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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ＲＲＤ)是一种临床常见的致盲性眼科

疾病ꎬ在临床治疗中一直备受关注ꎮ 折叠顶压球囊作为一

种新的从外路治疗 ＲＲＤ 的治疗手段ꎬ相较于传统治疗方

法包括巩膜扣带术、平坦部玻璃体切除术和充气性视网膜

固定术ꎬ具有“五不”优势———不球后麻醉、不牵拉肌肉、
不巩膜放液、不术中定位和不裂孔冷冻ꎮ 其有效降低了

ＲＲＤ 患者的术后并发症ꎬ缩短了手术时间ꎮ 文章旨在介

绍折叠顶压球囊的发展历程与治疗原理ꎬ着重阐述其对于

ＲＲＤ 的治疗优势、适应证选择以及有效性与安全性ꎮ 折

叠顶压球囊有望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领域拓展ꎬ在多种视

网膜疾病的治疗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ꎮ
关键词:折叠顶压球囊ꎻ孔源性视网膜脱离ꎻ创新ꎻ优势

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２５.６.１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ｆｏｌｄａｂｌ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ｂｕｃｋ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ｑｉｎｇ１ꎬ Ｆｅｎｇ Ｍｅｉｙａｎ２

１Ｊｉｎ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ｉｎｇ ２７２０００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Ｚａｏｚｈｕａ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Ｚａｏｚｈｕａｎｇ ２７７０００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Ｆｅｎｇ Ｍｅｉｙａｎ. Ｚａｏｚｈｕａ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Ｚａｏｚｈｕａｎｇ ２７７０００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ｆｅｎｇｍｅｉｙａｎ６６６ ＠
１２６.ｃｏ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２０２４－１１－０６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２０２５－０４－１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ＲＲＤ )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ｌｉｎｄｉｎｇ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ａｂｌｅ ｃａｐｓｕｌａｒ ｂｕｃｋｌｅ ( ＦＣＢ)ꎬ ａｓ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ｅｘ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ＲＤꎬ ｏｆｆｅｒｓ “ Ｆｉｖｅ Ｎｏｅｓ ”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 ＳＢ )ꎬ ｐａｒｓ ｐｌａｎａ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 ＰＰＶ )ꎬ ａｎｄ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ｅｘｙ ( ＰＲ )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ｏ ｒｅｔｒｏｂｕｌｂａｒ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ꎬ ｎｏ ｍｕｓｃｌｅ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ꎬ ｎｏ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
ｎｏ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ｎｏ ｃｒｙ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Ｒ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ｅｎ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ｉｍ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ＦＣＢꎬ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ｉｔｓ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ꎬ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ｆｏｒ
ＲＲＤ. Ｉ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ｏｌｄａｂｌ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ｂｕｃｋｌｅꎻ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ꎻ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ꎻ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Ｑꎬ Ｆｅｎｇ 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ｆｏｌｄａｂｌ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ｂｕｃｋ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 (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 )ꎬ ２０２５ꎬ ２５ ( ６):
９２８－９３２.

０引言

孔 源 性 视 网 膜 脱 离 (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ꎬＲＲＤ)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眼科疾病ꎬ若未能
及时采取治疗措施ꎬ患者可能会面临视力严重受损乃至失
明的风险[１－２]ꎮ 该疾病的发病机制主要源于视网膜裂孔
的形成ꎬ这一病变破坏了视网膜结构的完整性ꎬ使得玻璃
体腔内的液体得以通过裂孔渗入到视网膜下的潜在间隙ꎬ
最终导致视网膜神经感觉层与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分

离[３]ꎮ 据统计数据显示ꎬＲＲＤ 的年发病率在每 １０ 万人中
介于６.３－１７.９ 人之间ꎬ且这一数字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近视
的普及呈现出上升趋势ꎬ对人们的健康构成了严重
威胁[４]ꎮ

针对 ＲＲＤ 的传统治疗方法涵盖了巩膜扣带术(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ꎬＳＢ)、平坦部玻璃体切除术(ｐａｒｓ ｐｌａｎａ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ꎬ
ＰＰＶ)和充气性视网膜固定术(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ｅｘｙꎬＰＲ)
等多种手段ꎮ 这些技术均已在 ＲＲＤ 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
成效ꎬ特别是 ＳＢ 与 ＰＰＶꎬ其成功率可高达 ９０％ [５－８]ꎮ ＳＢ
作为其中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ꎬ通过向巩膜外施加压力ꎬ
促使视网膜脉络膜向眼球内部折叠凹陷ꎬ进而将视网膜裂
孔置于手术所形成的嵴上[９]ꎮ 这一过程加速了视网膜下
液通过裂孔流入玻璃体ꎬ从而促进了脱离的视网膜恢复平
伏状态[１０]ꎮ 在此基础上ꎬ通过巩膜外的冷冻处理ꎬ可进一
步促进视网膜裂孔的封闭ꎮ 该技术尤其适用于裂孔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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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部的视网膜脱离患者ꎬ在 ＲＲＤ 的治疗中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ꎮ ＰＰＶ 是 ＲＲＤ 治疗的重要手术方式[１１]ꎮ 该
手术通过切割与视网膜黏连的玻璃体ꎬ解除其对视网膜的

