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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背景&抗 c?PR药物 %+.4\4̀)@+\ 玻璃体腔注射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的相关研究均以
治疗前后中心视网膜厚度"-T̂ $绝对改变"S-T̂ $进行分析&而对治疗后 -T̂ 相对于治疗前 -T̂ "T-T̂ $或
治疗前增厚的 -T̂ 减少程度"T-T̂ 4.*$即相对变化量的研究较少*&目的&探讨 '!?患者行 %+.4\4̀)@+\ 玻
璃体腔注射后 T-T̂ #T-T̂ 4.*在视力预后判断中的作用*&方法&采用自身对照系列病例观察研究设计&于
>0/2 年 // 月至 >0/= 年 /0 月在中国核工业北京四〇一医院眼科确诊的 20 例 20 眼临床显著糖尿病黄斑水肿
"-Q'!?$患者&所有患眼均用 20 P注射针头于颞下方角膜缘后 2WL @@处进入玻璃体腔&注射 /0 @*I@#的
%+.4\4̀)@+\ 注射液 0W0L @#* 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 2#H 个月&利用 ?̂ 'T,改良视力表测定 >WL @处的最佳
矫正视力"f-cS$"3(*!ST$&计算治疗前与治疗后 H 个月 f-cS绝对变化值"Sf-cS$%采用 Q'MF-̂ 检测系

统测量 -T̂ 黄斑中心直径 /W0 @@处的 -T̂ &计算治疗后 H 个月患眼的 T-T̂ #T-T̂ 4.*值&分析 T-T̂ #
T-T̂ 4.*与 Sf-cS间的关系*&结果&-Q'!?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2#H 个月 f-cS分别为 "0WHHX0W>0$#
"0W=0X0W>L$#"0W21X0W>L$3(*!ST&治疗前后 f-c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HW1K&"o0W0L$&其中治疗
后各时间点与治疗前比较视力明显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o0W0L$&患眼的 Sf-cS为"0W20X0W>/$
3(*!ST* 治疗前#治疗后 2#H 个月 -T̂ 值分别为"L0ZWH2X/20W==$#"22/W01X1/WZ=$和"2//W11XH=W=1$$@&
治疗前及治疗后不同时间点间 -T̂ 的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W1Z&"o0W0L$&治疗后各时间点患
眼的 -T̂ 值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o0W0L$&患眼 S-T̂ 值为"/KHWZ1X/=0WLK$$@*
T-T̂ o2LY组和 T-T̂ !2LY组患者的 Sf-cS分别为"0W/2X0W/2$#"0W==X0W/=$3(*!ST%T-T̂ 4.*oHKY组
和 T-T̂ 4.*!HKY组患者 Sf-cS分别为"0W01X0W0K$#"0W=/X0W/L$3(*!ST&与 T-T̂ o2LY组比较&T-T̂ !
2LY组 Sf-cS"3(*!ST$更好&-T̂ 则下降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_HW>1#_ZWHL&均 "o0W0L $*
-Q'!?患者 T-T̂ #T-T̂ 4.*与 Sf-cS均呈明显正相关 "5[0WZH&0W1K&均 "o0W0L $*&结论&T-T̂ #
T-T̂ 4.*均能特征性反映 '!?患者接受 %+.4\4̀)@+\ 治疗后视力及 -T̂ 变化&且与视力预后相关&T-T̂ 较

