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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the effects of sodium
hyaluronate in treating fungal corneal ulcer.
誗METHODS: Since June, 2006, there were 178 patients
(178 eyes) with fungal corneal ulcer receiving medical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Among them, 81 patients (81
eyes ) a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traditional
antifungal treatment with the natamycin and fluconazole
being the major medicine, from June 2006 to June 2008.
While, 97 patients ( 97 eyes ) as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sodium hyaluronate treatment based on
traditional antifungal treat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June
2008 to March 2010. Effects of two therapeutic method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誗RESULTS: Of the 97 cas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average hospital stay was: 14. 15 依 4. 23d, with 90 cases
( 92. 8%) cured, 5 cases ( 5. 2%) improved, 2 cases
(2郾 1%) ineffective, the final visual acuity of 51. 6%
patients better than 0. 3. Of the 81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verage hospital stay was: 17. 26 依 6. 23d, with 69
cases (85. 2%) cured, 7 cases (8. 6%) improved, 5 cases
(6. 2%) ineffective, the final visual acuity of 39. 5%
patients better than 0. 3.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average hospital stay, the cure rate, the effective rate and
the final visual acuity in both groups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 05) . The average hospital sta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cure rate and effective rate and the final
visual acuity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誗CONCLUSION: Sodium hyaluronate can promote fungal
corneal ulcer healing, improve the cure rate and reduce