牵拉作用ꎬ并在视网膜裂孔周围进行激光光凝以封闭裂
孔[１２－１３]ꎮ 随后ꎬ结合眼内填充物的使用ꎬ如硅油、Ｃ３ Ｆ８ 或
灭菌空气ꎬ使脱离的视网膜得以恢复平伏状态ꎮ ＰＲ 是通

过向玻璃体腔内注入适量的气体ꎬ利用其表面张力以及患
者采取的特殊体位(使视网膜裂孔处于上方)ꎬ使气泡能
够堵塞视网膜裂孔ꎬ并促使脱离的视网膜复位[１４－１６]ꎮ 同

时ꎬ辅以巩膜外冷凝术或视网膜激光光凝术ꎬ以封闭视网
膜裂孔ꎮ 常用的气体包括 Ｃ３Ｆ８、ＣＦ６以及灭菌空气ꎮ

然而ꎬ这些传统治疗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也面临着一些
局限性ꎬ如术后并发症较多、手术时间较长等[１７－１９]ꎮ 因

此ꎬ折叠顶压球囊( ｆｏｌｄａｂｌ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ｂｕｃｋｌｅꎬＦＣＢ)作为对传
统 ＳＢ 手术方式的一种改良ꎬ逐渐受到关注ꎮ 该技术通过
术中球囊固定在眼球周围的裂孔处ꎬ从巩膜外对视网膜进
行压迫和顶压ꎬ利用球囊所形成的巩膜压嵴促进脱离的视

网膜复位ꎮ ＦＣＢ 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ꎬ为 ＲＲＤ 的治
疗提供了全新的思路ꎬ其深入研究对于提高治疗效果、改
善患者预后具有深远的意义ꎮ
１ ＦＣＢ的发展历程

１９ 世纪初ꎬ视网膜裂孔被发现ꎬ然而ꎬ直至 １８５０ 年
Ｈｅｌｍｈｏｌｚ 发明检眼镜ꎬｖｏｎ Ｇｒａｅｆｅ 等先驱才得以在活体人
类眼球中亲眼目睹裂孔ꎬ并详细描绘了视网膜脱离的复杂
过程ꎮ １９２０ 年ꎬＧｏｎｉｎ 揭示了封闭裂孔是治疗视网膜脱离

的关键ꎬ他创造性地采用火烙术封闭裂孔ꎬ将手术成功率
提升至 ５０％以上ꎮ 此后ꎬ手术技术不断革新ꎬ包括眼内气
体注入、巩膜缩短术、巩膜外垫压术等方法相继问世ꎮ
１９７０ 年ꎬＭａｃｈｅｍｅｒ 等开创了闭合式玻璃体手术ꎮ 时至今

日ꎬ视网膜固定术、巩膜垫压术、玻璃体手术以及应用玻璃
体替代物的眼内填塞术等现代手术手段ꎬ已使得单纯性视
网膜脱离的复位成功率高达 ９８％以上ꎮ 然而ꎬ面对复杂性
视网膜脱离病例的手术后解剖复位和视力恢复仍然面临

诸多挑战ꎮ 中国医生高前应提出了研发“人工玻璃体”的
设想ꎬ经过长达 ２０ ａ 的艰苦攻关ꎬ高前应团队成功研制出
了折叠式人工玻璃体球囊( ｆｏｌｄａｂｌｅ ｃａｐｓｕｌａｒ ｖｉｔｒｅｏｕｓ ｂｏｄｙꎬ
ＦＣＶＢ)ꎬ并经历了从第一代到第三代的不断迭代与升

级[２０]ꎮ 如今ꎬＦＣＶＢ 已在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得到了广泛
应用ꎬ其临床应用效果和安全性均得到了专家们的充分

肯定ꎮ
型号为 ＡＶ－１０Ｐ 的 ＦＣＶＢ 作为 ＦＣＢ 在临床实践中展

现出了卓越的效果和优越性[２１]ꎮ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八

八医院的田学敏教授在国内外首次开展了 ＡＶ－１０Ｐ 作为
ＦＣＢ 的临床试用ꎬ并取得了显著成效[２２]ꎮ 随后ꎬ在唐仕波

教授的领导下ꎬ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顺利开展ꎬ为 ＦＣＢ 治
疗 ＲＲＤ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完
善ꎬＦＣＢ 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ꎬ为众多
视网膜脱离患者带来了重见光明的希望ꎮ 自 ２０１９－０７ 中

国启动 ＦＣＢ 的临床研究以来ꎬ多家医院积极参与其中ꎬ为
ＦＣＢ 的临床应用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ꎮ
２ ＦＣＢ治疗 ＲＲＤ的原理

ＦＣＢ 作为一款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型医疗器械ꎬ已

经成功取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三类医疗器械
批准证书(注册证号:２０１７３２２３２９６)ꎬ并且也顺利通过了欧
洲 ＣＥ 认证ꎮ 该器械采用先进的可注水硅胶材质打造ꎬ具
备出色的生物相容性特性ꎬ同时ꎬ其重量极轻ꎬ仅为 ０.３ ｇꎬ
为临床使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２３]ꎮ

