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眼肿瘤眼眶病中常见实验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李金茹!综述!马建民!审校

!!&摘要'!眼肿瘤眼眶病是一类危害人类视功能$甚至生命的严重疾病( 目前多数眼肿瘤眼眶病的病因

及发病机制仍未明确$这给其治疗带来了不利影响( 医学实验动物模型是利用动物体来研究人类疾病的实验

模型( 通过建立不同疾病的实验动物模型$不仅有助于了解疾病本身的病因*病理机制$而且可以为其治疗提

供研究平台( 尽管眼肿瘤眼眶病较眼科其他疾病的动物模型研究较少$但近年来有关眼肿瘤眼眶病动物模型

的研究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 就几种常见的眼肿瘤眼眶病相关动物模型$甲状腺相关眼病" F̂##动物模型*

眼眶腺样囊性癌动物模型*视网膜母细胞瘤"dJ#动物模型*葡萄膜黑色素瘤动物模型*眼眶炎性假瘤动物模

型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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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疾病动物模型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人类疾病的某些功

能*代谢*结构*行为*病症等特征的模拟( 模型动物应患有与

人类某种疾病有对应关系的疾病$即动物模型应是模拟人类疾

病的病理模型( 这使它有别于医学动物实验中的健康"生理#

动物模型$也称生物学或生物功能动物模型( 人类疾病动物模

型利用健康动物的各种生理特点$来研究它们的生物学特性和

功能+同时它也是阐明人和其他动物基本生命现象的实验方法

和手段
,%- (

在医学发展过程中$当人们发现实验动物的某些生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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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理特征与人类有一些共性时$就开始了以实验动物为主

的科学研究
,3- ( %7 世纪初$英国*法国等陆续出现了一些动物

生理指标的研究报道
,(T=- ( %4*5 年$#kdAXMcL等 ,5-

通过对狗的

眼眶动脉进行插管灌注$从而间接了解人类眼眶的血液供应(

%4** 年$8\02;LM,*-通过对小鼠*兔*狗等多种实验动物进行药

理学实验$了解眼和眼眶神经的营养情况( 近 % 个世纪以来$

与人类密切相关的重大科研突破$主要是通过动物实验完成

的( 建立各种人类疾病的实验动物模型是比较医学研究中的

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在人体上完成的实验更有价

值
,)- ( 眼肿瘤眼眶疾病种类繁多$与眶周及全身各系统联系密

切$对人类视觉功能乃至生命都有重要影响$但是有些眼肿瘤

眼眶病的发病机制目前仍不清楚$这就更需要建立适当的动物

模型来对其进行研究
,7- ( 本文就几种常见眼肿瘤眼眶病动物

模型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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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甲状腺相关眼病动物模型

