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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单项血脂和血脂比值与翼状胬肉的关系ꎮ
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研究ꎮ 纳入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１９－０２ 在
我院眼科和体检中心确诊的翼状胬肉患者 ５００ 例(翼状胬
肉组)和同期进行健康体检、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健康体检
者 ５００ 例(正常对照组)ꎬ检测两组研究对象外周静脉血
中血清甘油三酯(ＴＧ)、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ＬＤＬ－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水平ꎬ计算
ＴＧ / ＨＤＬ、ＴＣ / ＨＤＬ、ＬＤＬ / ＨＤＬ 的比值ꎮ
结果: 翼 状 胬 肉 患 者 ５００ 例 中ꎬ 血 脂 异 常 者 ６８ ２％
(３４１ / ５００)ꎬ翼状胬肉组血清 ＴＧ、ＴＣ、ＬＤＬ－Ｃ 水平和 ＴＧ /
ＨＤＬ、ＴＣ / ＨＤＬ、ＬＤＬ / ＨＤＬ 的比值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Ｐ<０ ００１)ꎬ血清 ＨＤＬ 水平低于正常对照组ꎬ但无差异
(Ｐ>０ ０５)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提示ꎬＴＧ(ＯＲ ＝ ４ １３２)、ＴＣ
(ＯＲ＝ ２ １９４ )、 ＴＧ / ＨＤＬ ( ＯＲ ＝ ２ １８４ )、 ＴＣ / ＨＤＬ ( ＯＲ ＝
２ ００７)均是翼状胬肉发病的影响因素(Ｐ<０ ０５)ꎮ
结论:血脂代谢异常是翼状胬肉发病的影响因素ꎬ加强血
脂管理对翼状胬肉患者的发病和治疗均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ꎮ
关键词:翼状胬肉ꎻ单项血脂ꎻ血脂比值ꎻ氧化应激ꎻ加强血
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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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翼状胬肉是眼表常见疾病ꎬ主要表现为球结膜和结膜

下纤维血管组织增生并向角膜中央侵袭性生长ꎮ 随着病
情进展ꎬ不仅影响美观ꎬ还会引起角膜散光、视力下降ꎮ 目
前ꎬ翼状胬肉的治疗以手术为主ꎬ但术后的高复发率对患
者造成较大的危害ꎬ也让临床医生困惑不已[１]ꎮ 近年来ꎬ
国内外诸多学者从翼状胬肉的发病机制出发ꎬ以期寻找到
治疗翼状胬肉更安全、有效的方法ꎮ 翼状胬肉的发病系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如氧化损伤、细胞凋亡、角膜缘干
细胞缺乏、炎症反应等[２－４]ꎮ 以往翼状胬肉流行病学研究
中多涉及年龄、性别、职业、吸烟、紫外线辐射、生活环境等
危险因素[５－７]ꎬ鲜有研究单项血脂水平与翼状胬肉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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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两组单项血脂水平和血脂比值的比较 ｘ±ｓ
组别 ＴＧ(ｍｍｏｌ / Ｌ) ＴＣ(ｍｍｏｌ / Ｌ) ＨＤＬ(ｍｍｏｌ / Ｌ) ＬＤＬ(ｍｍｏｌ / Ｌ) ＴＧ / ＨＤＬ ＴＣ / ＨＤＬ ＬＤＬ / ＨＤＬ
翼状胬肉组 １ ５６±０ ８７ ５ １１±０ ９２ １ ４１±０ ３８ ３ ０４±０ ７３ １ ２９±１ ０６ ３ ８５±１ １８ ２ ３０±０ ８２
正常对照组 １ ０９±０ ３２ ４ ５６±０ ４８ １ ４４±０ ２８ ２ ６９±０ ４９ ０ ８０±０ ３２ ３ ２７±０ ６２ １ ９６±０ ５６