在 ＲＲＤ 的治疗过程中ꎬ确保视网膜裂孔的有效封闭

是至关重要的环节ꎬ这一核心理念最初由 Ｇｏｎｉｎ 所提出并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２４－２６]ꎮ 根据视网膜脱离的具体情况ꎬ
医生可以通过引流管向 ＦＣＢ 内精准注入生理盐水ꎬ借助
液体的自然扩张力ꎬ实现对视网膜裂孔的紧密封闭ꎬ进而
产生有效的顶压效应ꎮ 这一顶压机制能够有力地推动脱
离的视网膜神经上皮层重新贴合于视网膜色素上皮层ꎬ从
而全面恢复视网膜的正常解剖构造及生理功能ꎮ

从工作原理上来看ꎬ ＦＣＢ 与 Ｌｉｎｃｏｆｆ 球囊有相似之
处[２７－２８]ꎬ都是通过实施巩膜外的顶压操作ꎬ来实现视网膜

裂孔的闭合ꎮ 而在设计结构上ꎬＦＣＢ 展现出了更为精巧的
一面:在手术过程中ꎬ引流管会被折叠并缝合于结膜囊内

部ꎬ避免了导管的外露ꎬ从而极大地降低了术后感染的风
险ꎻ在取出时间上ꎬＬｉｎｃｏｆｆ 球囊术后 １ ｗｋ 即可撤出ꎬ此时
裂孔黏连稳固ꎬ视网膜脱离不易复发ꎮ 而 ＦＣＢ 去除时间
依视网膜恢复情况而定ꎬ术中冷凝裂孔黏连者术后 １ ｗｋ
可撤ꎬ激光封闭者去除时间稍晚ꎬ其关键在于裂孔周围视
网膜需有明显色素生成[２９]ꎮ 此外ꎬ在巩膜外垫压手术中ꎬ
ＦＣＢ 巧妙地运用了伯努利原理ꎬ通过对视网膜裂孔施加顶
压ꎬ能够显著提升玻璃体液流经裂孔时的流速ꎬ进而有效
减小裂孔周边玻璃体液对视网膜的压力[３０]ꎮ 随着液体压

力的逐渐降低ꎬ视网膜裂孔的边缘会逐渐贴合于眼球壁ꎬ
而被封闭于视网膜下腔的液体则会被视网膜色素上皮细
胞所转运并吸收ꎬ最终促使视网膜实现完全的复位ꎮ
３适应证选择与操作规范
３.１适应证选择 　 适应证: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ｔｒｅｏ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ꎬＰＶＲ) Ｂ 级以下ꎬ３ ＰＤ 以下
的裂孔:(１)儿童、年轻人、孕妇、高度近视人群ꎻ(２)下方

裂孔、鼻侧裂孔、马蹄孔ꎮ
３.２操作规范　 (１)麻醉:采用结膜下浸润麻醉ꎬ省略球后
麻醉步骤ꎮ (２)牵引缝线:沿视网膜裂孔方向ꎬ于角膜缘

处设置牵引缝线ꎮ (３)切口制作:在角膜缘后 ５ ｍｍ 处ꎬ平
行剪开球结膜并钝性分离至巩膜表面ꎬ形成约 ４ ｍｍ 宽的
切口及 １２－１４ ｍｍ 长的狭窄隧道口ꎬ确保隧道宽度适中以
防移位ꎮ (４)固定与缝合:使用 ５－０ 外路网脱线在术前计

算的 ＦＣＢ 固定位置预制缝线ꎬ确保固定点位于角巩膜缘
后 ８－１２ ｍｍꎬ必要时斜形放置并与引流管垂直ꎮ (５)产品
准备:接触 ＦＣＢ 前清洗手套ꎬ检漏后抽真空ꎬ引流管从弧
最高点发出ꎬ三层折叠成柳叶形ꎬ保持固定点准确ꎬ避免倾

斜ꎮ (６)植入 ＦＣＢ:保持晶状体面朝上ꎬ沿隧道植入并轻
轻结扎引流管近球囊端ꎬ根据直肌位置调整固定角度ꎬ确
保不易滑动ꎮ (７)眼压调节:前房穿刺放出房水或视网膜
下液ꎬ降低眼压至 １０ ｍｍＨｇꎮ (８)注水与检查:整理 Ｔｅｎｏｎ
囊后ꎬ从引流阀正后方刺入注入生理盐水ꎬ形成顶压嵴ꎬ检
查裂孔位置及眼压ꎬ必要时注入消毒空气ꎮ (９)结扎引流
管:用 ５ － ０ 不可吸收缝线反向结扎固定引流管根部ꎮ
(１０)缝合切口:将引流管引流阀折入球囊旁ꎬ对位缝合

