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论著·

中医药对青光眼患者视功能保护作用的 Meta 分析

李文娟1,彭清华2,谭涵宇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No. 81273807);教育部

博士点基金专项课题(No. 20124323110006);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医眼科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No. 11JJ2050);湖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重点项目 ( No.
06A052,10A094);湖南省卫生厅科研基金项目(No. 204084);
湖南省中医五官科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作者单位:(410007)中国湖南省长沙市,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1眼科;2眼科学重点学科

作者简介:李文娟,硕士,医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眼科

研究。
通讯 作 者: 彭 清 华, 教 授, 主 任 医 师, 博 士 研 究 生 导 师.
pqh410007@ 126. com
收稿日期: 2013-01-11 摇 摇 修回日期: 2013-03-29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reating glaucoma:A
Meta-analysis

Wen-Juan Li1, Qing-Hua Peng2, Han-Yu Tan2

Foundation items: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273807 ); Ph. D Programs Found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 No. 20124323110006 ); Ke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grams Foundation of Chinese Ophthalmology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Hunan Province, of China (No. 11JJ2050);
Key Project Founda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of Hunan
Educational Committee ( No. 06A052, 10A094 ); Research
Foundation of Hunan Health Committee ( No. 204084 ); Ke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grams Foundation of Hunan Ophthalmologh
and Otorhinolaryngology
1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2 Key Disciplines of Chinese
Medicine Ophthalm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007,
Hunan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ence to:Qing-Hua Peng. Key Disciplines of Chinese
Medicine Ophthalm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007,
Hunan Province, China. pqh410007@ 126. com
Received:2013-01-11摇 摇 Accepted:2013-03-29

Abstract
誗AIM:To assess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glaucoma.
誗METHODS:The electronic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were
searched,including Medline (1966- 01 / 2011- 03), EMbase

(1996 - 2010), Cochrane library, Wanfang database, VIP
(1999 - 2011), CNKI, the ra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f
TCM treatment compares with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of the glaucoma were assembled Data were
extracted and evaluated by two reciewers independently
with a designed extraction formation by Meta -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chrane net suggestion.
誗RESULTS:A total of 8 theses written in Chinese were
retrieved, including 719 patients. The results of Meta -
analysis showed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of TCM and
western therapy significant improves the effect of
neuroprotection(P< 0. 01). In order to boost and qualify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the aucupuncture, more precise
samples should be designed and a multi-research central
need to be bulit.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cases,
the evidences of the effectiveness are weak due to the
limited numbers of samples and the methodological defect.
誗 CONCLUSION: The existing evidence supports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stronger than the only used of western medicine ( P <
0郾 01) . But owing to the limited studies and few number
of TCM treatment for glaucoma蒺s neuroprotection, the
large sample andmulticenter random ized controlled trial
is still needed to verify the superiority of TCM for
neuroproctive effect of glaucoma蒺s teatment.
誗 KEYWORDS: glaucom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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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运用 Meta 分析方法系统评价中医药对保护青光眼

患者视神经功能的疗效。
方法:按 Cochrane 系统评价方法,计算机检索 Medline
(1966-01 / 2011 -03)、EMbase(1966 / 2010 年)、Cochrane
图书馆(2010 年)、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知网数

据库,纳入中医药治疗青光眼的随机及半随机对照试验,
并按 Cochrane 协作网提供的 RevMan 5. 0 统计软件进行

质量评价、资料提取和 Meta 分析。
结果:共纳入 8 个随机对照研究文献,包括 719 例患者。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中医药联合西医治疗青光眼在保护

视神经、维持最佳矫正视力方面较单纯使用西医的效果

更佳(P<0. 01)。 但因纳入研究数量少,且方法学上存在

不同程度的缺陷,故其证据强度较低,需要更多严格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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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样本和多中心的研究以提高针刺疗效的证据强度。
结论:研究显示,相对于单纯西医治疗青光眼,中西医结

合在治疗青光眼方面能保护视功能、维持视力及总体疗

效上起到明显的效果。 但限于目前研究中医药保护青光

眼患者视功能的文献报道质量低、数目有限,仍然需要大

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以进一步证实中医药治疗青

光眼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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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青光眼是一组威胁和损害视神经及其通路而损害视

觉功能,主要与病理性眼压升高有关的临床综合征[1],因
而对青光眼的治疗主要本着降低眼压的原则同时以尽可

能地预防或减缓患者视神经损害的发生发展。 多项研究

报道,中药及其复方成药在保护青光眼视神经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迄今尚缺乏对此类研究进行系统的综

合评价。 本文通过 Cochrane 系统评价的方法对相关临床

对照研究数据进行 Meta 分析,旨在探讨中医药对青光眼

和高眼压患者的视功能保护疗效及安全性。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纳入标准:(1)1966-01 / 2012-11 发表的以青

光眼和高眼压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治疗方案使用含与

不含中药相比较的所有临床对照研究,研究分组时考虑

到患者年龄、术前眼压等因素,排除人为因素造成的偏

倚;(2)结果观察包括视力、视野等指标;(3)研究病例数

不低于 30 眼。 排除标准:(1)原始文献未对治疗的有效

性进行评价;(2)原始文献研究设计不合理(如对照组设

计不合理、样本资料交代不全、诊断或疗效判断不规范

等);(3)动物实验、综述以及重复发表的文献。
1. 2 方法

1. 2. 1 检索策略 摇 计算机检索 Medline(1966-01 / 2011-
03)、 EMbase ( 1966 / 2010 年)、 Cochrane 图 书 馆 ( 2010
年)、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并用

