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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源性干眼是眼科手术患者的一种常见疾
病，可因多种因素引发，损伤患者的眼部健康。 临床
上存在多种治疗手术源性干眼的药物及方法，但效
果不一，对此，本文选择 2010年 10月 ~2012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38例行手术眼科疾病患者的临床资
料进行分析。 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0 年 10 月 ~2012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38例行手术的眼科疾病患者， 按照
患者个人意愿，将其划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
年龄 23~50岁，平均 36.3岁；其中男性 20例，女性
18例，男女比例为 10∶9。 两组患者的临床基本资
料无显著性差异，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术后进行基础治疗， 即点
滴人工泪液，点滴方法：轻症患者点滴黏稠度较小
的人工泪液， 5次 /d；中、重度患者点滴黏稠度较大
的人工泪液，3次 /d。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
用积极干预措施：对于出现炎症患者，给予四环素
（国药准字 H20064732）250%mg， 开始时 4次 /d，炎
症逐渐消退后，改为 1次 /d[1]。 同时对患者进行心
理、饮食护理，以期改善眼部症状。
1.3%%%%%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软件分析数据。
计数资料采用 字2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
用 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眼部症状均有一定程度的改
善，患者的泪液质量、动力学恢复正常。 两组有效率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例

3%%%%%讨论
部分眼部患者术后因眼部的泪液质和量异常，

或泪液动力异常，进而诱发眼部泪膜不稳定和眼表
出现损伤，以至发生手术源性干眼，其病因比较复
杂，需谨慎分析。 经调查分析，诱发手术性干眼病的
一大因素与眼部手术有着密切联系， 如青光眼、角
膜屈光手术、翼状胬肉切除术及白内障手术均可影
响眼表泪膜， 进而产生干眼病。 分析其原因如下：
（1）手术过程中使用较多表面麻醉药物，同时术后
又应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进而在眼表上皮中产生
毒性，改变泪膜功能[2]。（2）术中、术后为避免出现瘢
痕， 对患者应用的抗代谢药物可产生细胞毒性，造
成眼球表面粗糙不平， 引发泪膜稳定性急速下降。
且药物毒性可改变泪液分泌量， 影响泪膜功能[3]。
（3）术后所应用的糖皮质激素滴眼液，破坏泪膜稳
定性。 由于糖皮质激素滴眼液会加速蛋白质和脂肪
分解，降低代谢合成，进而影响脂质层和黏液层，导
致泪液的分泌量必然下降。 针对性上述原因探索合
适的防治方法：（1）术前应当对患者进行干眼测试，
了解患者的角膜情况，充分了解患者病史，行术前
治疗及预防，以期选择最佳手术时机。（2）术中应尽
量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手术室灯光对眼皮表面的刺
激。 其次，注意应用麻醉药，进行内眼手术时，医生
以保护患者眼睛为最基本目的， 对患者应用黏弹
剂， 尽最大努力保护患者的角膜上皮和角膜内皮，
处理后应彻底将所应用的抗代谢药（下转第 94页）

的睡眠时间；蝉蜕、僵蚕祛风化痰、平肝清热，具有
良好的催眠作用，并且僵蚕主降，蝉蜕主升，两者合
用，一升一降，使得气机通调、气血和畅，从而睡觉
才会踏实。 整个药方组方合理，配伍比较恰当，使得
阴阳和谐、心静肝平，从而睡眠恢复正常状态。 脑蛋
白水解物片是一种活性肽类物质，为健康猪的新鲜
大脑组织中进行提取的，含有多种脑磷脂、卵磷脂、
氨基酸、肽类神经生长因子等，可以促进突触的形
成，诱导神经元的分化，调节神经元的代谢，有助于

改善失眠、烦躁、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综
上所述， 对失眠患者应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进行治
疗，疗效显著，并且无不良反应，值得在临床治疗中
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范瑞明,杨丽.失眠症的临床治疗进展[J].中国临床康复 ,2006,10

(10):149-151
[2]钱惠峰.中西医结合治疗失眠症疗效观察[J].中国现代医生,2007,45

(18):72
%%%%%%%%%%%%%%%%%%%%%%%%%%%%%%%%%%%%%%%%%%%%%%%%%%%%%%%%%%%%%（收稿日期： 2013-06-14）

组别 n 有效 有效率（%）

观察组
对照组

19
19

17
12

89.5
63.2

71· ·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013年 10月第 13卷第 7期

（上接第 71页）物冲洗干净，减少残留药液可能导
致的角膜上皮损伤；在进行外眼手术时，选用干净
卫生的棉片保护患者角膜，尽量减少其在外暴露的
时间[4]。 且结膜切口的缝合应当对合整齐、无差错，
及时进行消毒，以免感染。（3）术后对患者合理使用
人工泪液，对出现的干眼病及时治疗，将损伤程度
降至最低。

综上所述，手术源性干眼病因比较复杂，不仅
与眼部手术有关， 也与术后对患者应用的药物有
关；临床在行人工泪液的基础治疗前提下，采取积

极干预措施，可提高干眼有效率，改善患者视力，值
得各医院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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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分离、提取的技术以及计数标准尚不统一；如何
选择移植的治疗时间点和如何选择合适的移植方
式，如脾内移植、通过介入或者 B超行门脉或经肝
内移植、外周静脉滴注移植、腹腔移植以达到最佳
的移植治疗效果， 还需进一步循证医学的支持；不
同干细胞治疗肝病还没有很多的数据，处于摸索阶
段[34]。 中医中药在治疗肝纤维化上有很好的治疗效
果，但是经过干细胞肝移植患者如何能提高疗效促
进干细胞的分化成熟，为干细胞移植改善肝内环境
等，都处在研究阶段；单味中药在其有效化学成分
调控干细胞增殖与分化的化学物质，还停留在动物
实验阶段， 复方制剂效果还未进入实质性研究；在
中医药联合干细胞治疗肝硬化临床研究几乎空白。
希望在实验研究疗效及安全性极高的前提下，加强
中医药的临床研究，造福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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