T-T̂ 4.*与 Sf-cS相关程度强%对于 -T̂ 值较大的患者采用 T-T̂ 4.*分析或许是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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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A 54,)+#+8)47:"f-cS$ C+%>WL @$7$%,+]+:@(A4C4$A ?̂'T,54,)+#8U+%7]+,$a+@4.$A \$C(%$4.J$874(. +.A
2 +.A H @(.7U,+C7$%4.J$874(.&+.A 7U$f-cSA4CC$%$.8$5+#)$\$7]$$. \$C(%$4.J$874(. +.A H @(.7U,+C7$%4.J$874(.
]+,8+#8)#+7$A +,7U$+\,(#),4(. f-cS"Sf-cS$EQV$87%+#A(@4+. (V748+#8(U$%$.8$7(@(*%+VU:"Q'MF-̂ $ ,:,7$@
]+,$@V#(:$A 7(@$+,)%$7U$8$.7%+#%$74.+#7U489.$,,"-T̂ $ +.A 7(8+#8)#+7$7U$T-T̂ +.A T-T̂ 4.*5+#)$Ê U$
8(%%$#+74(.,(CT-T̂ (%T-T̂ 4.*]47U Sf-cS]+,+.+#:̀$AE&<&2$1+2& Û$3(*!ST5+#)$,]$%$"0WHHX0W>0$&
"0W=0X0W>L$f-cS+.A "0W21X0W>L$ \$C(%$4.J$874(. +.A 2&H @(.7U,+C7$%4.J$874(. %$,V$8745$#:4. 7U$-Q'!?
V+74$.7,&]47U +,4*.4C48+.7A4CC$%$.8$+@(.*7U$@"![2HW1K&"o0W0L$ÊU$5+#)$,]$%$(\54(),#:4@V%(5$A 2 +.A H
@(.7U,+C7$%4.J$874(. 8(@V+%$A ]47U \$C(%$4.J$874(. "\(7U +7"o0W0L$ÊU$@$+. Sf-cS"3(*!+%$ (C7U$V+74$.7,]+,
"0W20X0W>/$Ê U$-T̂ 2&H & V@:JA ,*:%7(@9%5:(V@ 5+#)$,]$%$" L0ZWH2 X/20W== $& " 22/W01 X1/WZ=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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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W/2X0W/2$&"0W==X0W/=$&"0W01X0W0K$ +.A "0W=/X0W/L$3(*!ST4. 7U$T-T̂ o2LY *%()V&T-T̂ !
2LY *%()V&T-T̂ 4.*oHKY *%()V +.A T-T̂ 4.*! HKY *%()V&%$,V$8745$#:EQ4*.4C48+.7A4CC$%$.8$,]$%$C().A 4.
Sf-cS\$7]$$. 7U$T-T̂ o2LY *%()V +.A T-T̂ !2LY *%()V "3[_HW>1&_ZWHL&\(7U +7"o0W0L$ET-T̂ +.A
T-T̂ 4.*,U(]$A 7U$V(,4745$8(%%$#+74(.,]47U Sf-cS 4. 7U$-Q'!?V+74$.7,"5[0WZH& 0W1K&"o0W0L $E&
=,"%1$2(,"2&T-T̂ +.A T-T̂ 4.*8+. 4A$.74C:]$##7U$(V74@+#%$,V(.A$%,7(4.7%+547%$+#%+.4\4̀)@+\ +.A V%$A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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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黄斑水肿 " A4+\$748@+8)#+%$A$@+&'!?$

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A4+\$748%$74.(V+7U:&'T$的主要
并发症之一* 一项统计数据表明&'T患者合并 '!?

者达 1Y&'!?已成为 'T患者视力下降的主要原
因

+/_2, * '!?的发生与局部组织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5+,8)#+%$.A(7U$#4+#*%(]7U C+87(%&c?PR$的过表达有
关&c?PR可影响内皮紧密结合蛋白的功能&使血管通
透性增加&引起视网膜毛细血管渗漏#血_视网膜屏障
破坏&这也是抗 c?PR药物治疗 '!?的主要机制* 多
个研究表明&治疗 '!?的抗 c?PR药物中 %+.4\4̀)@+\

疗效更为显著&%+.4\4̀)@+\ 可以提高或稳定视力&减
轻视网膜水肿&降低中心视网膜厚度 "8$.7%+#%$74.+#
7U489.$,,&-T̂ $&且应用后眼部及全身并发症的发生
率低

+=_H, * 这 些 研 究 主 要 分 析 '!? 患 者 接 受
%+.4\4̀)@+\ 治疗后 -T̂ 较治疗前增加或减少的绝对

量&而相对于治疗前 -T̂ 的相对变化&即相对于治疗
前 -T̂ "相对 -T̂ $或治疗前增厚的 -T̂ "相对增厚的
-T̂ $ 减 少 程 度 " %$#+745$8U+.*$4. 8$.7%+#%$74.+#
7U489.$,,(%7U489$.4.*&T-T̂ &T-T̂ 4.*$鲜见报道* 频
域 F-̂ ",V$87%+#A(@+4. F-̂ &Q'MF-̂ $可测定和确定
视网膜水肿程度&对病变区进行横向和轴向测量&因此
已广泛用于 '!?治疗后的疗效评估 +1, * 本研究中利

用 Q'MF-̂ 技术比较 %+.4\4̀)@+\ 治疗 '!?后 T-T̂ #
T-T̂ 4.*的相对变化&分析其与视力的关系*

C6材料与方法

CEC6一般资料
采用自身对照系列病例观察研究设计* 于 >0/2

年 // 月至 >0/= 年 /0 月在中国核工业北京四〇一医
院眼科纳入临床显著的糖尿病黄斑水肿 "8#4.48+##:
,4*.4C48+.7A4+\$748@+8)#+%$A$@+&-Q'!?$患者 20 例
20 眼&其中男 /1 例 /1 眼&女 /2 例 /2 眼&年龄 =L OZ0