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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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ｎｏｎ 结膜切口ꎬ必要时加固缝合ꎮ (１１)术后检查:手术
结束后ꎬ先让患者门诊进行双目间接眼底镜及眼底照相检
查ꎬ确认顶压嵴位置正确ꎬ必要时返回手术台调整ꎬ避免二
次手术ꎮ
４ ＦＣＢ在治疗 ＲＲＤ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４.１临床疗效评估 　 在评估 ＦＣＢ 治疗 ＲＲＤ 的临床效果
时ꎬ我们主要参考术后视网膜复位率以及最佳矫正视力
(ＢＣＶＡ)等关键指标ꎮ 视网膜复位情况通过眼部 Ｂ 超检
查、眼底照相以及黄斑光学相干断层扫描(ＯＣＴ)等先进技

术手段进行综合判断ꎮ 相关研究显示ꎬ在纳入研究的
ＲＲＤ 患者中ꎬ视网膜成功复位的比例高达 ９０％以上[２３]ꎬ彰
显了 ＦＣＢ 治疗的高效性ꎮ 此外ꎬ众多临床试验进一步证
实ꎬＦＣＢ 植入术在提升 ＲＲＤ 患者的 ＢＣＶＡ 方面具有显著
成效ꎬ多数患者术后 ＢＣＶＡ 均有明显改善[３１]ꎮ 值得注意

的是ꎬＦＣＢ 植入术对眼压、视网膜下积液以及屈光度和散
光的影响相对较小ꎬ确保了治疗的安全性和稳定性[２２ꎬ３２]ꎮ
４.２临床安全性评价　 ＦＣＢ 治疗 ＲＲＤ 的术后并发症相对
较少ꎬ整体安全性较高ꎮ 尽管在部分研究中ꎬ患者出现了
复视和眼球运动障碍等不良反应ꎬ这可能是由于 ＦＣＢ 嵌
顿于眼球壁与眶壁之间ꎬ对眼球运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限

制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大多数患者的这些症状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逐渐缓解ꎬ而对于症状持续未改善的患者ꎬ则可通
过手术取出 ＦＣＢ 来有效缓解[３２－３３]ꎮ 此外ꎬＦＣＢ 植入术在

心眼反射、术后疼痛、眼眶感染、眼内炎以及排斥反应等方
面的并发症发生率均维持在较低水平[３２ꎬ３４]ꎮ 尽管 ＦＣＢ 治

疗 ＲＲＤ 的并发症风险相对较低ꎬ但医生和患者仍需保持
高度警惕ꎮ 医生在术前应全面告知患者可能出现的并发
症ꎬ确保患者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ꎮ 同时ꎬ术后患者的密

切随访和定期检查对于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安全风险
至关重要ꎮ
５ ＦＣＢ治疗的优势
５.１创新性治疗 ＲＲＤ的优势　 ＲＲＤ 作为一种严重的眼科
疾病ꎬ其治疗方法的选择一直是临床关注的重点ꎮ ＦＣＢ 手

术以其独特的“五不”优势ꎬ即不球后麻醉、不牵拉肌肉、
不巩膜放液、不术中定位和不裂孔冷冻ꎬ成为了治疗 ＲＲＤ
的一种简单易行、侵入性小且并发症少的替代方法ꎮ 对于
拒绝接受 ＰＰＶ 的复杂 ＲＲＤ 患者ꎬ特别是那些陈旧性视网

膜脱离并伴有视网膜下增殖膜的情况ꎬＦＣＢ 提供了一种创
新的治疗方案ꎮ 通过 ＦＣＢ 封闭裂孔能够有效促进视网膜
下膜的缓慢吸收ꎮ ＦＣＢ 的生物相容性良好ꎬ其设计使得即
使在球囊顶压位置出现偏移的情况下ꎬ也能通过“苍蝇拍

效应”有效顶压视网膜裂孔ꎬ确保视网膜的复位[３５]ꎮ 此
外ꎬＦＣＢ 的留置时间可控ꎬ患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保

留或取出球囊ꎮ 对于术后出现复视或眼球运动障碍的患
者ꎬ通过 手 术 取 出 ＦＣＢ 后ꎬ 这 些 症 状 通 常 能 够 得 到
缓解[３３]ꎮ
５.２对比传统 ＳＢ的优势　 在临床实践中ꎬＳＢ 常被应用于
治疗晶状体囊膜保持完整、裂孔清晰且位于赤道前方的非
复杂型 ＲＲＤ 病例[３６－３７]ꎮ ＳＢ 技术通过实施巩膜环扎、巩膜

外加压或二者的联合应用ꎬ并结合裂孔的冷凝冷冻处理ꎬ
旨在促进裂孔的封闭及视网膜的重新复位ꎮ 然而ꎬ该手术
过程涉及广泛的角巩膜缘结膜切口以及眼外直肌的缝线

牵拉操作ꎬ这不仅延长了手术中对裂孔定位和修复的时
间ꎬ还可能导致近角膜缘区域的组织瘢痕形成ꎮ 患者术后
可能会面临屈光状态的变化、前节缺血以及眼压持续上升
等一系列并发症ꎬ这些因素共同限制了传统 ＳＢ 在 ＲＲＤ 治