the formation of corneal scar.
誗KEYWORDS:fungal corneal ulcer; sodium hyaluronate;
drug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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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回顾性分析透明质酸钠在真菌性角膜溃疡治疗中的
效果。
方法:2006-06 以来,在我院接受药物治疗的真菌性角膜
溃疡患者共 178 例 178 眼,其中 2006-06 / 2008-06 期间共
81 例 81 眼作为对照组,接受以那他霉素及氟康唑为主的
传统抗真菌方案治疗;2008-06 / 2010-03 期间 97 例 97 眼
作为治疗组,在传统治疗方案基础上加用透明质酸钠治
疗。 对比分析两种治疗方法的效果。
结果:治疗组 97 例,平均住院时间 14. 15依4. 23d,治愈 90
例,治愈率 92. 8% ,好转 5 例,占 5. 2% ,无效 2 例,占
2郾 1% ,最终视力>0. 3 者占 51. 6% 。 对照组 81 例,平均住
院时间 17. 26依6. 23d,治愈 69 例,治愈率 85. 2% ,好转 7
例,占 8. 6% ,无效 5 例,占 6. 2% ,最终视力 >0. 3 者占
39郾 5% 。 经统计学分析,两组的平均住院时间、治愈率、有
效率及最终视力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治疗组
的平均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治愈率及有效率高于对照
组,最终视力好于对照组。
结论:透明质酸钠可促进真菌性角膜溃疡愈合,提高治愈
率,减少角膜瘢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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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透明质酸及其盐广泛存在于机体的各种组织中,具有
促进生长、减轻炎症、保护细胞免受毒素侵害等特殊的生
理功能,被广泛应用眼科、骨科、烧伤科[1]。 2008 -06 以
来,我科在既往的真菌性角膜溃疡治疗方案中,加用透明
质酸钠(HA)滴眼液及眼膏进行治疗,取得了很好效果。
为此我们对 2006 年以来就诊我院的 178 例真菌性角膜溃
疡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将 2006-06 / 2008-06 未使用 HA 治
疗的真菌性角膜溃疡患者,与 2008-06 / 2010-03 使用了
HA 治疗的患者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了解 HA 对真菌性角
膜溃疡治疗效果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2006-06 / 2010-03 来我院就诊的真菌性角膜
溃疡患者共 184 例,剔除入院时已溃疡穿孔或直接行角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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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手术的 6 例,剩余 178 例,其中 121 例均经涂片或真
菌培养确诊为真菌感染,其余 57 例则依据典型的临床表
现和按真菌性角膜溃疡治疗有效而诊断。 有院外治疗史
162 例,占 91. 0% ,其中有糖皮质激素眼液使用史 12 例,
占 6. 7% ;有前房积脓者 29 例,占 16. 3% 。 院外治疗时间
2 ~65(平均 8. 5)d。 年龄 20 ~ 70(平均 42. 6)岁。 将 2006-
06 / 2008-06 期间的真菌性角膜溃疡患者 81 例,作为对照
组;2008-06 / 2010-03 期间 97 例作为治疗组。 两组患者
的年龄、性别、轻重分型、入院前病程、入院前视力经统计
学分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
1. 2 方法摇 对照组采取传统治疗方案,即静脉滴注氟康唑
注射液 0. 2g / d;氟康唑滴眼液及那他霉素滴眼液点眼,开
始 1 次 / h,1wk 内逐渐减为每 2 小时 1 次,溃疡明显控制
后再减至 4 次 / d;利福平滴眼液 4 次 / d;不含透明质酸钠
的氧氟沙星眼膏(2 次 / d);对症予散瞳孔、溃疡面坏死组
织刮除、降眼压、热敷及维生素类支持治疗。 治疗组在对
照组的治疗方案上加用 1g / L 透明质酸钠滴眼液点眼,
4 次 / d,以及含透明质酸钠的氧氟沙星眼膏,2 次 / d。
摇 摇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7. 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率
的比较采用 字2 检验,以 P<0. 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摇 摇 疗效判定标准:(1)治愈:红痛症状消失,角膜溃疡愈
合,荧光素染色阴性,前房积脓消失。 (2)好转:红痛症状
减轻,角膜溃疡面积减小 1 / 3 以上,前房积脓减少或消失,
因经济或其它原因未坚持治疗者。 (3)无效:治疗时间大
于 1wk,红痛症状无改善,角膜溃疡继续扩大、穿孔,前房
积脓加重。
摇 摇 治疗组 97 例,平均住院时间 14. 15 依4. 23d,治愈 90
例,治愈率 92. 8% ;好转 5 例,占 5. 2% ;有效率 97. 9% ;无
效 2 例,占 2. 1% 。 无效病例 2 例中,1 例为糖尿病患者,1
例前房积脓继发难以控制的青光眼,最后均行眼球摘除
术。 治疗组最终视力>0. 3 者 50 例 50 眼,占 51. 5% 。 对
照组 81 例,平均住院时间 17. 26依6. 23d,治愈 69 例,治愈
率 85. 2% ;好转 7 例,占 8. 6% ;有效率 93. 8% ;无效 5 例,
占 6. 2% (经典病例见图 1 ~ 4)。 无效者 5 例中 3 例入院
时已溃疡穿孔伴前房积脓,1 例继发青光眼后出现前房积
脓,1 例感染未得到控制,经穿透性角膜移植治愈。 对照
组最终视力>0. 3 者 32 例 32 眼,占 39. 5% 。 两组的好转
病例均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或其它原因未能坚持治疗而出
院,出院后,治疗组 2 例失访,对照组 3 例失访,未失访病
例均门诊定期复查,最终治愈。 两组的平均住院时间( t =
3. 95)、治愈率(字2 = 16. 98)、有效率( 字2 = 9. 51)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 05),治疗组的平均住院时间短于对照
组,治愈率及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治疗组最终视力>0. 3
者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P<0. 05)。
3 讨论
摇 摇 真菌性角膜溃疡是眼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也是最为
难治的角膜溃疡之一。 近年来,随着糖皮质激素及抗生素
眼液的滥用,眼部真菌感染逐渐增多,如何尽早使溃疡愈
合,减轻角膜瘢痕的形成一直是眼科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既往的研究和治疗多侧重于直接杀死或抑制真菌,对于如
何减轻真菌导致的炎症、清除感染过程中产生的有毒物质
以及促进溃疡愈合的研究极少。
摇 摇 不同的真菌,其导致角膜损伤的机制不尽相同,比如,