岁&平均年龄 "H2W/0XKW0H$岁* 纳入标准 +Z, '-T̂ !
200 $@%视网膜外界膜及光感受器内I外节 "4..$%
,$*@$.7I()7$%,$*@$.7&GQIFQ$完整%为中心注视* 排
除标准'眼压!>/ @@i*"/ @@i*[0W/22 9N+$者%空
腹血糖pZ @@(#I3者%曾接受视网膜激光光凝#玻璃体
腔注射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或抗 c?PR药物治疗者%白
内障患者%角膜白斑患者%合并玻璃体黄斑牵拉#黄斑
前膜#黄斑变性#黄斑硬性渗出#增生性 'T#青光眼#

视神经疾病或葡萄膜炎者%有内眼手术史者%治疗过程
中玻璃体腔积血者%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依从性
差&不接受按期随访者* 所有纳入患者治疗前均行常
规眼科检查&包括最佳矫正视力" \$,78(%%$87$A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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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f-cS$测定#裂隙灯显微镜#非接触式眼压#间
接眼底镜和 Q'MF-̂ * 本研究方案经中国核工业北京
四〇一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和批准&患者及其家属在
患者入组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CED6方法
CEDEC6T+.4\4̀)@+\ 的玻璃体腔注射&按照眼科无菌
手术要求&用碘伏冲洗结膜囊&消毒铺巾&表面麻醉
"盐酸奥布卡因滴眼液点眼&间隔 L @4.&滴 2 次$* 用
20 P注射针头于患眼颞下方角膜缘后 2WL @@处进入
玻璃体腔&注射 /0 @*I@#的 %+.4\4̀)@+\ 注射液 0W0L @#
"Q>0//00ZL&美国 P$.$.7$8U 公司$&术毕结膜囊涂妥
布霉素地塞米松眼膏后遮盖术眼* 每月注射 / 次&连续
2 次&观察 2 个月*
CEDED6-Q'!?患者 f-cS的测定&患眼每次治疗后
利用 ?̂ 'T,改良视力表"温州医学院研制&Pf//L22M
>0//$测定 >WL @处的 f-cS* 所有患者显然验光后
检查 f-cS&记录 3(*!ST视力* 治疗前后 f-cS绝
对变化 "+\,(#)7$8U+.*$4. f-cS&Sf-cS$ [治疗前
f-cS_治疗后 f-cS+K_/0, *
CEDEE6-Q'!?患者 -T̂ 的测量&患眼每次治疗后
行 F-̂ 检查&检查前采用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点眼 2
次&每次间隔 L @4.&20 @4. 后行 F-̂ 检查* 采用 Q'M
F-̂ 检测系统"美国 FV7(5)$&R%$@(.7公司$的快速黄
斑扫描程序进行线性扫描"1 线模式$ +K, &扫描时以中
心凹为中心进行横向扫描&各扫描线间隔为 0W>L @@&
扫描面积为 HW00 @@kHW00 @@&探测深度为 >W00 O
>W20 @@&扫描速度为 >H 000 SI,&轴向分辨率为L $@&
水平分辨率 /L $@* Q'MF-̂ 由同一操作者完成&检查
期间出现图像信号强度 指 标 " 4@+*$,]47U ,4*.+#
,7%$.*7U 4.A48$,&QQG,$oH0#测量环明显偏中心#眼球活
动"判定标准'跨越图像表面水平直线向左或向右偏
移#水平线上下血管中断或错位$者均重复测量&以获
得清晰的 1 帧 F-̂ 图像* 记录 T$74.+#!+V 程序测得
黄斑中心直径 /W0 @@处的 -T̂ * 治疗前后 -T̂ 绝对

变化"+\,(#)7$8U+.*$4. -T̂ &S-T̂ $[治疗前-T̂ _治
疗后 -T̂ & T-T̂ [" S-T̂ I治疗前 -T̂ $ k/00Y&
T-T̂ 4.*[+S-T̂ I"治疗前 -T̂ _正常人 -T̂ 参考

值$,k/00Y* 采用参照文献+//,的研究资料&本研究
中正常人 -T̂ 为 >=ZWK $@*
CEE6统计学方法

采用 QNQQ >>W0 统 计 学 软 件 " Gf! -(%V&
c$%,4(.>>W0W0W0$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究中测量指标
的数据资料经 6MQ 检验呈正态分布&以 VX0表示&组间
均数经 3$5$.$检验方差齐* 采用自身对照系列病例