疗中的广泛应用ꎮ 而 ＦＣＢ 植入术利用术前的三维建模技
术实现裂孔位置的精确锁定ꎬ从而避免了术中繁琐的定位
过程ꎬ极大地缩短了手术时间并降低了手术难度ꎬ加速了
术者的学习进程ꎮ 此外ꎬＦＣＢ 植入术还避免了反复牵拉眼

外肌ꎬ有效减少了眼心反射的发生ꎬ进一步提升了手术的
安全性和舒适度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即便患者术后出现复视
或眼球运动受限等短暂不适ꎬ随着视网膜的成功复位以及
ＦＣＢ 的适时取出ꎬ这些症状通常会逐渐消退ꎬ患者的视觉

功能和生活质量得以显著改善ꎮ 因此ꎬＦＣＢ 技术的出现不
仅为 ＲＲＤ 患者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治疗选择ꎬ也为眼科医
生在应对复杂眼部疾病时提供了更为高效、安全的解决
方案ꎮ
５.３对比内路 ＰＰＶ的优势　 在处理病情复杂的 ＲＲＤ 患者
时ꎬＰＰＶ 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ꎬ特别是在处理合并玻璃体
积血( ｖｉｔｒｅｏｕｓ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ꎬＶＨ)或严重 ＰＶＲ 的 ＲＲＤ 病例

中[３８－４１]ꎮ 该手术通过创建 ３ 个微小的穿刺口ꎬ在切除玻
璃体后ꎬ采用硅油或气体作为眼内填充物ꎬ以促进视网膜

的复位ꎮ 硅油填充不仅有助于恢复眼内体积ꎬ还能有效分
离黏连的增殖膜ꎻ而玻璃体的切除则能解除其对视网膜的
牵拉ꎬ确保视网膜裂孔的封闭ꎬ从而实现视网膜的重新定
位[４２－４３]ꎮ 然而ꎬＰＰＶ 术中使用的填充气体和硅油在临床

应用中常伴随一系列并发症ꎬ包括低视力、白内障、视力减
退、葡萄膜炎、眼内压升高以及细胞毒性反应等ꎬ这些问题

不利于患者的术后恢复[４３－４４]ꎮ 此外ꎬＰＰＶ 通过完全切除
自然玻璃体ꎬ破坏了眼内的氧梯度分布ꎬ进而影响了自然

玻璃体的调节功能ꎬ可能对眼部的正常生理代谢产生潜在
的负面影响[４５－４７]ꎮ 相比之下ꎬＦＣＢ 在保留睫状体功能、维
持眼压稳定方面表现出色ꎬ有助于防止眼球萎缩和视神经
萎缩的发生[４５]ꎮ ＦＣＢ 避免了 ＰＰＶ 术后患者需长期保持俯

卧位所带来的不便和痛苦ꎬ显著提升了患者的术后生活
质量ꎮ
６未来发展前景

６.１技术改进与创新　 随着材料科学的持续进步ꎬＦＣＢ 的
改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ꎮ 未来ꎬ我们有望通过优化球囊的
设计与生产工艺ꎬ将其进化为预装式免折叠的便捷形态ꎬ
将极大地简化植入流程ꎬ提升使用的可靠性与便捷性ꎮ 同

时ꎬ对引流阀进行微型化设计ꎬ使球囊形态更加贴合视网
膜裂孔的实际尺寸ꎬ实现更为精准的贴合与支撑ꎮ 此外ꎬ
研发更好的生物相容性、高度稳定性以及兼具弹性和韧性
的新型球囊材料ꎬ这些特性将显著提升 ＦＣＢ 的长期效能

与安全性ꎮ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ꎬ开发具备压力感应与
自动调节功能的 ＦＣＢ 系统ꎬ该系统能够依据眼内压力变
化及视网膜复位状态ꎬ实时、自动地调整球囊内压力ꎬ从而
实现更为精确且个性化的治疗方案ꎮ
６.２拓展应用领域　 除了 ＲＲＤ 的治疗ꎬＦＣＢ 在其他眼部疾
病的治疗中也可能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ꎮ 例如ꎬＦＣＢ 可以
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ꎬ辅助黄斑裂孔的闭合和提供额外
支撑来预防视网膜脱离等ꎮ 此外ꎬ在一些眼部外伤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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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病变治疗中ꎬＦＣＢ 也可能发挥一定作用ꎮ 未来需要
进一步研究探索其在这些领域的应用可行性和有效性ꎮ
７小结

