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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塞米松对特发性眼眶炎性假瘤体外培养

成纤维细胞增生的抑制及其机制

李静!葛心!马建民!崔忆辛!李金茹!王霄娜

!!(摘要)!背景!特发性眼眶炎性假瘤"$#$>#是一种常见的眼眶疾病%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以
糖皮质激素为主的治疗效果欠佳*!目的!观察地塞米松对 $#$>组织体外培养成纤维细胞的作用%探讨糖皮
质激素在 $#$>治疗中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收集 3&%% 年 %% 月至 3&%3 年 % 月在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
切取的 * 例 * 眼 $#$>组织"$#$>组#和 ( 例因泪腺脱垂行泪腺复位术患者的眶部结缔组织"对照组#%采用组
织块培养法对 3 种组织进行体外培养以获取眼眶成纤维细胞%对培养的细胞进行组织形态学观察%采用免疫
组织化学法检测培养细胞表面生物标志物的表达$采用 ?@A67 法观察 3 个组培养的成纤维细胞的增生情况%并
绘制生长曲线* 将培养的细胞接种至 4* 孔板%将不同浓度地塞米松"&&%B%&8( &%B%&89 &%B%&85

和 %B%&8* -=;+C#
加入培养板分别作用 39&97 和 )3 D%采用 ?@A67 法观察地塞米松对细胞增生的影响$采用 :C$@E法检测各组
成纤维细胞中 $FEG6% 的相对表达量*!结果!$#$>组织和正常眼眶体外培养的成纤维细胞均呈长梭形%两
端有较长突起$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可见 3 种组织中培养的细胞中 H0-I2J02 呈阳性表达%而 KI1-02&@6%&&&细胞
角蛋白"FL#均呈阴性表达* 与正常眼眶组织培养的成纤维细胞相比%$#$>组织培养的细胞生长速度较快*
随着地塞米松浓度的增加%成纤维细胞的增生值"!值#逐渐下降%&&%B%&8( &%B%&89 &%B%&85

和 %B%&8* -=;+C

地塞米松组成纤维细胞增生值的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浓度

M(*N3)%#M&N&&#%随着地塞米松作用时
间的延长%成纤维细胞增生值逐渐下降%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时间
M(N*4%#M&N&&#* 无地塞米松培

养组培养 39&97 和 )3 D%成纤维细胞中比较 $FEG6% 表达量分别为 &N347O&N&&7&&N(%3O&N&&( 和 &N(%4O
&N&%%%表现为逐渐升高的趋势%而不同浓度地塞米松作用后随着时间延长 $FEG6% 表达量均逐渐降低%总体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时间
M(N%%%#M&N&&#%随着地塞米松浓度的增加%$FEG6% 表达量均逐渐下降%总体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浓度

M)5N%)%#M&N&&#*!结论! $#$>的发生和发展可能与眼眶成纤维细胞中
$FEG6% 表达增强有关%地塞米松可能通过下调细胞中 $FEG6% 的表达而抑制眼眶成纤维细胞的增生%从而发
挥抗炎和治疗作用*!