观察研究设计&-Q'!?患者玻璃体腔注射 %+.4\4̀)@+\
后治疗前及治疗后不同时间点间 f-cS和 -T̂ 值的

总体差异比较采用重复测量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
较采用 3Q'M3检验* T-T̂ o2LY组与 T-T̂ !2LY组
间 Sf-cS和 S-T̂ 值的差异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3

检验* T-T̂ 和 T-T̂ 4.*与 Sf-cS间的关系分析采
用N$+%,(. 直线相关分析法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对相
关系数和回归方程确定系数进行假设检验* 检验水准
'[0W0L*

D6结果

DEC6-Q'!?患者治疗后的一般情况
20 例 -Q'!?患者行玻璃体腔注射 %+.4\4̀)@+\

后未发生眼压升高#玻璃体出血#眼内炎#外伤性白内
障#视网膜脱离等严重并发症&/2 眼玻璃体腔注射后
出现结膜下出血&占 /=W==Y&均于 / 周内自行吸收*
DED6-Q'!?患者治疗前后 f-cS的比较

-Q'!?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2#H 个月 f-cS分别
为"0WHHX0W>0$#"0W=0X0W>L$#"0W21X0W>L$3(*!ST&

治疗前后 f-c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HW1K&
"o0W0L$&其中治疗后各时间点与治疗前比较视力明
显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o0W0L$&而治疗后
2 个月与治疗后 H 个月间比较&f-cS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W0L $* H 个月随访期间有 >L 眼 f-cS提
高&占 Z2W22Y&L 眼 f-cS无明显变化&占 >HWH1Y&

随访期间 f-cS下降者 H 眼&占 >0W00Y&视力提高者
/2 眼&占 =2W22Y* 治疗前与治疗后 H 个月患眼的
Sf-cS为"0W20X0W>/$3(*!ST&其中 // 眼 Sf-cSo
0W2 3(*!ST&占 2HWH1Y&/K 眼 Sf-cS!0W2 3(*!ST&

占 H2W22Y* 治疗后 H 个月 Sf-cS与治疗前 f-cS
无明显相关性 "5[_0W2>&"p0W0L$&与治疗后 f-cS

呈负相关"5[_0WH>&"o0W0L$"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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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647=P4与治疗前后 7=P4相关分析散点图&S'Sf-cS与
治疗前 f-cS无明显相关性"5[_0W2>&"p0W0L$ "N$+%,(. 直线相关
分析&*[20$&f'Sf-cS与治疗后 f-cS呈负相关"5[_0WH>&"o
0W0L$ "N$+%,(. 直线相关分析&* [20 $&Sf-cS'绝对最佳矫正视
力%f-cS'最佳矫正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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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6-Q'!?患者治疗前后 -T̂ 的比较

治疗前#治疗后 2#H 个月 -T̂ 值分别为"L0ZWH2X
/20W==$#"22/W01X1/WZ=$和"2//W11XH=W=1$$@&治
疗前及治疗后不同时间点间 -T̂ 的总体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KW1Z&"o0W0L$&治疗后各时间点患
眼的 -T̂ 值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o0W0L$&而治疗后 2 个月与 H 个月间比较-T̂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W0L$* 治疗后随访的 H 个
月期间 -T̂ 增厚者 > 眼&占 HWH1Y&下降者 >Z 眼&占
K2W22Y* 治疗后 2 OH 个月期间 -T̂ 增厚者 H 眼&占
>0Y&下降者 >/ 眼&占 10Y* 治疗后 H 个月 S-T̂ 为

"/KHWZ1X/=0WLK $ $@&与治疗后 H 个月的 f-cS和
Sf-cS呈显著相关"5[_0WH/& 5[0W11&均 "o0W0L$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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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64=<U与治疗后 7=P4#47=P4相关分析散点图&S）S-T̂
与治疗后 f-cS和呈显著相关"5[_0WH/& "o0W0L$ "N$+%,(. 直线相
关分析&*[20$&f）S-T̂ 与治疗后 Sf-cS呈显著相关"5[0W11&
"o0W0L$ "N$+%,(. 直线相关分析&* [20$&S-T̂ ）绝对中心视网膜
厚度%Sf-cS）绝对最佳矫正视力%f-cS）最佳矫正视力
&