与关于 ＦＣＢ 治疗 ＲＲＤ 的临床研究[３５－３６] 有所不同ꎬ本
文着重探讨了相对于其他常见手术方法ꎬＦＣＢ 在治疗
ＲＲＤ 方面的显著优势ꎬ并归纳了近年来 ＦＣＢ 在 ＲＲＤ 治疗
领域的研究进展ꎮ ＦＣＢ 在 ＲＲＤ 的治疗中展现出一定的优
势和应用前景ꎬ其微创性、操作便捷性等特点为患者提供
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好的临
床疗效ꎮ 然而ꎬ目前 ＦＣＢ 治疗仍存在适用范围有限、术后
出现暂时性复视与眼球运动受限的并发症以及长期稳定
性有待观察等局限性ꎮ 未来ꎬ通过技术改进与创新、联合
治疗的优化、拓展应用领域等措施ꎬＦＣＢ 有望在眼科临床
治疗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ꎬ为 ＲＲＤ 及其他眼部疾病的
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ꎮ 在临床应用中ꎬ仍
需严格掌握适应证ꎬ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
方案ꎬ并加强术后的随访和管理ꎬ以确保治疗的安全与
有效ꎮ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不存在利益冲突ꎮ
作者贡献声明:张颖清论文选题与修改ꎬ初稿撰写ꎬ文献检
索ꎬ数据分析ꎻ冯梅艳选题指导ꎬ论文修改及审阅ꎮ 所有作
者阅读并同意最终的文本ꎮ
参考文献

[１] Ｇｅ ＪＹꎬ Ｔｅｏ ＺＬꎬ Ｃｈｅｅ ＭＬ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ｆｏｒ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ｒｖ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２４ꎬ６９(３):３３０－３３６.
[２] Ｇｏｖｅｒｓ ＢＭꎬ ｖａｎ Ｈｕｅｔ ＲＡＣꎬ Ｒｏｏｓｉｎｇ Ｓ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 Ｒｅｔｉｎ
Ｅｙｅ Ｒｅｓꎬ ２０２３ꎬ９７:１０１１５８.
[３] Ｌｉｎ ＪＢꎬ 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 Ｒꎬ Ｐｈｉｌｉｐｐａｋｉｓ Ｅ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Ｎａｔ
Ｒｅｖ Ｄｉｓ Ｐｒｉｍｅｒｓꎬ ２０２４ꎬ１０:１８.
[４] Ｐａｒｋ ＳＷꎬ Ｌｅｅ ＪＪꎬ Ｌｅｅ ＪＥ.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ｌ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１８ꎬ１２:１６０５－１６１５.
[５] Ｎｅｍｅｔ Ａꎬ Ｍｏｓｈｉｒｉ Ａꎬ Ｙｉｕ Ｇꎬ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２０１７:４３１０６４３.
[６] Ｈａｔｅｆ Ｅꎬ Ｓｅｎａ ＤＦꎬ Ｆａｌｌａｎｏ Ｋ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ｅｘ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ꎬ ２０１５ꎬ５(５):Ｃｄ００８３５０.
[７ ] Ｙａｎｎｕｚｚｉ ＮＡꎬ Ｌｉ Ｃꎬ Ｆｕｊｉｎｏ Ｄ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ｅｘｙ.
ＪＡＭ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２１ꎬ１３９(８):８４８－８５３.
[８] Ｃｈｒｏｎ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ꎬ Ｈａｔｔｅｎｂａｃｈ ＬＯꎬ Ｓｃｈｕｔｚ ＪＳ.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ｅｘ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Ｓｕｒｖ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２１ꎬ６６(４):５８５－５９３.
[９] Ｆａｌｌｉｃｏ Ｍꎬ Ａｌｏｓｉ Ｐꎬ Ｒｅｉｂａｌｄｉ 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Ｊ Ｃｌｉｎ Ｍｅｄꎬ ２０２２ꎬ１１(２):３１４.
[１０] Ｈａｎ ＤＰꎬ Ｍｏｈｓｉｎ ＮＣꎬ Ｇｕｓｅ ＣＥ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ｅｘｙ ａｎｄ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ｅｘｙ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１９９８ꎬ１２６(５):６５８－６６８.
[１１] Ｗａｒｒｅｎ Ａꎬ Ｗａｎｇ ＤＷꎬ Ｌｉｍ ＪＩ.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２３ꎬ５１(３):２７１－２７９.
[１２]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ＳＧꎬ Ｆｌｙｎｎ ＨＷ.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ｅ ｏｒ ｐａｒｓ Ｐｌａｎａ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０６ꎬ１７(３):
２４５－２５０.
[１３] Ｇｒｚｙｂｏｗｓｋｉ Ａꎬ Ｋａｎｃｌｅｒｚ Ｐ.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ｔｒｅｏｕｓ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Ｒｅｔｉｎａꎬ ２０２１ꎬ４１(７):１３６４－１３７２.
[１４] Ｈｉｌｌｉｅｒ ＲＪꎬ Ｆｅｌｆｅｌｉ Ｔꎬ Ｂｅｒｇｅｒ ＡＲ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ｅｘ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ＰＩＶＯＴ).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２６(４):５３１－５３９.
[１５] Ｔｅｈ ＢＬꎬ Ｔｏｈ Ｓ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Ｔ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ｌｅ ｇａｓ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ｅｘｙ. Ｒｅｔ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Ｂｒｉｅｆ Ｒｅｐꎬ ２０２３ [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ｔ]
[１６] Ｓｅｎａ ＤＦꎬ Ｋｉｌｉａｎ Ｒꎬ Ｌｉｕ ＳＨꎬ ｅｔ ａｌ.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ｅｘ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ꎬ ２０２１ꎬ１１(１１):ＣＤ００８３５０.
[１７] Ｋｒｅｉｓｓｉｇ Ｉꎬ 王琳ꎬ 惠延年. 原发性视网膜脱离手术技术的概念