(关键词)!眼眶炎性假瘤+药物治疗$ 成纤维细胞+药物作用$ 糖皮质激素+药学$ 地塞米松$ 细胞间
黏附分子6%$ 下调$ 细胞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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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0SIQ.J0=2 =SJDI,I;;1WIQI.11.TIK U102V?@A67'ADIIXPQI110=2 =S$FEG6% 02 JDI,I;;102 R=JD JDI,=2JQ=;VQ=UP
.2K JDI$#$>VQ=UP W.1KIJI,JIK RT0--U2=,DI-01JQT'ADIS0RQ=R;.1J1WIQI02,UR.JIK 02 4*6WI;;P;.JI1%.2K K0SSIQI2J
,=2,I2JQ.J0=21=SKIX.-IJD.1=2I"&%%B%&8( %%B%&89 %%B%&85 .2K %B%&8* -=;+C# WIQIQI1PI,J0HI;T.KKIK 02J=JDI
-IK0U-S=Q39%97 .2K )3 D=UQ1%.2K JDI2 JDIPQ=;0SIQ.J0=2 =SJDI,I;;1W.1KIJI,JIK RT?@A67 .11.T'ADI,=2JI2J1=S
$FEG6% 02 K0SSIQI2J,=2,I2JQ.J0=21=SKIX.-IJD.1=2IVQ=UP1WIQI.11.TIK RT:C$@E'!>*-53&-!ADI,D.Q.,JIQ01J0,1
=SJDI,I;;1WIQI10-0;.QRIJWII2 JDI,=2JQ=;VQ=UP .2K JDI$#$>VQ=UP W0JD JDI1P02K;I1D.PI.2K ;=2VPQ=JQU,J0=21'
ADI,I;;11D=WIK JDIP=10J0HIQI1P=21IS=QH0-I2J02 .2K .R1I2JQI1P=21IS=QKI1-02% @6%&&%,TJ=]IQ.J02 "FL#'
F=-P.QIK W0JD JDI,=2JQ=;VQ=UP%JDIVQ=WJD 1PIIK =SS0RQ=R;.1J1W.1S.1J02 JDI$#$>VQ=UP'ADIPQ=;0SIQ.J0HIH.;UI1=S
JDI,I;;1".R1=QR.2,T# WIQIVQ.KU.;;TQIKU,IK W0JD JDI02,QI.1I=SKIX.-IJD.1=2I,=2,I2JQ.J0=21"",=2,I2JQ.J0=2 M(*N3)%
#M&N&&#.2K JDI;.P1I=S.,J02VJ0-I""J0-IM(N*4%#M&N&&#'$2 ,U;JUQIK ,I;;1W0JD=UJKIX.-IJD.1=2IS=Q39%97 .2K
)3 D=UQ1%JDI-I.2 IXPQI110=2 ;IHI;1=S$FEG6% WIQI&N347O&N&&7%&N(%3O&N&&( .2K &N(%4O&N&%%%1D=W02V.
VQ.KU.;;T02,QI.102VJQI2K'Z=WIHIQ%JDIIXPQI110=2 =S$FEG6% W.1VQ.KU.;;TQIKU,IK W0JD JDI02,QI.1I1=S,=2,I2JQ.J0=21
.2K JDI;.P1I=S.,J02VJ0-I=SKIX.-IJD.1=2I"",=2,I2JQ.J0=2 M)5N%)%#M&N&&$"J0-IM(N%%%#M&N&&#'!?'",35-$'"-!
#,,UQQI2,I.2K KIHI;=P-I2J=S$#$>01PQ=R.R;T.11=,0.JIK W0JD JDI=HIQ6IXPQI110=2 =S$FEG6% 02 =QR0J.;S0RQ=R;.1J1'
"IX.-IJD.1=2IP;.T1.2J0602S;.--.J0=2 .2K JQI.J02VISSI,J1=2 $#$>RTK=W26QIVU;.J02VJDIIXPQI110=2 =S$FEG6% .2K
02D0R0J02VJDIPQ=;0SIQ.J0=2 =S=QR0J.;S0RQ=R;.1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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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眼眶炎性假瘤"0K0=P.JD0,=QR0J.;02S;.--.J=QT
P1IUK=JU-=Q%$#$>#是一种常见的眼眶疾病%发病率仅
低于甲状腺相关眼病和淋巴增生性疾病%占眼眶病的
)N%a +%83, * $#$>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有
感染假说&自身免疫假说和神经内分泌调控假说等%目
前多认为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炎症