甲状腺相关眼病 "W\<MA0Z6.11A,0.WLZ A@\W\.9-A@.W\<$ F̂##

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部分 F̂#有自愈倾向( F̂#在成人眼

眶病中的发病率占 3&O$男女比例约为 % l5N( ,4- $双侧发病$程

度可不一致$以往多称为 iM.?L1眼病( 根据患者甲状腺机能状

态的不同$iM.?L1病被分为眼型 iM.?L1病和 iM.?L1眼病( %44%

年$KLLW6-.2 提出 F̂#的命名( F̂#是临床眼科的常见病之

一$其发病率目前已居眼眶病之首 ,%&- ( 一般认为$ F̂#是一种

与甲状腺功能异常相关的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具体发

病机制尚不明确( 目前$ F̂#的治疗包括口服糖皮质激素及免

疫抑制剂*眶周放射*手术等多种方法$但效果均欠佳(

通过建立 F̂#动物模型来进一步了解 F̂#的发病机制$

以期改善 F̂#的预后( 目前国外多采用促甲状腺激素受体

"W\<MA0Z61W0-X9.W02;\AM-A2LML,L@WAM$ B̂Ed#多肽或核酸免疫*

B̂Ed转染细胞或 B̂Ed活化 ^细胞免疫和多基因联合免疫等

方法来建立 F̂#动物模型 ,%%- ( B̂Ed活化细胞或 1?DT基因

免疫方法常用( 研究者利用 B̂Ed或其基因以及其他相关抗

原$如 i31$以免疫动物的方法造模( 这种方法随着对 F̂#发

病免疫学机制的认识而被多数学者接受( 近年来$ F̂#的相关

体征$如甲状腺肿大*体质量减轻$甚至眼球突出都已在动物模

型上被成功模拟出来
,%3- ( 有学者利用受体诱导 JFDJ+,小鼠

建立 F̂#的动物模型 ,%(- $为 iM.?L1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

研究平台( 也有学者利用 B̂Ed的克隆技术和可大量用于免

疫反应的受体来构建更合适的 F̂#动物模型$通过细菌产生

的 B̂Ed胞外区T麦芽糖结合蛋白融合蛋白免疫诱导非肥胖型

糖尿病"2A26A_L10W<Z0._LWL1$b#"#小鼠和 JFDJ+,小鼠产生抗

B̂Ed抗体和甲状腺炎$诱导后 %* Z$b#"小鼠发生了 \̂% 细胞

介导的甲状腺损害$而在 JFDJ+,小鼠身上观察到了 \̂3 细胞

介导的甲状腺炎
,%=T%5- ( 对眼眶组织进行检查时发现$%) 只

JFDJ+,小鼠"占 *7O#发生了脂肪组织增生及免疫细胞$尤其

是肥大细胞浸润性改变$但对所有 b#"小鼠的眼眶组织行组

织病理学检查却未发现异常( C.2<等 ,%*-
则将经 8H"6CJf免

疫活化后的 ^细胞传递给同源小鼠$并于 = 周后对处死的小鼠

进行眼眶组织的病理学检查$结果发现 b#"小鼠体内并未产

生脂肪增生*淋巴细胞浸润*眼外肌纤维损害等改变$小鼠眼眶

组织也未见水肿$然而所有的 JFDJ+,小鼠都发生了眼眶组织

的损害$如以肥大细胞为主的免疫细胞浸润*眼眶血管扩张及

眼外肌水肿等( 此外研究人员还通过核酸免疫法得到了活化

的 ^淋巴细胞(

常见的造模方法在易感小鼠种系*发病率*病变稳定性及

眼部表现上都存在较大差别$且 F̂#动物模型的相关表现与

人类仍有较大差异( 如何使建立的模型动物血清中甲状腺素

水平*眼部病理改变特征更稳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眼眶腺样囊性癌动物模型

眼眶腺样囊性癌是常见的泪腺恶性上皮性肿瘤$恶性程度

极高( 在泪腺肿瘤中发病率仅次于泪腺多形性腺瘤$位居第 3

位
,%)- ( 腺样囊性癌虽然生长较为缓慢$但是侵袭性强$浸润范

围往往超出术中肉眼所见的肿瘤范围$因此复发率较高( 目前