变革. 国际眼科杂志ꎬ ２００５ꎬ５(１):３４－４９.
[１８] Ｚｈａｏ Ｘꎬ Ｘｉｎｇ Ｙꎬ Ｃｈｅｎ Ｙ.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Ｙａｎ Ｋｅ Ｘｕｅ
Ｂａｏꎬ ２００６ꎬ２２(３):１４２－１４６ꎬ２０６.
[１９] Ｗｅｉ Ｙꎬ Ｗａｎｇ ＮＬꎬ Ｃｈｅｎ ＦＨꎬ ｅｔ ａｌ.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ｉｏｃｕｌａｒ / ｉｎｔｒａｖｉｔｒｅａｌ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ｅｒｏｉｄｓ ｆｏｒ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Ｒｅｔｉｎａꎬ ２０１４ꎬ３４(１):
１３６－１４１.
[２０] Ｇａｏ ＱＹꎬ Ｆｕ Ｙꎬ Ｈｕｉ ＹＮ. Ｖｉｔｒｅｏｕｓ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１５ꎬ８(３):４３７－４４０.
[２１] Ｚｈａｎｇ ＢＫꎬ Ｌｉ Ｃꎬ Ｊｉａ Ｙꎬ ｅｔ ａｌ. Ａ ｐｉｌｏ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ｂｙ ｓｉｌｉｃｏｎｅ ｒｕｂｂｅｒ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Ｒｅｔｉｎａꎬ ２０２０ꎬ４０(１０):１９１８－１９２８.
[２２] Ｌｉ Ｃꎬ Ｚｈａｎｇ ＢＫꎬ Ｔａｎ Ｘꎬ ｅｔ ａｌ. Ａ ｐｉｌｏ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ｖｉａ ｆｏｌｄａｂｌｅ ｃａｐｓｕｌａｒ ｂｕｃｋｌｅ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２０２３ꎬ２３(１):１９６.
[２３] 邢瑶凡ꎬ 余霈ꎬ 张百珂ꎬ 等. 可折叠球囊在视网膜脱离患者治

疗中的应用. 眼科新进展ꎬ ２０２３ꎬ４３(２):１２２－１２６.
[２４] 李晓丹ꎬ 张百珂ꎬ 贾雍ꎬ 等. 折叠式人工玻璃体球囊植入在玻

璃体视网膜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眼科新进展ꎬ ２０２０ꎬ４０(７):６７０－６７３.
[２５] Ｌｉａｏ Ｌꎬ Ｚｈｕ Ｘ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ｔ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１２(４):６６０－６６７.
[２６] Ｗａｎｇ ＡＪꎬ Ｓｎｅａｄ ＭＰ.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Ｇｒａｅｆｅｓ Ａｒｃｈ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２０ꎬ２５８
(３):４６７－４７８.
[２７] Ｌｉｎｃｏｆｆ ＨＡꎬ Ｋｒｅｉｓｓｉｇ Ｉꎬ Ｈａｈｎ ＹＳ. Ａ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ｂｕｃｋ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７９ꎬ８６(４):
５８６－５９６.
[２８] Ｓｃｈｏｃｈ ＬＨꎬ Ｏｌｋ ＲＪꎬ Ａｒｒｉｂａｓ ＮＰ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ｉｎｃｏｆ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ｂｕｃｋｌｅ.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１９８６ꎬ１０１(６):６４６－６４９.
[２９] 邢瑶凡. 可折叠球囊加压与传统巩膜外垫压治疗孔源性视网膜

脱离的临床研究. 新乡医学院ꎬ ２０２２.
[３０] Ｆｏｓｔｅｒ ＷＪꎬ Ｄｏｗｌａ Ｎꎬ Ｊｏｓｈｉ ＳＹ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ｆｌｕｉ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ｆ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Ｇｒａｅｆｅｓ Ａｒｃｈ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１０ꎬ２４８(１):３１－３６.
[３１] Ｆａｎ ＦＦꎬ Ｘｉａｏ Ｃꎬ Ｗａ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ａ ｎｏｖｅｌ ｆｏｌｄａｂｌｅ
ｃａｐｓｕｌａｒ ｂｕｃｋｌｅ. Ｉｎｔ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２４ꎬ１７(３):５５８－５６３.
[３２] 牛科ꎬ 吕永斌ꎬ 郑华宾ꎬ 等. 折叠顶压球囊治疗裂孔位置距角

膜缘后≥１５ ｍｍ 的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初步临床观察. 眼科学报ꎬ
２０２３ꎬ３８(８):５５１－５５７.
[３３] Ｊｉａｎｇ ＧＨꎬ Ｌｉｎ Ｙꎬ Ｃｈｅｎ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１３９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５ꎬ Ｎｏ.６ Ｊｕｎ. 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０５９０６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ａｂｌｅ ｃａｐｓｕｌａｒ ｂｕｃｋｌｅ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ｉｎ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Ｆｒｏｎｔ Ｍｅｄ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ꎬ ２０２４ꎬ１１:１４１２０４８.
[３４] 张宁ꎬ 张百珂ꎬ 贾雍ꎬ 等. 折叠顶压球囊与传统巩膜外加压治