+(, * $#$>的基本
病理改变为慢性炎性细胞浸润和不同程度的纤维结缔

组织增生* 临床上由于 $#$>反复发作%易造成眼部严
重并发症

+3, * 目前%$#$>的治疗主要是对症治疗%包
括药物治疗&放射治疗和手术等%糖皮质激素是目前公
认的首选治疗方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 $#$>治愈
率较低%很多患者最终需行放射治疗和+或手术治疗+9, *

细胞间黏附分子6% "02JIQ,I;;U;.Q.KDI10=2 -=;I,U;I6%%
$FEG6%#是免疫球蛋白基因超家族成员之一%是体内
重要的免疫活性分子%通过介导细胞之间或细胞与细
胞外基质间的黏附作用%在组织分化&免疫识别&炎症
反应&损伤修复及肿瘤转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5, *
$FEG6% 已证实在多种眼病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但其在 $#$>的发病中是否起作用尚未见报道* 本研
究拟观察 $FEG6% 在体外培养的 $#$>成纤维细胞中的
表达情况和地塞米松对$#$>成纤维细胞增生&$FEG6%

表达的影响及其机制%为 $#$>的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B7材料与方法

B'B7材料
B'B'B7标本的采集7纳入 3&%% 年 %% 月至 3&%3 年 %

月在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确诊的 * 例 * 眼 $#$>患

者%取术中切除的 $#$>组织并经组织病理学确诊* 患
淋巴瘤&甲状腺相关眼病等与 $#$>类似的其他疾病者
不纳入本研究* 对照组标本为 ( 例行泪腺复位术的泪
腺脱垂患者%取术中切除的眶部结缔组织* 标本收集
经患者知情同意*
B'B'C7主要仪器及试剂7鼠抗人 H0-I2J02 抗体"抗体
编号!bG6&3*&#&鼠抗人细胞角蛋白",TJ=]IQ.J02%FL#

抗体"抗体编号!bG6&&*4#&鼠抗人 "I1-02 抗体"抗体
编号!bG6&&4%#&鼠抗人 @6%&& 抗体 "抗体编号!bG6
&339#&通用二步法试剂盒"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G:G培养基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细胞中
心#$细胞增生毒性检测试剂盒"上海东仁化学科技有
限公司#$"G@#"美国 @0V-.公司#$地塞米松磷酸钠
注射液"徐州莱恩药业有限公司#* Yc6)% 型倒置相差
显微镜+照相系统 "德国奥林巴斯公司#$GF#6%5EF

型细胞培养箱"日本 @E[d#公司#$六合一板式检测
仪"美国 >IQ]02:;-IQ公司#$@,IPJIQAG3N& 全自动手持
式细胞计数器"美国 G0;;0P=QI公司#*
B'C7方法
B'C'B7眼眶成纤维细胞的培养和鉴定7采用组织块
培养法将眼眶组织标本进行体外培养* 用眼科手术剪
将获取的标本组织反复剪碎至约 % --(

大小%>Y@ 清
洗%置于含体积分数 %&a胎牛血清&%&& e+-;"商品单
位#青霉素&%&& e+-;链霉素的 "G:G培养基的培养
瓶中%于 () f&饱和湿度&体积分数 5aF#3的培养箱

中培养%取第 ( g9 代细胞用于本研究* 采用免疫组织
化学 @>法检测培养的细胞中 H0J-I2J02&KI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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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xvdWRWZXJzaW9uLQo?



和 FL的表达%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并照相%以细胞
中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反应*
B'C'C7采用 ?@A67 法测定成纤维细胞的生长曲线!
取 ( g9 代的细胞%按照 %B%&9 +-;的密度接种于 4* 孔
板%每孔 %&& !;* 每天同一时间向其中的 7 孔内加入
%& !;细胞计数试剂盒67",I;;,=U2J02V]0J67%FFL67#溶
液%置于 F#3培养箱中培养%采用六合一板式检测仪测
定各孔 95& 2-处的吸光度"!#值$计算平均值%以时
间为横坐标%!值为纵坐标绘制细胞生长曲线*
B'C'D7成纤维细胞增生7取 ( g9 代对数生长期的成
纤维细胞接种于 4* 孔板%每孔 %&& !;%铺板使待测细
胞密度至 %B%&( +孔%边缘孔均用无菌>Y@ 填充$于 5a
F#3&() f培养箱中孵育 % K%然后将每孔中液体吸弃%
用无血清 "G:G培养液将地塞米松磷酸钠溶液配置
成 9 个浓度梯度%分别为 % B%&8(&% B%&89&% B%&85