临床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放射疗法和化学疗法$其中化

学疗法最有效$但毒性作用和不良反应较大$许多患者不能接

受( 为此$建立合适的眼眶腺样囊性癌动物模型$并用其观察

局部应用化学疗法药物对肿瘤的治疗作用及对眼眶正常结构

的毒性作用和不良反应至关重要(

人们通过研究发现可以在实验动物模型上进行肿瘤原位

移植$即瘤细胞悬液法$从而更直观地呈现肿瘤的生物学特

征
,%7- ( 张虹等 ,%4-

通过在裸鼠眼眶部位接种人腺样囊性癌细胞

悬浮液的方式建立了眼眶腺样囊性癌动物模型$然后在该动物

模型的成瘤部位进行局部治疗性研究$结果发现注射长春新碱

的最佳治疗质量浓度为 &N&( ;+D$且局部注射后裸鼠未见不良

反应$提示瘤体内注射化学疗法药物是一种安全且有效的治疗

方法( 林婷婷等 ,3&-
则选用 FHH63 细胞系建立的裸鼠眼眶移植

瘤模型标本 * 例*病理结果证实为眼眶腺样囊性癌患者的石蜡

包埋标本 (( 例及复发后切除的肿瘤组织标本 5 例$同时以 (

例正常泪腺组织标本作为对照$研究裸鼠眼眶移植瘤模型标本

与患者病变标本$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H"==*H"%((*

FJHi3 在各标本中的表达$分析其与临床病例资料中病理分型

及预后的关系$结果显示眼眶腺样囊性癌肿瘤组织中存在

H"==*H"%(( 及 FJHi3 阳性细胞$分别表达于腺样囊性癌肿瘤

组织的不同部位$其表达随着病程的进展而变化$可能会影响

预后$但尚不能确定其为评估预后的指标(

G;视网膜母细胞瘤动物模型

视网膜母细胞瘤"MLW02A_9.1WA-.$dJ#是一种原发于视网膜

的眼内恶性肿瘤$多见于婴幼儿 ,3%- $目前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病

种$是 T5基因失活导致的一种视网膜恶性肿瘤 ,33T3=- ( T5基因

是人类发现的第 % 种抑癌基因 ,35- $缺失位点位于 %(e%=$T5基

因的表达产物有抑制细胞生长的作用$人们将其命名为

f%&5d_$存在于细胞核内$为磷蛋白$能特异地与 "bF结合(

建立遗传性 dJ动物模型可以更好地探讨 dJ的发病机

制$但自然界没有自发的 dJ动物模型 ,3*- ( %4)= 年$dL0Z 等 ,3)-

采用细胞悬浮液法成功培养了首个人类 dJ细胞株 j)4( 直至

%4)) 年$i.990L等 ,37-
才首次在裸鼠前房接种 j)4 细胞株( %44&

年$K02Z9L等 ,34-
在建立转基因的垂体肿瘤小鼠模型时意外获

得首个转基因的 dJ小鼠模型$标志着 dJ动物模型从裸小鼠

异种移植瘤模型发展到遗传性 dJ动物模型( 3&&( 年$aL21L2

等
,(&-
则通过建立狗的 dJ模型来研究 dJ发病的分子机制(

加拿大和美国的研究小组则通过研究 T5基因视网膜特异性剔

除小鼠动物模型$首次阐明在小鼠视网膜上的 d_ 蛋白的主要

功能是抑制 ) 种视网膜前体细胞的异常分裂$当敲除 T5基因

后$) 种视网膜前体细胞均发生异常分裂$其中视锥细胞*水平

细胞*Cx99LM细胞及无长突细胞存活$并直至存活后 % 个月才

停止分裂$而异常分裂的双极细胞*神经节细胞及部分视杆细

胞则发生凋亡
,34$(%- ( 现已清楚 T5基因对视网膜功能的影响主

要是通过抑制转录因子 83 %̀ 实现的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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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研究非 T5N 基因缺失转基因动物模型中的黄体