疗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对比研究. 国际眼科杂志ꎬ ２０２３ꎬ２３(５):
８１３－８１７.
[３５] 孙旭阳ꎬ 陈太想ꎬ 李瑞ꎬ 等. 微创折叠球囊巩膜外加压治疗孔

源性视网膜脱离的临床研究. 国际眼科杂志ꎬ ２０２４ꎬ２４(２):２７７－２８３.
[３６] 吕婷婷ꎬ 牛彤彤ꎬ 王海林ꎬ 等. 对比分析巩膜扣带术与玻璃体

切割术治疗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疗效及术后并发症. 河北医学ꎬ
２０２１ꎬ２７(１２):２０２７－２０３２.
[３７] Ｗａｎｇ ＫＹꎬ Ａｄａｍｓ ＯＥꎬ Ｙｕ ＭＤ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２４ꎬ３５(５):３７６－３８１.
[３８] Ｌｉｎ Ｚꎬ Ｌｉａｎｇ ＱＨꎬ Ｌｉｎ Ｋꎬ ｅｔ ａｌ. Ａｉｒ ｔａｍｐｏｎａｄｅ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ｅａｖｙ
ｌｉｑｕｉｄ ｕｓａｇｅ ｉｎ ｐａｒｓ Ｐｌａｎａ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ｒｅｐａｉｒ. Ｉｎｔ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１８ꎬ１１(１１):１７７９－１７８３.
[３９] Ｚｈｏｕ ＣＤꎬ Ｑｉｕ ＱＨꎬ Ｚｈｅｎｇ Ｚ. Ａｉｒ ｖｅｒｓｕｓ ｇａｓ ｔａｍｐｏｎａｄｅ ｉｎ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ｂｒｅａｋｓ ａｆｔｅｒ ２３ － ｇａｕｇｅ
ｐａｒｓ Ｐｌａｎａ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ｔｉｎａꎬ ２０１５ꎬ３５(５):８８６－８９１.
[４０]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ＶＪꎬ Ｇａｒｃíａ－Ａｒｕｍí Ｊꎬ Ｂｏｉｘａｄｅｒａ Ａ. Ｐａｒｓ Ｐｌａｎａ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ａｌｏ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ｐｈａｋｉｃ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ｂｒｅａｋｓ.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６ꎬ１２３
(７):１５６３－１５６９.
[４１] Ｚｈａｎｇ ＺＴꎬ Ｐｅｎｇ ＭＪꎬ Ｗｅｉ ＹＴ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ｓ Ｐｌａｎａ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ｔａｍｐｏｎａｄｅ ｏｆ 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ａｉｒ ｉｎ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 ＢＭＣ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１７(１):６４.
[４２] 李秀婷ꎬ 张君.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患者 ＰＰＶ 术后视功能恢复的

影响因素分析. 检验医学与临床ꎬ ２０２３ꎬ２０(２０):３０２５－３０２８.
[４３] Ｔａｎ ＨＳꎬ Ｍｕｒａ Ｍꎬ Ｏｂｅｒｓｔｅｉｎ ＳＹ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ｔｉｎｅｃｔｏｍｙ ｉｎ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ｔｒｅｏ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４９ ( ３ ):
４４７－４５２.
[４４] Ｂｉｓｗａｓ Ｊꎬ Ｖｅｒｍａ Ａꎬ Ｄａｖｄａ ＭＤ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ｔｉｓｓｕ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ｏｎｅ ｏｉｌ ａｆｔｅｒ ｓｉｌｉｃｏｎｅ ｏｉｌ ｔａｍｐｏｎａｄｅ: ａ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ｅｄ ｓｉｌｉｃｏｎｅ ｏｉｌ－ｆｉｌｌｅｄ ｅｙｅ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５６(５):
４２５－４２８.
[４５] 高前应. 重视玻璃体代谢功能审慎进行玻璃体干预. 中华眼底

病杂志ꎬ ２０１７ꎬ３３(４):３３６－３４０.
[４６] Ｚｎａｏｒ Ｌꎬ Ｍｅｄｉｃ Ａꎬ Ｂｉｎｄｅｒ Ｓ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ｓ Ｐｌａｎａ 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ｃｌｅ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ｈｅｇ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ꎬ ２０１９ꎬ３(３):ＣＤ００９５６２.
[４７] Ｂａｒｔｈ Ｈꎬ Ｃｒａｆｏｏｒｄ Ｓꎬ Ａｎｄｒéａｓｓｏｎ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ｋｅｄ
ｈｙａｌｕｒ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Ｈｅａｌａｆｌｏｗ ) ａｓ ａ ｎｏｖｅｌ ｖｉｔｒｅｏｕｓ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Ｇｒａｅｆｅｓ Ａｒｃｈ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ꎬ ２０１６ꎬ２５４(４):６９７－７０３.

２３９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第 ２５ 卷　 第 ６ 期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电话: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０５９０６　 电子信箱:ＩＪＯ.２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