和

%B%&8* -=;+C%每个浓度设置 9 个复孔%无血清的
"G:G培养基作为阴性对照组%>Y@ 培养作为空白对
照组%同样设置 9 个复孔%分别于作用后 39&97 和 )3 D
加入 %& !;FFL67 溶液%继续培养 ( D$在六合一板式检
测仪上检测波长为 95& 2-处每孔的吸光度 "!#值*
以时间为横坐标%!值为纵坐标绘制细胞生长曲线*
B'C'E7采用 :C$@E法检测培养基中 $FEG6% 蛋白的
含量!收集 ( g9 代对数生长期的 $#$>组成纤维细胞
接种于 4* 孔板%每孔 %&& !;%铺板使待测细胞密度至
%B%&(

个+孔%对照孔用无菌 >Y@ 替代细胞$将培养板
置于 5a F#3&() f培养箱中孵育 % K$将每孔中液体
吸弃%用无血清 "G:G培养基将地塞米松磷酸钠溶液
配置成 5 个浓度梯度%分别为 && % B%&8(& % B%&89&
%B%&85&%B%&8* -=;+C%每个浓度设 9 个复孔%无血清
"G:G培养基作为阴性对照组%空白对照组 >Y@ 作为
空白对照组%分别于作用后 39&97&)3 D 去培养上清%
体积分数 &N35a戊二醛+>Y@ 固定 %& -02%加入山羊血
清封闭 %& -02$然后加入鼠抗人 $FEG6% " % h5&& #
5& !;%9 f过夜%加入通用型二抗%() f温育 % D%加入
AGY显色剂 E液和 Y液各 5& !;%室温显色 %& -02%用
六合一板式检测仪测定波长 95& 2-处 !值$加入质量

分数 &N&7a结晶紫$加入体积分数 ((a冰醋酸 %&& !;%
用酶标仪在 55& 2-处 !值%用 !95& +!55 &B%&&a表示细
胞中 $FEG6% 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B'D7统计学方法

采用 @>@@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究
测量指标的数据资料经 L6@ 检验呈正态分布%以 2OA表
示%组间均数经 CIHI2I检验方差齐* 采用重复测量多水
平实验设计%各不同浓度地塞米松组地塞米松作用不同
时间点成纤维细胞增生值和 $FEG6% 相对表达量的总体
比较均采用重复测量两因素方差分析%组间多重比较采
用Y=2SIQQ=20检验* #i&N&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7结果

C'B7眼眶成纤维细胞的形态学表现和鉴定
$#$>组织块培养后 9 g5 K 可见细胞从周围游出%

3& K 形成细胞集落%但还有一些未贴壁的组织碎片
"图 %E#* 此后每 5 天用质量分数 &N35a胰酶传代一
次* 传代 ( g5 次时细胞生长活跃%形态稳定* 培养的
细胞呈细长梭形%细胞体两端有长突起%细胞质丰富%
中央有圆形或椭圆形核"图 %Y#* 对照组与 $#$>患者
的眼眶成纤维细胞换液后生长较快%约 3 周细胞均达
到融合%细胞密集成片%相互重叠%可进行首次传代
"图 %F#* 传代后细胞生长较快%( g5 K 再次传代%反
复换液和传代即可得到纯化的细胞%且生物学性状相
对稳定* 细胞中 H0-I2J02 呈阳性%而 FL& @6%&& 和
KI1-02 均呈阴性表达"图 3#* 细胞在培养的 ( g* K
处于对数生长期* $#$>患者成纤维细胞培养后较正
常组织的成纤维细胞生长活跃"图 (#*
C'C7各组体外培养的成纤维细胞增生情况