生成素 ,亚基6̂抗原"9XWL020]02;\AM-A2L6_LW.6̂.;$DE6,6̂.;#

转基因鼠模型发现$猿病毒 =& 的 ^抗原在细胞内表达后$其产

物可以与细胞内的多种蛋白$包括 @d_*@5( 等结合$并使其失

活$同时细胞发生瘤变 ,((- ( 研究者已成功利用这一特性建立

了多个肿瘤模型$如髓质型甲状腺癌模型*肺癌模型 ,(=-
等( 首

个遗传型 dJ的实验动物模型由 K02Z9L等 ,34-
建立$他们使用

$D!" 基因启动子控制猿病毒 =& 的 ^抗原基因在小鼠体内的表

达$建立了遗传型小鼠 dJ动物模型$证明了小鼠 dJ肿瘤细胞

中的 @%&5d_ 和 ^抗原之间存在某种特定联系$得出 @%&5d_ 的

缺失涉及了 dJ形成的结论( DE6,6̂.;是目前研究 dJ使用最

多的转基因动物模型
,(5- (

研究者还构建了视蛋白6̂抗原"#@1026̂.;#转基因动物模

型( 因人类 T5基因具有向光感受器细胞分化的能力$为了建

立具有向光感受器细胞分化能力的肿瘤模型$研究者用启动光

感受器分化的视蛋白基因启动子控制 ^抗原的表达 ,(*- (

#@1026̂.;转基因鼠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长出视网膜肿瘤$而是

在出生后很短时间内出现快速的视网膜光感受器细胞变性(

$dJf6̂.;*光感受器间维生素 F类结合蛋白 "02WLM@\AWAML,L@WAM

MLW02A0Z6_02Z02;@MAWL02$$dJf#'8) 和 $dJf'8)+&5(6+6转基因鼠

使用 $dJf控制 ^抗原的表达$可以产生 dJ模型鼠 ,()T(7- ( 在

$dJf启动子的控制下$$dJf6̂.;转基因鼠形成了 dJ和垂体肿

瘤( 为了观察到 dJ形成及保证胚胎的存活$人们将胚胎干细

胞和 T5基因注射到发育中的含野生型 T5N 基因的胚囊中合成

嵌合体( 胚胎并未因 dJ细胞在成熟红细胞*中枢神经系统*肝

脏中大量生长而呈现严重的病变$表现出轻微病变的胚胎最终

发育成嵌合体小鼠( 在上述研究中$7&O的嵌合体鼠未发生肿

瘤+另外 3&O长出了垂体腺瘤$肿瘤组织检测不到 @d_( 通过

建立 d_4%4"T5N 基因外显子 %4 两端插入 3 个 9AYf位点#转基

因鼠$然后与 $dJf6HMLL转基因鼠杂交$得到 BTV#基因控制

T5N 基因条件失活的转基因鼠模型 ,(4- (

除了上述 dJ转基因模型外$dJ异种移植瘤模型也较普遍(

目前报道的应用于 dJ移植瘤模型的动物主要有 JFDJ+,裸鼠*

b#"6重症联合免疫缺陷 "1L?LML,A-_02LZ 0--X2AZL[0,0L2,<$

BH$"#鼠*新生大鼠*兔*斑马鱼等$其中以小鼠和兔应用较

多
,=&- ( 斑马鱼与人类基因的同源性高达 7)O( aA等 ,=%-

在受

精后 =7 \ 的斑马鱼胚胎玻璃体腔注射 BbG#̂ 6dJ% 细胞$因其

玻璃体腔形似碗状的形态学特征$肿瘤细胞在玻璃体腔蔓延$

并可稳定生长达 = Z 以上$肿瘤的体积大小与注射的细胞量有

关( 研究发现斑马鱼模型可以最大限度地模拟人类 dJ的微环

境$且肿瘤细胞的增生性与人类 dJ相似(

移植瘤模型虽无转基因模型存在症状延迟的缺点$但肿瘤

细胞注入动物体内后肿瘤生长的微环境发生改变$这增加了移

植瘤与人类 dJ在遗传异质性及基因排序上出现差别的可

能性
,=3- (

I;葡萄膜黑色素瘤动物模型

葡萄膜黑色素瘤是常见的成人眼内原发性恶性肿瘤$好发

于脉络膜*睫状体及虹膜( 文献报道发病年龄为 )N5 个月 V)&

岁$平均约为 =5 岁$发生于虹膜者较发生于脉络膜或睫状体者

年龄小$为 %& V3& 岁( 此病在中国的发病率仅次于好发于儿

童的 dJ$居眼内肿瘤第 3 位 ,=(- (

对葡萄膜黑色素瘤的治疗还存在一些争议( 因此人们通