　 　 　 　 　 　 　 　 　 　 　 　 　
ｔ １１ ３０４ １１ ６３６ －１ ４８７ ８ ７９８ ９ ８９０ ９ ７６４ ７ ８６７
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１３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表 ２　 翼状胬肉发病的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ＯＲ ９５％ ＣＩ Ｐ
ＴＧ １ ４１９ ０ １８５ ５８ ９５４ ４ １３２ ２ ８７６~５ ９３５ <０ ００１
ＴＣ ０ ７８６ ０ ２１８ １３ ００７ ２ １９４ １ ４３１~３ ３６２ <０ ００１
ＨＤＬ ０ ３３６ ０ ３１０ １ １７８ １ ３９９ ０ ７６３~２ ５６７ ０ ２７８
ＬＤＬ ０ １６６ ０ ２３６ ０ ４９３ １ １８０ ０ ７４３~１ ８７５ ０ ４８３
ＴＧ / ＨＤＬ ０ ７８１ ０ １９１ １６ ６８０ ２ １８４ １ ５０１~３ １７７ <０ ００１
ＴＣ / ＨＤＬ ０ ６９６ ０ ２８５ ５ ９８６ ２ ００７ １ １４９~３ ５０５ ０ ０１４
ＬＤＬ / ＨＤＬ －０ ４０１ ０ ３１３ １ ６４５ ０ ６６９ ０ ３６２~１ ２３６ ０ ２００

系ꎬ且缺乏血脂比值与翼状胬肉关系的研究ꎮ 本研究收集
原发性翼状胬肉患者以及同期进行健康体检、年龄和性别
匹配的健康体检者各 ５００ 例ꎬ检测其血清总胆固醇(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ＴＣ)、甘油三酯(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ꎬＴＧ)、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ＨＤＬ－Ｃ)、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
ＬＤＬ－Ｃ)含量ꎬ计算 ＴＧ / ＨＤＬ、ＴＣ / ＨＤＬ、ＬＤＬ / ＨＤＬ 的比值ꎬ
并将两组研究对象的结果进行比较ꎬ以期找到血脂水平异
常与翼状胬肉发病的关系ꎬ为翼状胬肉的预防和治疗提供
新的思路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收集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１９－０２ 在我院眼科和体检中
心诊断的翼状胬肉患者 ５００ 例ꎬ其中男 ２５４ 例ꎬ女 ２４６ 例ꎬ
男性平均年龄 ５８ ７１ ± １１ ６３ 岁ꎬ女性平均年龄 ５９ １２ ±
１０ １７ 岁ꎮ 选择同期在我院体检中心体检的健康体检者
５００ 例作为对照组ꎬ其中男 ２４２ 例ꎬ女 ２５８ 例ꎬ男性平均年
龄 ５７ ７６±１０ ４９ 岁ꎬ女性平均年龄 ５７ ９１±１１ ７８ 岁ꎮ 两组
患者年龄、性别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１ ５３７ꎬＰ ＝
０ １２４ꎻ χ２ ＝ ０ ５７６ꎬＰ＝ ０ ４４８)ꎮ 本研究经武汉大学中南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ꎬ所有纳入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纳
入标准:(１)原发性翼状胬肉ꎻ(２)翼状胬肉组织侵入角膜
缘 １~３ｍｍꎮ 排除标准:(１)患有与血脂异常相关的全身疾
病ꎬ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甲状腺疾病、肾病综合征
等ꎻ(２)患有与血脂异常相关的眼部疾病:视网膜色素变
性、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等ꎮ
１ ２ 方法　 所有受检者空腹 ８~１２ｈ 后经肘静脉采血 ３ｍＬꎬ
血浆分离后保存待测ꎮ 使用全自动生物化学分析仪测定
ＴＧ、ＴＣ、ＨＤＬ－Ｃ、ＬＤＬ－Ｃꎮ 所有测定操作均由检验科专业
人员实施ꎬ结果的判定参照«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
南»(２０１６ 年修订版)中成年人的正常值标准[８]ꎮ 血脂异
常分 ４ 型ꎬ包括低 ＨＤＬ－Ｃ 血症、高 ＴＣ 血症、高 ＴＧ 血症、
混合型高脂血症ꎮ 采用本院生化仪界定的血脂参考值范
围: ＴＣ < ５ １８ｍｍｏｌ / Ｌ、 ＴＧ < １ ７０ｍｍｏｌ / Ｌ、 ＨＤＬ － Ｃ >
１ ０４ｍｍｏｌ / Ｌ、ＬＤＬ－Ｃ<３ ６３ｍｍｏｌ / Ｌ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 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ꎮ 计量资料均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描述ꎬ组间均数
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ꎮ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翼状胬肉发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ꎮ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翼状胬肉患者血脂水平异常的比例　 所有翼状胬肉
患者中ꎬ血脂异常者 ３４１ 例ꎬ血脂异常发生率为 ６８ ２％ꎮ
３４１ 例血脂异常患者中ꎬ单纯高胆固醇血症者 ９２ 例
(２７ ０％)ꎬ单纯高 ＴＧ 血症者 ４７ 例(１３ ８％)ꎬ混合型高脂
血症(血清胆固醇、ＴＧ 均升高)者 ３０ 例(８ ８％)ꎬ低高密
度脂蛋白血症者 １６ 例(４ ７％)ꎻ其他血脂异常 １５６ 例ꎬ其
中 ＴＣ 和 ＬＤＬ 均增高患者最多ꎬ为 ６５ 例(１９ １％)ꎮ
２ ２翼状胬肉组与正常对照组血脂水平和血脂比值的比
较　 翼状胬肉组血清 ＴＧ、ＴＣ、ＬＤＬ 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
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０１)ꎻ血清 ＨＤＬ 水平低于正
常对照组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翼状胬肉组患
者 ＴＧ / ＨＤＬ、ＴＣ / ＨＤＬ、ＬＤＬ / ＨＤＬ 的比值明显高于正常对
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０１ꎬ表 １)ꎮ
２ ３翼状胬肉发病的影响因素分析　 将 ＴＧ、ＴＣ、ＨＤＬ、ＬＤＬ
用直接法纳入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中ꎬ结果显示 ＴＧ、ＴＣ、
ＴＧ / ＨＤＬ、ＴＣ / ＨＤＬ 为翼状胬肉发病的独立影响因素(Ｐ<
０ ０５ꎬ表 ２)ꎮ
３讨论