Google 等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上查找相关文献,追查已纳

入文献的参考文献。
1. 2. 2 资料提取及质量评价摇 由有经验的评价员选择并

提取资料,主要包括:(1)一般资料:题目、作者、日期和

文献来源;(2)研究特征:研究对象、地点、干预措施和质

量控制;(3)结果测量:眼压以及发生何种并发症或其他

不良反应。 根据改良的 Jadad 评分量表,按照随机分配

的方法、分配方案的隐藏、盲法及失访记录四个方面来评

价纳入资料的方法学质量,1 ~ 3 分为低质量研究,4 ~ 7
分为高质量研究。
摇 摇 统计学分析: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 RevMan 5. 0 版软

件进行 Meta 分析。 通过卡方检验评价研究间的一致

性,P臆0. 0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研究间存在异质

性;采用 I2对异质性进行定量分析,当 I2>50%时,纳入研

究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无异质性的文献数据使用固定

效应模型进行合并;有异质性者,分析异质性产生的原

因,并使用亚组分析获敏感性分析处理;对任然无法消除

统计学异质性但从临床意义上看可以合并的文献用随机

效应模型合并。 对计量资料,当各临床结果测量采用相

同测定方法时选择加权均数差值(WMD)及其 95% CI。
计数资料采用相对危险度(RR)及其 95% CI 为疗效分析

统计量。
2 结果

2. 1 检索结果摇 初步检索出相关文献 264 篇。 通过阅读

标题和摘要后,排除与本研究无关的文献 240 篇后,进一

步阅读全文,最终纳入 8 篇文献,发表语种均为中文,研
究地点均在中国,发表年限为 2006 / 2011 年。
2. 2 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摇 纳入研究的一般特征见表 1。
2. 3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摇 各纳入研究的方法学

质量不等,所有纳入研究均提及随机分组,有 2 篇文

献[3,4]交代了具体的随机方法,其中 1 篇[5]以入组日顺序

分组,随机方法不恰当。 所有研究均未提及隐藏分组。
有 1 篇文献[4] 使用单盲法。 所有研究均报告了结局指

标,有一篇[6]研究报告并发症。
2. 4 疗效分析

2. 4. 1 疗程结束后视力恢复情况摇 所有研究在疗程结束

后均进行了视力测试,各研究异质性检验,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 01)。 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RR = 1. 35,95% CI(1. 08,1. 69),P =
0郾 009],说明结合中医药较单纯手术或西药治疗青光眼

具有较好的恢复视力的效果(图 1)。
2. 4. 2 疗程结束后视野测定 摇 5 个研究[4,5,7- 9] 在疗程结

束后进行了视野的具体测量统计,各研究行异质性检验,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3),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分

析[10],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2. 08,95% CI
(-3. 65,7. 81),P = 0. 48],说明在改善视野方面中西药

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图 2)。
3 讨论

摇 摇 随着对青光眼视神经损害机制认识的深入,我们认

识到在降眼压治疗的同时,必须重视视神经保护的治疗。
已有研究显示,祖国传统医学对青光眼治疗的疗效及安

全性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11,12]。 本研究系统评价并比较

分析了中医药与西药治疗青光眼时保护视功能的随机对

照研究的临床效果,各疗程结束后,结果显示:所有文献

均表明中医药或中西结合方法能改善患者视力,但有 1
篇文献[8]显示其对于视野的改善不明显。 有 1 篇[6]文献

报道了不良反应情况,但仅是术中出现 1 例少量出血,术
后并无并发症的发生,其他研究未报道不良反应及并发

症的发生,因此可以初步认为中医药对青光患者眼视功

能作用是有效并安全的。
摇 摇 纳入的 8 篇文献质量较低,所纳入的文献均为中文

文献,且实施地均在中国,尚未发现其他国家和其他语种

的研究。 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上,只有 2 个研究[4,5]说明

了随机序列产生的具体方法,其余均无具体随机方法和

过程,所有试验均未提及分配隐藏及盲法实施。 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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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表 1摇 中药保护青光眼视神经功能的临床对照试验

文章作者 治疗组 /对照组病例分布 治疗组 对照组 时间 随访

Liu 等[2] 33 / 31 小梁切除术+中药治疗 小梁切除术+西药 1mo 否

Tao 等[3] 40 / 38 小梁切除术+中药治疗 小梁切除术 3mo 是

Ling 等[4] 30 / 30 小梁切除术+中药治疗 小梁切除术 3mo 是

Wang 等[5] 53 / 48 西药+中药治疗 西药治疗 12wk 否

He 等[6] 29 / 23 小梁切除术+中药治疗 小梁切除术 10mo 是

Li 等[7] 95 / 100 西药+中药治疗 西药治疗 6mo 否

Pang 等[8] 82 / 28 中药治疗 西药治疗 4wk 否

Li[9] 34 / 28 中药治疗 安慰剂 2mo 否

摇 摇 图 1摇 疗程结束后视力测定的 Meta分析。

摇 摇 图 2摇 疗程结束后视野测定的 Meta分析。

排除其产生选择性偏倚、实施偏倚和测量偏倚的可能性。
本系统评价纳入的研究中治疗及对照药物、疗程、剂量不一,
各类药物和不同疗程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可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本系统评价结论的可靠性。
摇 摇 总之,从目前的临床对照研究结果看,中医药结合西

医对于保护青光眼及高眼压患者视功能作用效果与单纯

使用西医治疗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安全性更高,但仍

需更多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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