无地塞米松组培养 39&97 和 )3 D 的成纤维细胞增
生值较高%且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升高$%B%&8(&
%B%&89&%B%&85&%B%&8* -=;+C地塞米松作用于眼眶成
纤维细胞 39&97 和 )3 D 后均可见不同程度地细胞抑
制* 各时间点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i&N&5#%同浓度下各时间点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 #i&N&5#"表 %#*

CA B100μm 100μm 100μm

图 B7细胞培养情况 "标尺M
%&& !-#!Em组织块培养 3& K
细胞形成细胞集落%可见一些
未贴壁的组织碎片 "箭头#!
Ym$#$>组织培养的细胞呈细
长梭形%细胞体两端可见长突
起!Fm对照组眼眶成纤维细
胞呈细长梭形%可见细胞体两
端呈长突起%形态与 $#$>成纤
维细胞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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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7免疫组织化学培养细胞的鉴定 mAGY标尺 M%&& !-#!E!
$#$>组培养的细胞 H0-I2J02 染色阳性%呈棕色染色!Y! $#$>组培养
的细胞 FL染色阴性!F!$#$>组培养的细胞 @6%&& 染色阴性!"!
$#$>组培养的细胞 KI1-02 染色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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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7各组培养细胞的生长曲线!细胞在培养的 ( g* K 处于对数生
长期%$#$>患者的组织培养后较正常组织的成纤维细胞生长活跃!
$#$>!特发性眼眶炎性假瘤

表 B7不同浓度地塞米松作用后
不同时间点细胞增生值的比较m!F"%##

地塞米松

m-=;+C# 样本量
培养不同时间点细胞增生值

39 D 97 D )3 D

& * &N573O&N&%5 &N*33O&N&3( &N*)5O&N&%%

%B%&8* * &N595O&N&&* &N94(O&N&%7. &N999O&N&%&R

%B%&85 * &N99)O&N&%%, &N(**O&N&%)., &N375O&N&3&R,

%B%&89 5 &N(93O&N&&4,K &N355O&N&%5.,K &N%7)O&N&3%R,K

%B%&8( * &N33(O&N&%(,KI &N%9)O&N&&7.,KI &N%&*O&N&%9R,KI

!注!"浓度 M(*N3)%#M&N&&$"时间 M(N*4%#M&N&&'与各自组内 39 D 测

定值比较%.#i&N&5$与各自组内 97 D 测定值比较%R#i&N&5$与各自时间

点 %B%&8* -=;+C地塞米松组比较%,#i&N&5$与各自时间点 %B%&85 -=;+C

地塞米松组比较%K#i&N&5$与各自时间点 %B%&89 -=;+C地塞米松组比

较%I#i&N&5m两因素方差分析%Y=2SIQQ=20检验#

C'D7各组成纤维细胞中 $FEG6% 蛋白的相对表达
无地塞米松组培养 39&97 和 )3 D 的成纤维细胞

$FEG6% 蛋白表达水平较高%且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而

逐渐升高$地塞米松作用于眼眶成纤维细胞 39&97 和
)3 D 后%细胞中 $FEG6% 的表达随着地塞米松作用时
间的延长和地塞米松浓度的增加而逐渐下调%总体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M&N&&#$各时间点组间两两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均 #M&N&&#%同时间点组间
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均 #M&N&&#m表 3#*

表 C7不同浓度地塞米松作用后
不同时间点 !?6=GB 蛋白相对表达量的比较m!F"#

地塞米松

m-=;+C# 样本量
培养不同时间点 $FEG6% 相对表达量

39 D 97 D )3 D

& * &N347O&N&&7 &N(%3O&N&&( &N(%4O&N&&)