翼状胬肉是常见眼表疾病ꎬ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
全阐明ꎬ目前已明确的危险因素有高龄、女性、农村居民、
户外工作等[５－７]ꎬ而翼状胬肉与血脂关系的研究较少ꎮ 近
年来有学者提出ꎬ在疾病早期各项血脂指标尚未出现异常
时ꎬ血脂比值已经发生了变化ꎬ血脂比值比单项血脂可能
更早期反映疾病变化ꎮ Ｃｈｅｎ 等[９] 一项为期 １０ａ 的前瞻性
研究发现ꎬＴＧ / ＨＤＬ 为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崔洪
银等[１０]研究发现与 ＴＧ 相比ꎬＴＧ / ＨＤＬ－Ｃ 作为妊娠糖尿病
的预测因子灵敏度更高ꎮ 本研究全面分析了血脂各项指
标与翼状胬肉的关系ꎬ发现翼状胬肉组血清 ＴＧ、ＴＣ、ＬＤＬ
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此结果与一
些前期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１]ꎮ 此外ꎬ本研究首次探讨
了血脂比值 ＴＧ / ＨＤＬ、ＴＣ / ＨＤＬ、ＬＤＬ / ＨＤＬ 在翼状胬肉中
的特点ꎮ 本研究结果提示血脂异常与翼状胬肉的发生相
关ꎬ分析原因可能与促进细胞分裂以及参与氧化应激
有关ꎮ