过建立葡萄膜黑色素瘤实验动物模型来评估对此病的治疗效

果( H\L2 等 ,==-
将 H4%7 人类葡萄膜黑色素瘤球体植入裸大鼠

和 BH$"小鼠的脉络膜组织$制造葡萄膜黑色素瘤实验动物模

型$另一组裸鼠体内植入人葡萄膜黑色素瘤 #HC6% 细胞球体$

然后用 È 6GB 图像捕捉来跟踪同一只裸大鼠和 BH$"小鼠 % 个

月$获得相应肿瘤区域的数据$以评估葡萄膜黑色素瘤的治疗

效果(

程浩等
,=5-
则采用原位移植及异位移植的方法制作葡萄膜

黑色素瘤动物模型$他们将 JFDJ+D62X 裸鼠作为实验动物$在

裸鼠前房及皮下分别接种原代培养的第 ( 代人眼恶性黑色素

瘤细胞制成的细胞悬液$再通过手术切除新鲜的人眼葡萄膜恶

性黑色素瘤$制作瘤体组织块并移植到另一皮下( 其中接种细

胞原液于裸鼠前房为原位移植$标为前房组+皮下位异位移植

为皮下 F组+皮下移植瘤组织块为皮下 J组$然后$将这 ( 个组

在相同条件下饲养并观察其成瘤率( 结果发现前房组及皮下

F组可以建立裸鼠的原位及异位移植瘤模型$成瘤率明显高于

皮下 J组$其中异位移植瘤模型成瘤率远低于原位移植$原位

移植瘤模型更符合生理特点$为眼科操作和裂隙灯显微镜观察

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更好地建立人葡萄膜黑色素瘤裸鼠模型(

周金琼等
,=*-
将培养的 J%* %̀& 鼠皮肤黑色素瘤细胞悬液种植

到 H5)JD+* 黑鼠大腿内侧皮下$将孵育成的肿瘤团块制成肿瘤

碎片种植到兔右眼脉络膜上腔$发现除 % 只"占 5O#兔因呕吐

物窒息死亡外$余 %4 只兔 %4 只眼"占 45O#肿瘤存活并迅速生

长$其中 % 只眼"占 5O#自种植后 = 周开始肿瘤自行萎缩$第 *

周 %3 只眼"占 *&O#肿瘤充满玻璃体腔( 第 3*(*= 周$J型超

声测量肿瘤平均最大基底径分别为 (N%**N% 和 %3N3 --$平均

高度分别为 3N3*3N) 和 7N5 --( 苏木精T伊红染色示肿瘤以梭

形细胞为主$排列规则紧密$部分坏死$血管充盈( %7 只眼"占

4&O#可见眼部其他组织受肿瘤细胞浸润$( 只眼"占 %5O#肿

瘤突破巩膜向球外蔓延( 该实验结果显示$J%* %̀& 鼠皮肤黑

色素瘤细胞株兔眼脉络膜上腔种植后肿瘤可迅速生长$造模成

功率高(

脉络膜恶性黑色素瘤占葡萄膜黑色素瘤的 75O$是成人眼

内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肿瘤
,=)- ( 脉络膜黑色素瘤的肝脏转移为

其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发病机制仍不明确 ,=7- ( 小鼠脉络

膜黑色素瘤模型有眼内植入黑色素瘤细胞小鼠模型和转基因

鼠模型两类(

近期在人黑色素瘤细胞系及患者肿瘤组织中均发现趋化

因子受体",\L-Ac02LML,L@WAM$HnHd#的表达 ,=4- ( 有学者指出

HnHd= 在脉络膜黑色素瘤中的高表达意味着较高的死亡

率
,5&- ( D0等 ,5%-

提出在脉络膜黑色素瘤转移至肝脏的过程中$

HnHd= 的表达起到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将 DB%)=^结肠癌细胞

分别注入裸鼠的前房*皮下或脾脏来诱导肝脏转移$从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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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恶性黑色素瘤动物模型$再向不同组别的动物模型分别注

