＰ６.０ 定量分析两组 ｍＴＯＲ 蛋白的表达 　 ｂ Ｐ<
０.０１ ｖｓ 健康结膜组ꎮ

表 ４　 不同年龄组 Ｐ５３及 ｍＴＯＲ蛋白表达量的比较 (ｘ±ｓꎬＯＤ)
年龄(岁) 例数 ｍＴＯＲ Ｐ５３
≤４０ １３ ３９９.５４±７０.７２７ ２３９.２８±１１５.７３９
>４０ ２０ ４００.８２±１８３.９３８ ２６４.９１±９３.３９６

　 　 　 　 　 　 　 　 　
ｔ ０.０１８ ０.４８８
Ｐ ０.９８６ ０.７０１

表 ５　 不同户外时间组 Ｐ５３和ｍＴＯＲ蛋白表达的比较(ｘ±ｓꎬＯＤ)
户外活动时间(ｈ) 例数 Ｐ５３ ｍＴＯＲ
≤３ １６ ２２７.６７０±１０１.２７２ ３９１.５３±２０６.４５７
>３ １７ ３０２.３１±８７.３８１ ４１５.６７±１８２.１３１

　 　 　 　 　 　 　
ｔ ２.１３６ ０.３３７
Ｐ ０.０４１ ０.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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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不同侵入角膜缘距离组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蛋白表达的比较

(ｘ±ｓꎬＯＤ)

侵入角膜缘距离(ｍｍ) 例数 Ｐ５３ ｍＴＯＲ
≤２ １８ ２２４.２３４±９１.５５１ ４０１.５１±１９９.２１６
>２ １５ ３０１.５８±１０２.０３６ ３９８.４８±１９７.４２１

　 　 　 　 　 　 　
ｔ ２.２７６ ０.４３
Ｐ ０.０３０ ０.９９６

２.６.４相关性分析　 异常增生的结缔组织侵入角膜缘距离

越大ꎬ Ｐ５３ 的表达量越高ꎬ呈现正相关 ( ｒ ＝ ０. ４７９ꎬＰ ＝
０.００５)ꎬ户外活动时间也与 Ｐ５３ 的表达量呈现正相关( ｒ ＝
０.４８４ꎬＰ＝ ０.００４)ꎮ 但是在本实验中ꎬｍＴＯＲ 的表达量与翼

状胬肉的高危因素(高龄、户外活动时间较长)和侵入角

膜缘距离并未发现明显的相关性ꎬ见表 ７ꎮ
３讨论

本研究当中ꎬ翼状胬肉组织的上皮层鳞状上皮增生明

显ꎬ基质层有较多成纤维细胞ꎬ成纤维细胞周围伴有累积

的胶原蛋白ꎬ伴有较多新生血管以及炎性细胞ꎻ正常结膜

组织可分为上皮层和基质层ꎬ上皮层较薄ꎬ基质层几乎不

含成纤维细胞、新生血管以及炎症因子ꎬ和以往的研究结

果一致[７]ꎮ
ＴＰ５３ 定位于 １７ 号染色体ꎬ是一种肿瘤抑制基因ꎮ

ＴＰ５３ 在多种细胞应激下被激活ꎬ包括 ＤＮＡ 损伤、致癌基

因激活、核糖体应激和缺氧ꎬ以诱导细胞周期阻滞、凋亡和

衰老ꎬ通过消除受损的细胞和潜在的癌前细胞来抑制肿瘤

的发生[５]ꎮ 当 ＤＮＡ 修复完成时ꎬｐ５３ 恢复到基础水平ꎬ随
后ꎬ细胞周期恢复到正常进展[８]ꎮ Ｐ５３ 是 ＴＰ５３ 的转录产

物ꎬＰ５３ 可通过激活下游基因 ＴＰ２１ 发挥作用ꎬ阻止细胞进

入 Ｓ 期ꎬ参与抑制细胞在 Ｇ１ 期的增殖ꎮ Ｃａｏ 等[９] 的研究

表明ꎬＰ５３ 在翼状胬肉组中高表达相对于正常结膜组织具

有统计学意义ꎬ并且原代培养的翼状胬肉细胞中的 Ｐ５３ 不

能激活下游凋亡基因如 ＴＰ２１ 的转录ꎮ 翼状胬肉上皮层

中检测到 ＴＰ５３ 的 ４－８ 号外显子均发生突变ꎬ在翼状胬肉

组织中均检测到突变ꎬ但是突变位点和突变具体类型与

Ｐ５３ 蛋白的表达量之间并未发现规律性[１０]ꎮ Ｒｅｉｓｍａｎ
等[１１]的研究发现 ＴＰ５３ 等位基因的缺失或杂合性缺失发

生在翼状胬肉的发生过程中ꎬ并且起到重要作用ꎮ 这表明

在翼状胬肉中存在 Ｐ５３ 异常累积并且作用失效ꎮ 在正常

情况下ꎬＰ５３ 蛋白的半衰期很短ꎬ小于 ３０ ｍｉｎꎬ通常在细胞

中检测不到ꎬＴＰ５３ 基因突变后会导致异常 Ｐ５３ 蛋白的积

累ꎬ该蛋白的半衰期较长ꎬ可达数小时ꎬ从而使其能够被检

测ꎮ 这些研究表明了 Ｐ５３ 蛋白的异常累积和失活在翼状

胬肉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ꎮ 在本实验中ꎬ验证了

Ｐ５３ 在 ｍＲＮＡ 和蛋白层面的表达相较于健康结膜是明显

增强的ꎬ这和以往研究结果一致[３]ꎮ Ｐ５３ 蛋白的表达水平

与 ＴＯＲ 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ｒ ＝ ０.４１７ꎬＰ< ０.０５)ꎬ提示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在翼状胬肉病理生理过程有着一定程度的