图 1摇 患者甲,女,45 岁,真菌性角膜溃疡,具有典型的菌丝苔被

及羽毛状伪足,外院已治疗 15d,入院视力指数 /眼前。

图 2摇 患者甲加入治疗组治疗 20d后,留轻微云翳,视力 0. 6,散
光矫正后 1. 0。

图 3摇 患者乙,女,43 岁,真菌性角膜溃疡,具有典型的菌丝

苔被及伪足,面积占角膜面积约 2 / 5,外院治疗 10d,入院视

力手动 /眼前。

图 4摇 患者乙加入治疗组治疗 30d 后溃疡完全愈合,留薄翳,视
力 0. 4,2mo后角膜混浊进一步减轻,最终视力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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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念珠菌对中性粒细胞具有很强的趋化作用,而茄病镰
刀菌能产生毒素,可导致菌体周围细胞死亡和溶解,烟曲
霉菌的成份则可能抑制中性粒细胞的趋化作用,分泌抵抗
吞噬细胞吞噬的物质,并能产生降解胶原组织的酶类物
质[2,3]。 但是,不同真菌导致的角膜溃疡却具有相类似的
病理过程,感染过程中能产生毒素及炎症介质,并诱发中
性粒细胞浸润并释放各种蛋白酶,从而导致溃疡不断发展
并穿孔[4]。 因此,治疗真菌性角膜溃疡,在杀死真菌菌体
的基础上,还要尽量消除感染过程中由真菌或自身免疫细
胞产生的有毒物质,保护角膜细胞和组织免受有毒物质的
损害,促进溃疡愈合。
摇 摇 透明质酸钠及其盐广泛存在于机体的各种组织中,具
有特殊的生理功能。 研究表明[1,5,6],HA 可在细胞表面形
成一层 HA 外壳,即后来称谓的细胞周基质( pericellular
matrix,PCM) 或细胞周分子笼蔽 ( pericellular molecular
cage,PMC)。 PCM 对细胞具有两种物理功能:(1)滤器作
用,可使细胞免受淋巴细胞和病毒侵害,并抵挡毒素、氧自
由基及蛋白酶对细胞的破坏作用;(2)具有稳定细胞受体
及感受器的作用。 还有研究表明,HA 还可抑制多形核白
细胞产生氧自由基,并抑制淋巴细胞的自身免疫作用。 因
此,HA 能保护角膜细胞免受真菌感染过程中的损害。 此
外,HA 还通过细胞表面的 HA 受体,达到促进细胞(特别
是上皮细胞)生长和组织修复的作用[1,7]。 我们既往的研
究已证实透明质酸钠有助于角膜内皮细胞及上皮细胞活
性的保存,能减少外环境中有害因素对角膜内皮细胞或上
皮细胞的损害[8-10]。
摇 摇 HA 还是一种物理增粘剂,能增加药液的黏度,延长
药液在眼表面的滞留时间,减少用药次数,提高药物的生
物利用度[11]。 HA 对角结膜上皮细胞有强烈的膜亲和力,
可维持眼表药液膜的稳定,延长药物作用时间[12]。
摇 摇 正是基于透明质酸钠的以上作用,联系真菌性角膜溃
疡的致病机制,我们在真菌性角膜溃疡的治疗中使用了透
明质酸钠滴眼液。 通过透明质酸钠,达到保护细胞免受毒
素、氧自由基及蛋白本酶破坏,减轻炎症反应,促进细胞生
长和修复的目的。 应用 HA 眼液后,增加了抗真菌药物的

眼表作用时间及对角结膜的膜亲和力,可极大减少点眼次
数,减少眼液中防腐剂对眼表的损害。 真菌性角膜溃疡的
病程漫长,局部用药时间久,减少药物毒性作用对于溃疡
的愈合是十分重要的。
摇 摇 本结果表明,使用透明质酸钠的患者,溃疡愈合时间
缩短,治愈率提高,治疗过程中患者的舒适度也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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