射 HnHd= 阴性脉络膜黑色素瘤细胞和 HnHd= 阳性脉络膜黑

色素瘤细胞后发现后者肝脏转移率更高+而眼部环境可以通过

表观遗传机制诱导基因下调$结果表明脉络膜黑色素瘤细胞中

HnHd= 的表达下调和甲基化受眼部微环境因素的影响(

L;眼眶炎性假瘤动物模型

眼眶炎性假瘤又称特发性眼眶炎性假瘤"0Z0A@.W\0,AM_0W.9

02[9.--.WAM<@1LXZAWX-AM$$#$f#$是一种原发于眼眶内的不明原

因的慢性非特异性炎性病变( $#$f为临床较常见的眼眶炎性

病变$仅次于 F̂#和海绵状血管瘤 ,53T5=- ( 由于症状多变$复发

率高$其中纤维硬化型眼眶炎性假瘤治疗棘手$预后较差(

$#$f的主要症状和体征均与眼眶内组织炎性水肿*细胞浸润*

纤维细胞增生有关$目前的治疗仅为对症治疗$治疗方法主要

包括临床观察*药物治疗*放射疗法和手术治疗等 ,55- (

K092LM等 ,5*-
通过在兔眼球后注射抗原来建立 $#$f兔模

型$注射相关抗原后的兔眼球发生过敏反应并产生明显的炎性

包块$可以在兔眼 $#$f模型上观察到眼球突出$以及伴有不同

程度的纤维结缔组织增生( %4)7 年$JM.X2 等 ,5)-
首次在术后标

本中的白细胞内发现 -A990,XWL样细胞壁缺陷型细菌"-A990,XWL6

90cLAM;.201-1$CD##的存在$在小鼠眼眶内接种 CD#后得到慢

性 $#$f的小鼠模型$认为 CD#可破坏细胞间质$从而引起

$#$f的发生(

);展望

眼肿瘤眼眶疾病是比较严重的一类眼病( 目前多数眼肿

瘤眼眶病的病因及病理机制仍未明确$这给其治疗带来了不利

影响$同时因其病情复杂$易被误诊 ,57- ( 建立合适的眼肿瘤眼

眶病动物模型有助于阐明其发病机制$并为研究眼肿瘤眼眶病

的治疗提供新的平台( 虽然在构建眼肿瘤眼眶病的实验动物

模型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但由于眼肿瘤眼眶病较其他

眼科疾病而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导致眼肿瘤眼眶病动物

模型较眼科其他疾病动物模型的研究较少$与此同时在造模过

程中仍存在许多干扰因素$相关实验动物模型并不十分完善(

今后建立更多种类及更理想的眼肿瘤眼眶病动物模型仍将是

主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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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 bI$f\.-"i$CXMM.< î$LW.9'$2WM.?0WML.9.2Z 1X_,A2/X2,W0?.9

-L9@\.9.2 [AMMLW02A_9.1WA-.02 WM.21;L20,-0,L,a+#D-'a#@\W\.9-A9$
3&%=$3&%= l7347)4 , 3&%= T&5 T3( -'\WW@!++:::'2,_0'29-'20\'
;A?+@-,+.MW0,9L1+fCH(4*=4&& +'ZA0!%&'%%55 +3&%= +7347)4'

,((- X̀;.MACb$h0X@L9C$CA2W0.206̀LMML0M. $̀LW.9'dLW02A_9.1WA-.02 W\L
L<LA[.99.-."D9.-.;9.-.# ,a-'ILW#@\W\.9-A9$ 3&&5$ 7 " = # l
37)T34&'

,(=-Q\.2;a$ iM.<a$ KX D$ LW.9'd_ ML;X9.WL1@MA90[LM.W0A2 .2Z MAZ
@\AWAML,L@WAMZL?L9A@-L2W02 W\L-AX1LMLW02.,a-'b.WiL2LW$3&&=$
(*"=# l(5%T(*&'

,(5-EA:L1hF$D.1XZM<ai$F9_LMW"C$LW.9'f\AWAML,L@WAM,L99WX-AM102
WM.21;L20,-0,L,a-'$2?L1W#@\W\.9-A9I01B,0$ %44=$ (5 " 3 # l
(=3T(5%'

,(*- .̂2 8$ "02;np$ B..Z0F$ LW.9'8Y@ML110A2 A[,A2L6@\AWAML,L@WAM6
1@L,0[0,.2W0;L2102 .,L99902LZLM0?LZ [MA-MLW02.9WX-AM102 WM.21;L20,
-0,L,a-'$2?L1W#@\W\.9-A9I01B,0$3&&=$=5"(# l)*=T)*7'