DEF6-Q'!?患者 T-T̂ 与 Sf-cS的关系
-Q'!?患者治疗后 H 个月 T-T̂ 为 " 2LW/2 X

/KW10$Y&Sf-cS值为 "0W20X0W>/ $3(*!ST&T-T̂
值与 Sf-cS值间呈显著正相关 " 5[0WZL=& "[
0W000$&其中 /= 眼 T-T̂ o2LY&占 =HWH1Y% /H 眼
T-T̂ !2LY&占 L2W22Y* 回归方程为 ([_0W0> j
0WK/#"W> [0W12&"[0W00$&即每增加 / 个 T-T̂ 值&
Sf-cS值则增加 0WK/"图 2$* 注射后 2 OH 个月根据

T-T̂ 的变化量将 -Q'!?患者进行分组&T-T̂ o2LY
组患者的平均 f-cS略下降&-T̂ 轻微增厚%T-T̂ o
2LY组#T-T̂ ! 2LY组治疗前后不同时间 f-cS#
-T̂ 均数的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时间 [
=1W12&/=1W0L&均 "[0W00$&组间总体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分组 [0WK1& /W0L&均 "p0W0L$ "表 /$*
与 T-T̂ o2LY 组 比 较& T-T̂ ! 2LY 组 Sf-cS
"3(*!ST$更好&而 -T̂ 则显著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3[_HW>1#_ZWHL&均 "o0W0L$"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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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647=P4与 <=<U
相关 分 析 散 点 图 " 5[
0WZL=&"[0W000W*[20$
T-T̂ ）中心视网膜厚度
相对变化值%Sf-cS）绝
对最佳矫正视力
&

DEm6-Q'!?患者 T-T̂ 4.*与 Sf-cS的关系
治疗后 H 个月 -Q'!?患者 T-T̂ 4.*为 "HKW==X

2=W/>$Y* T-T̂ 4.*值与 Sf-cS值呈正相关 "5[
0W1Z1& "[0W000 $& T-T̂ 4.*oHKY 者 /0 眼& 占
22W22Y& T-T̂ 4.*! HKY 者 >0 眼& 占 HHWH1Y*
T-T̂ 4.*增加 / 个值&Sf-cS增加 0W=Z 3(*!ST&回
归方程为([_0W0=j0W=Z#"W> [0WH>&"[0W00$ "图
=$* 治疗后 2 OH 个月将 -Q'!?患者按照 T-T̂ 4.*
相对变化量进行分组&T-T̂ 4.*oHKY组平均 f-cS下
降&平均 -T̂ 增厚* T-T̂ 4.*oHKY#T-T̂ 4.*!HKY
组治疗前后不同时间 f-cS#-T̂ 值的总体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时间 [2>W22#=2W1=&均 "[0W00$&组
间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分组 [>WH2#0W/0&
均 "p0W0L $ "表 2 $* 与 T-T̂ 4.*oHKY 组比较&
T-T̂ 4.*!HKY组 Sf-cS更好&而 -T̂ 显著降低&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_HWLZ#_=WZ=&均"o0W0L$"表 =$*

表 C6不同 <=<U组患者治疗前后 7=P4和 =<U值的比较"'I($

组别 眼数
治疗前后不同时间 f-cS"3(*!ST$ 治疗前后不同时间 -T̂ "$@$

治疗前 2 个月 H 个月 治疗前 2 个月 H 个月

T-T̂ o2LY组 /= 0WH>X0W>> 0W==X0W20 0W=KX0W>Z =>LW01X Z0W2L 2=>W>ZX1/W/L 2=HW1KXHHWZL
T-T̂ !2LY组 /H 0W10X0W/1 0W2ZX0W>0 0W>HX0W/L LZ/W1LX/>>WZ0 2>/W>LX12W>1 >Z/W/2X==WZK

&注）f-cS）!分组 [0WK1&"p0W0L%!时间 [=1W12&"o0W0/%!交互作用 [/>W01&"[0W00W-T̂ ）!分组 [

/W0L&"p0W0L%!时间 [/=1W0L&"o0W0/%!交互作用 [L0WH2&"[0W00E与各自的治疗前检查值比较&

+"o0W0/"重复测量两因素方差分析&3Q'M3检验$&T-T̂ ）中心视网膜厚度相对变化值%f-cS）

最佳矫正视力%-T̂ ）中心视网膜厚度

表 D6不同 <=<U组患者治疗前后
47=P4和 4=<U值的比较"'I($

组别 眼数 Sf-cS"3(*!ST$ S-T̂ "$@$

T-T̂ o2LY组 /= 0W/2X0W/2 1ZW>KXLKW>=
T-T̂ !2LY组 /H 0W==X0W/= 200WH2X/0>WZ0
3 _HW>1 _ZWHL
" o0W0L o0W0L

&注）Sf-cS）绝对最佳矫正视力%T-T̂ ）相对

中心视网膜厚度相对变化值%S-T̂ ）绝对中心

视网膜厚度"独立样本 3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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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6不同 <=<U(". 组患者治疗前后 7=P4和 =<U值的比较"'I($