%B%&8* * &N37(O&N&&* &N3)(O&N&&7. &N3*9O&N&&9R

%B%&85 * &N354O&N&&9, &N397O&N&&)., &N3(5O&N&&(R,

%B%&89 * &N3%7O&N&&4,K &N3&9O&N&&5.,K &N%77O&N&&9R,K

%B%&8( * &N%)*O&N&&(,KI &N%55O&N&&7.,KI &N%((O&N&&5R,KI

!注!"浓度 M)5N%)%#M&N&&$"时间 M(N%%%#M&N&&N与各自组内 39 D 测

定值比较%.#i&N&5$与各自组内 97 D 测定值比较%R#i&N&5$与各自时间

点 %B%&8* -=;+C地塞米松组比较%,#i&N&5$与各自时间点 %B%&85 -=;+C

地塞米松组比较%K #i&N&5$与各自时间点 %B%&89 -=;+C地塞米松组比

较%I#i&N&5m两因素方差分析%Y=2SIQQ=20检验#!$FEG!细胞间黏附分子

D7讨论

目前认为 $#$>与免疫系统异常有关 +(, %国内外尚
无公认的较为理想的 $#$>动物模型%因此%体外培养
$#$>成纤维细胞对于研究其在 $#$>发病中的作用以
及探讨 $#$>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眼眶成纤维细胞的培养技术已较为成熟%培养是否能
成功的关键在于接种的组织块是否能牢固贴壁*
Y.D2 等 +5,

于 %47) 年建立了人眼眶成纤维细胞体外培
养的方法%为眼眶疾病的体外研究提供了实验基础%但
迄今鲜见 $#$>成纤维细胞培养的报道* 本研究中采
用传统的组织块培养法成功培养了眼眶成纤维细胞*

$#$>患者和正常人眼眶成纤维细胞在体外培养
均较易生长%二者培养过程中细胞从组织块游出&传代
的时间及培养的细胞形态无明显差异* 免疫组织化学
方法鉴定显示%眼眶成纤维细胞表达 H0-I2J02 但不表
达 FL%可与上皮细胞相区别$不表达 @6%&& 可与黑色
素细胞相区别$不表达 KI1-02 可与肌细胞相区别$说
明眼眶成纤维细胞为间叶来源细胞%证实培养的细胞
为成纤维细胞*

本研究中通过 ?@A67 法观察成纤维细胞的增生
情况并绘制生长曲线%结果发现 $#$>成纤维细胞增生
速度较快%认为与病变组织成纤维细胞功能的激活有
关%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成纤维细胞是疏松
结缔组织的主要细胞成分%根据其功能状态可分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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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活跃的纤维细胞和功能相对活跃的成纤维细胞*
成纤维细胞的形态和功能有一定的可塑性%眼部成纤
维细胞异常增生在多种眼科疾病中起到重要作用%包
括青光眼&翼状胬肉和视网膜增生性疾病等* 研究表
明%眼眶成纤维细胞是甲状腺相关眼病的靶细胞和效
应细胞

+*8), %但眼眶成纤维细胞在 $#$>发病中是否发
挥作用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等尚未解决*

对 $#$>的组织病理学研究以及免疫组织化学检
测法显示%$#$>的基本病理改变为慢性炎性细胞浸润
和不同程度的纤维结缔组织增生* 临床上 $#$>反复
发作%并造成眼部多种严重并发症%部分患者由于眶内
纤维组织的过度增生导致眼眶铸型%引起眼疼&眼球突
出&眼球活动受限&视力丧失%最终需手术摘除眼球*
$#$>的治疗主要是对症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放射治
疗和手术治疗等%糖皮质激素是目前公认的首选方法%
包括口服&静脉滴注和眶内注射 ( 种方式%而静脉滴注
主要为地塞米松和甲强龙%眶内注射主要为短效制剂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以及长效制剂曲安奈德注射