,()-IAA0/1C$WLd0L9LE$?.2 ZLMI.9c C$LW.9'̂ X-AM[AM-.W0A2 02 -0,L
:0W\ 1A-.W0,02.,W0?.W0A2 A[W\LMLW02A_9.1WA-.;L2L02 02WLM@\AWAML,L@WAM
MLW02A9_02Z02;@MAWL026LY@ML1102;,L991,a-'#2,A;L2L$3&&3$3% " (& # l
=*(5T=*=5'

,(7-JA:9L18$HAM1A2 K̂$J.<.20a$LW.9'fMA[0902;;L2A-0,,A@<2X-_LM
,\.2;L102 MLW02A_9.1WA-._L<A2Z 9A11A[dJ,a-'iL2L1H\MA-A1A-L1
H.2,LM$3&&)$=*"3# l%%7T%34'

,(4-C.,f\LM1A2 "$ B.;La$h0- $̂LW.9'HL99W<@L61@L,0[0,L[[L,W1A[d_
ZL9LW0A2 02 W\L-XM02LMLW02.,a-'iL2L1"L?$ 3&&=$ %7 " %= # l
%*7%T%*4='

,=&-白海霞$李彬'视网膜母细胞瘤动物模型的研究进展,a-'中华眼科
杂志$3&%=$5&"%&# l)4(T)4)'ZA0!%&'()*& +,-.'/'0112'&=%36=&7%'
3&%='%&'&%4'

,=%-aA"E$BA2 "$b.j$LW.9'#MW\AWA@0,WM.21@9.2W.W0A2 A[MLW02A_9.1WA-.,L991
02WA?0WMLAX1,.?0W<A[]L_M.[01\ [AM1,MLL202;A[.2W0,.2,LMZMX;1,a+#D-'
CA9H.2,LM$3&%($%3l)%,3&%=T&5T%&-'\WW@!++:::'2,_0'29-'20\';A?+
@-,+.MW0,9L1+fCH()&)))% +'ZA0!%&'%%7* +%=)*6=5476%36)%'

,=3-b.0MdC$h.90c0B$IL-X;.2W0ih'F20-.9-AZL9102 MLW02A_9.1WA-.
ML1L.M,\,a-'B.XZ0a#@\W\.9-A9$3&%($3) l%=%T%=*'

,=(-魏文斌$张晓峰$方严'当代临床眼科进展,C-'合肥!安徽科学技
术出版社$%447 l(=4T(57'

,==-H\L2 "$#@.?1c<d$f.,.9C$LW.9'd_6-LZ0.WLZ 2LXMA2.9Z0[[LML2W0.W0A2
W\MAX;\ ,L996,<,9L602ZL@L2ZL2WML;X9.W0A2 A[83[(.,a+#D-'fDAB J0A9$
3&&)$5")# lL%)4 ,3&%=T&5T%(-'\WW@!++:::'2,_0'29-'20\';A?+
@-,+.MW0,9L1+fCH%4%=(4= +'ZA0!%&'%()% +/AXM2.9'@_0A'&&5&%)4'

,=5-程浩$吴中耀$郑健睴$等'建立人眼葡萄膜黑色素瘤裸鼠移植瘤模
型的初步探讨,a-'中华眼科杂志$3&&*$=3 " 7 # l)(T))'ZA0!%&'
()*& +/'0112'&=%36=&7%'3&&*'&7'&%('

,=*-周金琼$魏文斌$杨文利$等'兔葡萄膜黑色素瘤模型建立方法的实
验研究,a-'眼科$3&%&$%4"3# l%(&T%(='

,=)-CX99LMF$EA-L<J$BAWAE$LW.9'$2?A9?L-L2WA[,\L-Ac02LML,L@WAM1
02 _ML.1W,.2,LM-LW.1W.101,a-'b.WXML$3&&%$=%&"*73=# l5&T5*'

,=7-HM01WKC$F2ZLM1A2 ad$CL].aD$LW.9'$2WLM;MAX@ M\._ZA-<A1.M,A-.
1WXZ<6-!ML1X9W1[AM@.W0L2W1:0W\ 2A2-LW.1W.W0,Z01L.1L,a-'aH902
#2,A9$3&&%$%4"%3# l(&4%T(%&3'