组别 眼数
治疗前后不同时间 f-cS"3(*!ST$ 治疗前后不同时间 -T̂ "$@$

治疗前 2 个月 H 个月 治疗前 2 个月 H 个月

T-T̂ 4.*oHKY组 /0 0WH2X0W>> 0W=KX0W22 0WLHX0W>1 ==0W10X ZLW// 2L0W20XZ0W0= 21LWZ0XLLW11
T-T̂ 4.*!HKY组 >0 0WHZX0W>0 0W2HX0W/K 0W>1X0W/1 L=>WH0X/21W=H 2>/W=LXH1W=L >1KW1LX=0W=0

&注'f-cS'!分组 [>WH2&"p0W0L%!时间 [2>W22&"o0W0/%!交互作用 [/>WHK&"[0W00E-T̂ '!分组 [

0W/0&"p0W0L%!时间 [=2W1=&"o0W0/%!交互作用 [/>WKK&"[0W00E与各自的治疗前检查值比较&

+"o0W0/"重复测量两因素方差分析&3Q'M3检验$ &T-T̂ 4.*'中心视网膜厚度相对变化值%

f-cS'最佳矫正视力%-T̂ '中心视网膜厚度

表 F6不同 <=<U(". 组患者治疗前后
47=P4和 4=<U值的比较"'I($

组别 眼数 Sf-cS"3(*!ST$ S-T̂ "$@$

T-T̂ 4.*oHKY组 /0 0W01X0W0K H=WK0X H0WLH
T-T̂ 4.*!HKY组 >0 0W=/X0W/L >H>WZLX/>/W/Z
3 _HWLZ _=WZ=
" o0W0L o0W0L

&注'Sf-cS'绝对最佳矫正视力%T-T̂ 4.*'中

心视网膜厚度相对变化值%S-T̂ '绝对中心视

网膜厚度"独立样本 3检验$

DEm6-Q'!?患者 T-T̂ 和 T-T̂ 4.*影响因素分析
-Q'!?患者测得的 T-T̂ 和 T-T̂ 4.*值与治疗

前 -T̂ 值呈明显正相关 "5[0W122# 0W2Z=&均 "o
0W0L$%T-T̂ #T-T̂ 4.*与治疗后 H 个月 -T̂ 呈明显

负相关"5[_0WLHZ#_0W1LZ&均 "o0W0L$* 治疗后 H 个

月 -T̂ 值"#>$对 T-T̂ "(/ $和 T-T̂ 4.*"(> $的影响
强于治疗前-T̂ 值"#/$&回归方程分别为(/ [0W2L/j

0W00/#/_0W00>#> "W
> [0WK2L&"o0W0L$%(> [/W=0Zj

0W00/#/_0W00=#> "W
> [0W11L&"o0W0L$"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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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6=YS/N患者 47=P4与 <=<U(". 相关散点图"5[0W1Z1&"[0W000&*[20$&Sf-cS'绝对最佳矫正视力%T-T̂ 4.*'相对增厚的中心视网
膜厚度&图 m6=YS/N患者 <=<U#<=<U(". 与治疗前 =<U#m 个月 =<U相关性分析散点图&S'T-T̂ 与治疗前 -T̂ 值呈正相关&与治疗后 H
个月 -T̂ 呈负相关"5[0W122#_0WLHZ&均 "o0W0L$ "N$+%,(. 直线相关分析&*[20$&f'T-T̂ 4.*与治疗前 -T̂ 值呈正相关&与治疗后 H 个月 -T̂
值呈明显负相关"5[0W2Z=#_0W1LZ&均 "o0W0L$ "N$+%,(. 直线相关分析&* [20$&-T̂ '中心视网膜厚度%T-T̂ '中心视网膜厚度相对变化值%
T-T̂ 4.*'相对增厚的中心视网膜厚度&

E6讨论

应用抗 c?PR药物 %+.4\4̀)@+\ 玻璃体腔注射的
方法治疗 '!?已获美国 R'S的批准&目前在中国
'!?尚不属于 %+.4\4̀)@+\ 的适应证&但中国已有相
关临床应用的报道