９１３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０ꎬ Ｎｏ.２ Ｆｅｂ.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轻度发育不良和局部浸润、过度无序生长、杂合性丢
失和微卫星不稳定性在翼状胬肉发病中的作用均已明
确[１２－１３]ꎬ这些都是肿瘤组织的常见特征ꎬ亦证实翼状胬肉
是良性肿瘤病变的猜测ꎮ 胆固醇是构成细胞膜的主要成
分ꎬ肿瘤细胞的过度生长及 ＤＮＡ 复制与胆固醇代谢密切
相关[１４－１６]ꎮ Ｐｅｉｒｅｔｔｉ 等[１７]对原代培养的翼状胬肉成纤维细
胞(ＰＦｓ)和正常人的结膜成纤维细胞(ＮＣＦｓ)进行细胞内
脂质测定ꎬ发现 ＰＦｓ 在体外积累的中性脂质比 ＮＣＦｓ 多ꎬ且
在胎牛血清的刺激下ꎬ２４ｈ 后中性脂质在 ＰＦｓ 中的沉积显
著增加ꎮ Ｗｕ 等[１８]研究发现ꎬ翼状胬肉组织中 ＬＤＬ－Ｒ 和
ＨＭＧ－ＣｏＡ－Ｒ(一种限速胆固醇合成酶)的 ｍＲＮＡ 和蛋白
水平均高于正常结膜ꎬＬＤＬ －Ｒ 的表达与细胞增殖率在
ＰＳＦｓ 和 ＨＳＦｓ 中均呈显著的正相关ꎮ 已有研究证实ꎬ依维
莫司和吡格列酮这两种改变胆固醇代谢的药物可以抑制
翼状胬肉成纤维细胞的增殖ꎬ并参与调节细胞内胆固醇稳
态[１９]ꎮ 以上研究均证明脂质积累与翼状胬肉的生长呈正
相关ꎬ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ꎮ 此外ꎬ本研究发现血清
ＬＤＬ 水平在翼状胬肉中较正常对照组增高ꎬ但并不是独立
危险因素ꎬ可能与人群的选择、样本量的大小等有关ꎮ

众所周知ꎬ紫外线的照射在翼状胬肉的发病过程中起
了关键作用[２０]ꎮ 氧化应激是紫外线诱导损伤的重要机
制ꎬ高水平的氧化应激会导致组织损伤和分子损伤(蛋白
质、脂质和 ＤＮＡ 损伤)ꎮ 紫外线辐射产生的活性氧可能引
起细胞膜的脂质过氧化ꎬ促使多不饱和脂肪酸退化为多种
化合物ꎬ包括反应醛 ４－羟基己烯(４－ＨＨＥ)和 ４－羟基壬烯
(４－ＨＮＥ)ꎮ 研究表明ꎬ在翼状胬肉的头部和体部ꎬ这些分
子的含量都有所增加ꎬ４－ＨＨＥ 和 ４－ＨＮＥ 有可能通过与组
氨酸、半胱氨酸和赖氨酸残基反应来修饰蛋白质并影响其
正常功能ꎮ 与正常结膜相比ꎬ这种蛋白修饰在翼状胬肉组
织中表现更突出[１２]ꎬ故紫外线导致的氧化应激与脂质过
氧化密切相关ꎮ 此外ꎬ有研究表明ꎬ脂质过氧化标志物与
血液 ＴＧ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２１]ꎬ故可以认为紫外线导致的
脂质改变与血脂异常存在相关性ꎬ本研究结果与上述观点
相符ꎮ 其机制可能是因为 ＴＧ 是储存和运输多不饱和脂
肪酸的主要形式ꎬ多不饱和脂肪酸是生物体中脂质过氧化
的主要靶标ꎬ较高水平的循环 ＴＧ 可提供足够的可氧化底
物ꎬ这将为脂质过氧化链式反应的扩增创造有利的条件ꎬ
但其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ꎮ

本研究的创新在于以下两点:(１)重点研究了各项血
脂指标的差异ꎬ 针对性强ꎬ 并首次分析了血 脂 比 值
ＴＧ / ＨＤＬ、ＴＣ / ＨＤＬ、ＬＤＬ / ＨＤＬ 在翼状胬肉人群中的特点ꎻ
(２)本研究纳入样本量较大ꎬ且所有受检者均在同一医院
完成相关指标的检查ꎬ资料偏倚度较小ꎮ 本研究还有尚需
完善之处ꎬ如因体检中心诊断的翼状胬肉患者病程和严重
程度不够详细ꎬ所以未能分析血脂异常与病程长短和严重
程度的关系等ꎬ此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发现血脂异常是翼状胬肉发生的独
立危险因素ꎬ血脂异常可能在原发性翼状胬肉的发生、进
展及其术后复发中发挥重要作用ꎬ但其相关机制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ꎮ 关注翼状胬肉患者血清脂质浓度和变化ꎬ及时
发现并干预血脂异常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翼状胬
肉的发生与进展的作用ꎬ为翼状胬肉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
的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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