液* 糖皮质激素对于以炎性细胞浸润为主的病变治疗
效果较好%而对于以纤维增生为主的硬化性病变疗效
很差

+7, * 研究表明%糖皮质激素以剂量和时间依赖的
方式抑制成纤维细胞的增生

+4, %本实验结果进一步验
证了上述结论%但也有文献报道 %B%&87 g%B%&85-=;+C
地塞米松对肾间质成纤维细胞的增生无明显影响%而
可抑制细胞的胶原生成

+%&, %与本研究结果不同%可能
与不同部位成纤维细胞功能的异质性有关*

$FEG6% 是免疫球蛋白基因超家族成员之一%是体
内重要的免疫活性分子%通过介导细胞之间或细胞与
细胞外基质间的黏附作用%在组织分化&免疫识别&炎
症反应&损伤修复及肿瘤转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FEG6% 分布广泛%主要分布于各种组织细胞%如上皮
细胞&血管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淋巴细胞和造血细
胞等表面%正常情况下%其在细胞中呈低水平的基础表
达%而在炎症等病理情况下表达量增高 +%%, * 目前研究
显示%$FEG6% 在多种眼病%如甲状腺相关眼病&角膜
病&翼状胬肉&葡萄膜炎&白内障&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等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但国内外尚未有关于
$#$>细胞培养方面的报道 +%38%), *

既往研究发现%地塞米松可下调甲状腺相关眼病
眶内成纤维细胞中 $FEG6% 的表达%而本研究中证实
地塞米松也可以下调 $#$>眶内成纤维细胞中 $FEG6%
的表达%但地塞米松下调 $FEG6% 表达的具体机制尚
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地塞米松可以剂量和时间依赖的方式

抑制成纤维细胞的增生活性和 $FEG6% 的表达%从而
发挥其对 $#$>的治疗作用*

参考文献

+%, ZI2KIQ1=2 \?'#QR0J.;JU-=Q1+G,'(QK IK'[IWd=Q]!j.HI2 PQI11%
%449 h(%)8(33'

+3, @W.-T Y[% G,F;U1]IT >% [I-IJ E% IJ .;'$K0=P.JD0, =QR0J.;
02S;.--.J=QT1T2KQ=-I!F;020,.;SI.JUQI1.2K JQI.J-I2J=UJ,=-I1+\,'
YQ\#PDJD.;-=;%3&&)%4%"%3# h%**)8%*)&'

+(, 李静%马建民'特发性眼眶炎性假瘤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进
展+\,'中华实验眼科杂志%3&%3%(& "5# h9)%89)5'K=0!%&'()*& +
,-.'/'0112'3&456&%*&'3&%3'&5'&3&'

+9, 李静%马建民'特发性眼眶炎性假瘤的治疗进展+\,'中华实验眼科
杂志%3&%3%(&"*# h5)%85)*'K=0!%&'()*& +,-.'/'0112'3&456&%*&'
3&%3'&*'&33'

+5, Y.D2 j@% =̀Q-.2 FE% ?=;=1,D.] :̀% IJ.;'ZU-.2 QIJQ==,U;.Q
S0RQ=R;.1J1 02 H0JQ=! . -=KI; S=Q JDI 1JUKT =S Q̀.HI1 k
=PDJD.;-=P.JDT+\,'\F;02 :2K=,Q02=;GIJ.R%%47)%*5"9# h**58*)&'

+*, "=UV;.1j@% ES0S0T.2 [_% ZW.2VF\% IJ.;'$2,QI.1IK VI2IQ.J0=2 =S
S0RQ=,TJI102 JDTQ=0K6.11=,0.JIK =PDJD.;-=P.JDT+\,'\F;02 :2K=,Q02=;
GIJ.R%3&%&%45"%# h9(&89(7'K=0!%&'%3%& +/,'3&&46%*%9'