+/>_/=, &相关报道证实 %+.4\4̀)@+\
玻璃体腔注射治疗 '!?是有效和安全的 +L_1& /L, *
-U). 等 +/L,

对 /0 例 /0 眼 -Q'!?患者行 %+.4\4̀)@+\
玻璃体腔注射&剂量为 0WL @*&每月注射 / 次&共注射
2 次&末次治疗后连续随访 2 个月&发现注射后 2 至 H
个月期间视力轻微下降* 为了兼顾成本效益&本研究
中采用 -U). 等 +/L,

的治疗方案对 -!?患者进行治疗&
结果显示治疗后 2 个月&患者f-cS明显提高&-T̂ 值

持续降低&治疗后2 OH 个月期间病情稳定&与 -U). 等
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中 20 例 20 眼 -Q'!?患者在玻璃体腔注

射 %+.4\4̀)@+\ 后及随访期间均未发生严重的眼部并
发症&注射后 H 个月时患眼较治疗前 f-cS提高"0W20
X0W>/$3(*!ST&优于 -U). 等 +/L,

的研究结果&其中 /K
眼 Sf-cS! 0W2 3(*!ST&优于 Q%4.45+,+. 等 +1,

的研

究* 可能与除外患者 GQIFQ 层不连续或和黄斑部视网
膜的硬性渗出物有关&因为 Q'MF-̂ 显示的 GQIFQ 层
的完整性与否是影响 '!?患者视力的独立危险因
素

+/H, * Sf-cS达 0W2 以上者可能与除外患者 GQIFQ
层不连续或I和黄斑部视网膜有硬性渗出物等有关*
本研究中结果发现&患眼治疗前的基线 f-cS对治疗
后 H 个月观察的 Sf-cS无明显影响&但治疗后的
f-cS与 Sf-cS呈负相关&表明 Sf-cS仅能作为视
力动态改善程度的指标之一&治疗前#后的 f-cS值仍
是需要关注的重要指标*

本研究中患者治疗后的随访期间 S-T̂ 值为

"/KHWZ1 X/=0WLK $ $@& S-T̂ 与治疗后 H 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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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S#Sf-cS分别呈负相关和正相关&证实 S-T̂ 与

'!?患者的视力预后有关&与其他相关研究的结果一
致

+L_1, * 但这些研究均未分析'!?患者接受 %+.4\4̀)@+\
治疗后 -T̂ 下降程度&包括 T-T̂ 和 T-T̂ 4.**

既往有关 '!?患者治疗后视网膜厚度相对变化
的研究报道较少&且以往的研究均采用回顾性研究的
方法

+/0_//&/1, * Q+.7(,等 +/1,
回顾性分析了用玻璃体腔

注射 %+.4\4̀)@+\ 治疗的 '!?患者 L/ 例 LK 眼&注射
剂量为 0WL @*&每月注射 / 次&连续 2 次&初次注射后
H 个月 T-T̂ 与视力预后有关&T-T̂ !>0Y组 Sf-cS
"!0W> 3(*!ST$是 T-T̂ o>0Y组的 2 倍* 本研究中
发现&T-T̂ 与 Sf-cS呈显著正相关&线性回归分析
证实&每增加 / 个 T-T̂ 值&f-cS提高 0WK/ 3(*!ST&
说明T-T̂ 值越大&f-cS改善越明显&认为T-T̂ 可作

为 '!?患者治疗后视力的判定指标&与上述研究一致*
f%(].4.*等 +/0,

认为 '!?患者曲安奈德玻璃体注
射治疗中 T-T̂ 4.*分析是分析黄斑增厚的标准化方
法",7+.A+%A4̀$A 8U+.*$4. @+8)#+%7U489$.4.*&Q-!̂ $&
该回顾性研究显示&注射后 H 个月 Q-!̂ 平均为 LLY&
但其研究尚未涉及 Q-!̂ 与视力预后间的关系研究&
且该研究中采用的正常人视网膜厚度参考值是 F-̂
扫描的 H 个径向交点处的视网膜厚度"/=Z $@$&然而
其 Q-!̂ 的定义为 F-̂ 的快速黄斑扫描程序扫描的