联系ꎮ 将 Ｐ５３ 的表达水平与翼状胬肉的重要临床特征进

行分组分析ꎬＰ５３ 在户外活动时间>３ ｈ 组的表达量高于户

外活动时间≤３ ｈ 组(Ｐ<０.０５)ꎬ在翼状胬肉头端侵入角膜

缘距离>２ ｍｍ 组的表达水平高于翼状胬肉头端侵入角膜

　 　 表 ７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

指标 年龄 侵入角膜缘距离 户外活动时间

ｍＴＯＲ ｒ ０.１８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３
Ｐ ０.３１４ ０.９１７ ０.６４８

Ｐ５３ ｒ ０.１４３ ０.４７９ ０.４８４
Ｐ ０.４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缘距离≤２ ｍｍ 组(Ｐ<０.０５)ꎬ在>４０ 岁和≤４０ 岁两组翼状
胬肉患者中无差异性表达(Ｐ>０.０５)ꎮ 将 Ｐ５３ 的表达水平

和翼状胬肉的重要临床特征进行相关性分析ꎬＰ５３ 蛋白的

表达量与患者的户外活动时间( ｒ ＝ ０.４８４ꎬＰ ＝ ０.００４)、侵入

角膜缘距离( ｒ＝ ０.４７９ꎬＰ ＝ ０.００５)呈现正相关性ꎬ提示 Ｐ５３
的异常表达在翼状胬肉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了作用ꎮ
　 　 ｍＴＯＲ 可以对多种信号做出反应ꎬ包括 ＤＮＡ 损伤、营
养物质、能量、生长因子和氧气水平ꎬ通过整合细胞内外信

号ꎬ协调细胞的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过程ꎬ包括细胞生长、
增殖、存活和自噬[５]ꎮ ｍＴＯＲ 蛋白的过度表达对翼状胬肉

的过度增殖起到作用[１２]ꎮ ｍＴＯＲ 形成两种不同的多蛋白

复合物: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 １(ｍＴＯＲＣ１)和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 ２(ｍＴＯＲＣ２)ꎮ ｍＴＯＲＣ１
还可以通过抑制 ｐ７３ 下调 ＦＧＦＲ３ 的转录ꎬ发挥抑制翼状
胬肉细胞自噬ꎬ调节上皮细胞凋亡的作用ꎬ而 ＦＧＦＲ３ 表

达的缺失也佐证了翼状胬肉生长发育过程中存在异常

的增殖机制[１３] ꎮ ｍＴＯＲＣ２ 通过磷酸化 Ａｋｔ、ＳＧＫ１ 和 ＰＫＣ
亚型的疏水基元ꎬ控制增殖和肌动蛋白细胞骨架重

塑[１４] ꎮ 有研究发现 Ｐ５３ 在多个水平上调节 ｍＴＯＲ 通路ꎬ
以控制广泛的细胞过程ꎬ包括细胞增殖、凋亡、自噬、迁
移和肿瘤发生[６ꎬ１５] ꎮ 此外ꎬ有研究证明 Ｔｏｒｉｎ１(ｍＴＯＲＣ１
和 ｍＴＯＲＣ２ 的抑制剂) 或 ＰＦ０４６９１５０２( ＰＩ３Ｋ / ｍＴＯＲ 双

重抑制剂)通过抑制 ｍＴＯＲ 信号可以增加 Ｐ５３ 蛋白的表

达[１６] ꎮ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在翼状胬肉

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的作用ꎬ值得深入探究ꎮ 将 ｍＴＯＲ
的表达量与 Ｐ５３ 的表达量以及翼状胬肉的重要临床特

征做相关性分析ꎬ发现 ｍＴＯＲ 的表达量与 Ｐ５３ 的表达量

呈正相关( ｒ＝ ０.４１７ꎬＰ<０.０５)ꎬ但是并未发现与年龄、户
外活动时间、侵入角膜缘距离相关(均 Ｐ>０.０５)ꎮ ｍＴＯＲ
的表达增强和 Ｐ５３ 的异常累积在翼状胬肉的发病机制

中是存在一定相关性的ꎬ可以为进一步探究翼状胬肉的

发病机制提供实验依据ꎮ
本研究验证了在翼状胬肉当中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的表达

水平增高ꎬ并且发现在翼状胬肉中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的表达水

平具有相关性ꎬ并和翼状胬肉的重要临床特征进行了相关

性分析ꎮ 与以往研究翼状胬肉发生与发展的文章相

比[１７]ꎬ本文增加了指标与翼状胬肉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分

析ꎮ 目前对于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在翼状胬肉中的联系研究较
少ꎬ由于平台的限制ꎬ并未招募到翼状胬肉所有分级的志

愿者ꎬ因此可能需要更大样本量的临床标本以及细胞实验

深入探索 Ｐ５３ 和 ｍＴＯＲ 在翼状胬肉的发病机制起到的作

用以及相互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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