+), 何为民%罗清礼%曾继红'地塞米松对甲状腺相关眼病眼眶成纤维
细胞 $FEG6% 表达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3&&)%(7"%# h
%%(8%%5'

+7, EH206b.URIQ-.2 [%AQ0P.JDT"%j=1I2 [%IJ.;'jI;.P102V-0VQ.J=QT
0K0=P.JD0,=QR0J.;02S;.--.J0=2! 10X 2IW ,.1I1.2K QIH0IW =SJDI
;0JIQ.JUQI+\,'YQ\#PDJD.;-=;%3&%3%4*"3# h3)*837&'K=0!%&'%%(* +
R/='3&%&'%4%7**'

+4, @DU];.E% GI01;IQ[% FUJQ=2I=Lj'>IQ1PI,J0HI.QJ0,;I! JQ.21S=Q-02V
VQ=WJD S.,J=Q6RIJ.!,Q=11Q=.K =SV;U,=,=QJ0,=0K .2K R;I=-T,02 QIVU;.J0=2
=S,=;;.VI2 1T2JDI10102 ;U2VS0RQ=R;.1J1+\,'?=U2K jIP.0QjIVI2%
%444%)"(# h%((8%9&'K=0!%&'%&9* +/'%53969)5c'%444'&&%(('X'

+%&,王伟铭%姚建%石蓉%等'地塞米松对肾间质成纤维细胞增殖及胶原
合成的影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学报%3&&&%3& "(# h339833*'
K=0!%&'(4*4 +/'0112'%*)967%%5'3&&&'&('&%&'

+%%,j.-=1 A[% YU;;.QK "F% Y.Q2U- @j'$FEG6%! $1=S=Q-1 .2K
PDI2=JTPI1+\,'\$--U2=;% 3&%9% %43 " %& # h99*4 899)9'K=0! %&'
9&94 +/0--U2=;'%9&&%(5'

+%3,bDU @[%[l;;IY%"U2,]IQ̀ 'EKDI10=2 -=;I,U;IIXPQI110=2 02 RU;;=U1
]IQ.J=P.JDT+\, '̀ Q.ISIk1EQ,D F;02 :XP #PDJD.;-=;%%44*%3(9 @UPP;
% h@%548@%**'

+%(,F0-02=C% Y=0.QK0C% E;K0VIQ0j% IJ.;'̀ +j 39% P=;T-=QPD01- =S
02JIQ,I;;U;.Q.KDI10=2 -=;I,U;I% "$FEG6% # 01.11=,0.JIK W0JD _U,D1
UHI0J01+\,'$2HI1J#PDJD.;-=;̂ 01@,0%3&%&%5%"4# h999)8995&'K=0!
%&'%%*) +0=H1'&469**4'

+%9,_.2 Z% @UmU]0A%#V.J.G%IJ.;':XPQI110=2 =S>F[E%$FEG6%%.2K
H0-I2J02 02 ;I21IP0JDI;0.;,I;;1=S,.J.Q.,JP.J0I2J1W0JD .2K W0JD=UJ
JTPI3 K0.RIJI1+\,'A=].0\:XP F;02 GIK%3&%3%()"3# h5%85*'

+%5,\=2.1\Y%A.=d%[IU-.0IQG%IJ.;'G=2=,TJI,DI-=.JJQ.,J.2JPQ=JI02
%%02JIQ,I;;U;.Q.KDI10=2 -=;I,U;I%%.2K H.1,U;.Q,I;;.KDI10=2 -=;I,U;I
% 02 IXUK.J0HI.VI6QI;.JIK -.,U;.QKIVI2IQ.J0=2+\,'EQ,D #PDJD.;-=;%
3&%&%%37"%&# h%37%8%37*'K=0!%&'%&&%+.Q,D=PDJD.;-=;'3&%&'33)'

+%*,"IW01PI;.IQIj%C0P1]0"%_=U,.QĴ %IJ.;'$FEG6% .2K F̂EG6%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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