中心直径 / @@区域 T-T̂ 4.*&即本研究中所采用的
T-T̂ 4.** 此外&众所周知正常 -T̂ 参考值与扫描所

用 F-̂ 仪器有关&但 f%(].4.*等 +/0,
未提及数据分析

中涉及的不同研究结果所用 F-̂ 扫描仪器* 本研究
中充分考虑了上述因素的影响&采用 -U+. 等 +K,

使用

的 Q'MF-̂ "4c)$&FV7(5)$$测得 Z= 名 /H2 眼健康人群
黄斑中心直径 / @@区域平均 -T̂ 值作为参考值* 研
究表明& %+.4\4̀)@+\ 治疗后 H 个月 T-T̂ 4.*约为
HKY&与 f%(].4.*等 +/0,

的研究结果接近* 本研究中还
显示& T-T̂ 4.*与 Sf-cS间呈明显正相关&其与
Sf-cS间的相关强度弱于其与 T-T̂ 的关联度&线性回
归分析表明每增加 / 个 T-T̂4.*值&f-cS提高 0W=Z
3(*!ST&T-T̂ 4.*值 越 大& f-cS改 善 越 明 显& 故
T-T̂ 4.*可作为 '!?患者视力预后的判定指标*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并非每例患者治疗后 -T̂ 值

均有所下降及 f-cS均提高&因此对患者的测量数据
进行特征性分析很有必要* 本组患者治疗后 H 个月的
f-cS#-T̂ 分别按 T-T̂ #T-T̂ 4.*值的平均数分组&
发现 T-T̂ o2LY和 T-T̂ 4.*oHKY组治疗后 2 OH 个
月间 f-cS均数略下降&-T̂ 稍增厚&而 T-T̂ !2LY
和 T-T̂ 4.*!HKY组 f-cS却持续提高&-T̂ 持续下

降&这 > 种分组方法检测的结果均显示患者 Sf-cS#
S-T̂ 存在组间差异&提示我们依据T-T̂ #T-T̂4.*值可
以特征性分析'!?患者治疗后视力改变及-T̂ 变化*

T-T̂ 是治疗后 -T̂ 相对于治疗前 -T̂ 下降程

度的分析&T-T̂ 值相对稳定&且小于 /00Y&最大值取
决于治疗前的 -T̂ 值%而 T-T̂ 4.*分析的是治疗后
-T̂ 相对于治疗前增厚的 -T̂ 值的下降程度&对治疗
前的 -T̂ 值依赖性强于 T-T̂ &取决于治疗前 -T̂ 值

的分布&治疗前 -T̂ 增厚越小&治疗后的 T-T̂ 4.*值
越不稳定&可能出现相对大的 T-T̂ 4.*值* 但如果治
疗前 -T̂ 值足够大&则 T-T̂ 及 T-T̂ 4.*值主要取决
于治疗后的 -T̂ 值* 本研究中有 / 眼治疗前 -T̂ 值

为 20=W00 $@&治疗后 H 个月为 >LKW00 $@&T-T̂ 为

/=WZ0Y&T-T̂ 4.*却达到 Z/WH1Y&而另 / 患眼治疗前
-T̂ 为 ZL0W00 $@&治疗后 H 个月为 22HW00 $@&T-T̂
为 H0W=1Y&T-T̂ 4.*为 ZLWL/Y* 因此我们对 T-T̂ #
T-T̂ 4.*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与治疗后
H 个月的 -T̂ 值相比&治疗前 -T̂ 值与 T-T̂ 值的关

联性更强& 而两者与 T-T̂ 4.*相关性正好相反&
T-T̂ #T-T̂ 4.*与治疗前 -T̂ 值均呈正相关&与治疗
后 -T̂ 值均呈负相关&由线性回归分析可知两者均主
要取决于治疗后 -T̂ 值&其中 T-T̂ 4.*依赖性要强于
T-T̂ * 由于本研究中 20 例 -Q'!?患者治疗前 -T̂
均数偏大&与 f%(].4.*等 +/0,

所采用的 !+%74A4,等 +/Z,
和

!+,,4. 等 +/K,
研究数据接近&因此利用 T-T̂ 4.*分析治

疗前 -T̂ 严重增厚的 '!?或许是首选*
综上所述&T-T̂ #T-T̂ 4.*均能反映 '!?患者接

受%+.4\4̀)@+\ 治疗后视力及-T̂ 的变化&且与视力预
后相关&与 T-T̂ 4.*指标相比较&T-T̂ 与 Sf-cS间
具有更强的相关性&黄斑增厚严重的眼更适合采用
T-T̂ 4.*指标进行分析* 本研究结果可为 '!?治疗
的疗效评估提供客观依据和新的分析方法* 然而&本
研究在方法学方面尚有不足之处&如本研究中样本量
较小&患者治疗后随访时间不够长&因此仍需进一步大
样本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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