,=4- \̂099C$JLM2.Ca$iM0LM1A2 d$LW.9'8Y@ML110A2 A[H"%(( .2Z AW\LM
@XW.W0?L1WL- ,L99-.McLM102 X?L.9-L9.2A-.,a-'CL9.2A-.dL1$
3&%%$3%"5# l=&5T=%*'ZA0!%&'%&4) +HCd'&_&%(L(37(=7Z_%&'

,5&-KL011BK$iA9Z_9X-ad'd\._ZA-<A1.M,A-.'82]02;LM.2Z KL011k11A[W
W011XLWX-AM1,a-'f.W\A9dL1fM.,W$3&&7$3&= l3))T37%'

,5%-D0E$b0LZLMcAM2 aj$B.ZL;\ D$LW.9'8@0;L2LW0,ML;X9.W0A2 A[HnHd=
LY@ML110A2 _<W\LA,X9.M-0,MAL2?0MA2-L2W,a-'$2?L1W#@\W\.9-A9I01
B,0$3&%($5="%# l3(=T3=('

,53-C0<.].c0h$B.0c.B$j.-.2.c.#$LW.9'̂ML.W-L2WA[L<L90Z L@0W\L90.9
2LA@9.1- _< W.M;LW02; 1A20, \LZ;L\A; 10;2.902;! F2 LY@LM0-L2W.9
1WXZ<,a-'a@2 a#@\W\.9-A9$3&&*$5&"=# l(&5T(%%'

,5(-EL2ZLM1A2 aK'#M_0W.9WX-AM1,a-'d.?L2 fML11$%44="(# l(%)T(3('
,5=-CAXM0.XY $̀ HA[[026f0,\A22LW B$ dA_LMW fj$ LW .9' #M_0W.9

02[9.--.W0A2,a-'a M̀#@\W.9-A9$3&%=$() "%& # l7%7T73='ZA0!%&'
%&%* +/'/[A'3&%='&4'&&3'

,55-李静'特发性眼眶炎性假瘤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a-'中华
实验眼科杂志$3&%3$(& " 5 # l)) T47'ZA0!%&'()*& +,-.'/'0112'
3&456&%*&'3&%3'&5'&3&'

,5*-K092LME$$HA\2 8C$h902;i$LW.9'HA-@XWLM.1101WLZ WA-A;M.@\<02
LY@LM0-L2W.99< 02ZX,LZ AM_0W.9@.1LXZAWX-AM,a-'aHA-@XWF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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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欢迎参加第十五届国际眼科学学术会议和第十五届国际视光学学术会议

!!由上海市医学会眼科分会*全国十一省医学会眼科分会*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共同主办$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上海瑞欧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十五届国际眼科学学术会议和第十五届国际视光学学术会议
将于 3&%5 年 ( 月 3))34 日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5 号#举行(

来自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眼科学领域和视光学领域的医师*专家*学者和知名厂商将出席本届会议( 注册本届会议并符
合相关要求的参会代表可获得国家级 $类继续教育学分 7 分$参加眼科继续教育学习班者可获得国家级'类继续教育学分 %& 分(
同期将举行第二届国际角膜塑形学术论坛$欢迎国内外医师踊跃投稿*注册参会(

论文投稿只需论文摘要(
摘要要求!"%#5&& 字以内的规范格式书写( "3#四段式基本形式"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投稿方式!在线上传(
论文投稿截止日期为 3&%5 年 3 月 3& 日(
大会秘书处!上海瑞欧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联系人!汤雅萍老师*黄嘉菲老师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4& 号 %&&) 室 邮编!3&&&*(
电话!&3%T53**5*%7 传真!&3%T53**7%)7
8-.09!ML.9LY@A>,AA,'AM;',2 详情请登陆大会官方网站!:::',AA,'AM;',2

"会务组#

%77%%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3&%5 年 3 月第 (( 卷第 3 期!H\02 a8Y@ #@\W\.9-A9$ L̀_MX.M<3&%5$IA9'(($bA'3

Q2xvdWRWZXJzaW9uL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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