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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in different parts 
of primary pterygium (head, neck and body) and normal conjunctiva, to explore its clinical signi-
ficance in the mechanism of primary pterygium. Methods: Thirty-five pterygium tissue specimens 
and five normal conjunctival specimens were obtained during the surgery. The pterygium tissue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according to head, neck and body. The expressions of VEFG mRNA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The differences of VEGF expression among different specimens 
were analys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VEGF mRNA was detected in all parts of 
pterygium and normal conjunctiva,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VEGF increased gradually from 
pterygium head to body. The expression of VEGF in pterygium bod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head and neck (P < 0.001), and also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conjunctiva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VEGF expressions among head, neck and normal conjunctiva 
(P > 0.05).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VEGF in pterygium increased gradually from head 
to body, and the expression of VEGF in pterygium bod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r-
mal conjunctiva. VEGF was over expressed in pterygium body. Maybe VEGF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ptery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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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原发性翼状胬肉组织不同部位(头、颈、体)及正常结膜的表

达，分析VEGF表达规律，探讨翼状胬肉病理机制及VEGF在翼状胬肉发生、生长过程中的作用。方法：

收集在我科进行手术的初发性翼状胬肉组织35例，术中将翼状胬肉组织按头、颈、体分为3部分，并随

机取5例患眼颞上方正常球结膜作对照。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RT-PCR)检测VEGF mRNA在各样本

中的表达水平，比较VEGF mRNA在翼状胬肉和正常结膜组织中表达的差异，并比较分析VEGF mRNA在
翼状胬肉不同部位的表达水平差异。结果：1、在翼状胬肉各部位及正常球结膜中均存在VEGF的表达，

且表达量自胬肉头部至体部呈逐渐升高趋势。2、VEGF在翼状胬肉体部的表达量明显高于头部和颈部，

表达的差异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 < 0.001)。3、翼状胬肉体部VEGF的表达较正常结膜明显增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头部、颈部与正常结膜三者之间的表达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VEGF在翼状胬肉各部位的表达量自头部至体部呈逐渐升高趋势，且体部表达量较正常结膜明显升
高，VEGF在翼状胬肉体部呈过度表达状态，表明VEGF在翼状胬肉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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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翼状胬肉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由于其确切的发病和术后复发机制仍不是很清楚。目前其治疗方

法主要为手术治疗，且术后复发率较高，故其病因和复发机制的研究仍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方向，期望寻

找到降低发病和减少复发的新方法。研究表明，翼状胬肉的病理组织学改变主要是纤维组织增殖和新生

血管的增生。VEGF 被认为是目前已发现的功能最强的新生血管形成促进因子，既往研究表明 VEGF 在

翼状胬肉组织中总体表达增高[1] [2]。本研究采用 RT-PCR 技术检测 35 例原发性翼状胬肉头、颈、体不

同部位和 5 例正常球结膜组织标本中 VEGF mRNA 的表达水平，分析 VEGF 在原发性翼状胬肉中的表达

规律，进一步探讨 VEGF 在翼状胬肉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为寻找新的治疗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1.1. 材料与方法 

1) 临床资料 共收集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我科行翼状胬肉切除手术的原发性翼状胬肉组织

标本 35 例(35 眼)，患者年龄 40~70 岁，并收集术眼颞上方正常球结膜标本 5 例(5 眼)作对照。病例排除、

纳入标准：翼状胬肉生长于鼻侧并长入角膜缘内 2 mm 以上，眼部及周围无明显炎症病变及新生血管性

疾病，既往无角结膜外伤史及手术史等引起继发性翼状胬肉的因素。翼状胬肉组织术中按解剖位置分头、

颈、体三部分，所有组织均用无液氮型 RNA 保存液−20℃低温保存。 
2) 主要试剂 无液氮 RNA 样品储存液(上海捷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Trizol 总 RNA 提取试剂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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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反转录试剂盒(普洛麦格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RT-PCR 检测试剂盒(大连

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 RNA 提取及逆转录 采用常规 Trizol 提取总 RNA，得到的总 RNA 提取液经微量分光光度计检测

波长 260 nm 及 280 nm 的吸光值，浓度及纯度均符合逆转录要求，随即被逆转录成第一链 cDNA。逆转

录反应条件如下(20 μL 反应体系)：总 RNA 2 µg 与 Random Primer (10 μmol/L) 1 μL 和 RNase free dH2O 共

11 μL混匀，65℃热激 5 min，立刻放于冰上 3 min。然后依次添加 10 mM dNTP Mixture 1 μL，MgCl2 2 μL， 
M-MLV 1 μL，5×M-MLV Buffer 4μL，RNase Inhibitor 1 μL, 混匀，离心，放入 42℃水浴中反应 1 h，95℃
灭活 5min。−20℃冷冻备用。 

2) mRNA 表达检测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RT-PCR)技术，反应体系为

SYBR Green I法 20 μL反应体系：上下游引物(10 µmoL/L)各 0.4 µL，2×SYBR Premix EX-Taq Mix 10 μL，
cDNA 模板 2 μL 和 RNase free dH2O 7.2 μL 共 20 µL。反应条件如下：95℃预变性 30 s，95℃变性 5 s、
61℃退火 40 s，共 40 个循环，最后产物经溶解曲线分析(95℃ 1 min，55℃ 30 s, 95℃ 30 s)，实验重复 3
次。VEGF 引物序列：上游引物为 5'-GCAGAATCATCACGAAGTGG-3', 下游引物为  
5'-ATCAGGGGCACACAGGAT-3', 扩增 141bp 。内参照引物为 human GAPDH ，上游引物： 5'- 
AATCCCATCACCATCTTCCA-3'，下游引物：5'-AAATGAGCCCCAGCCTTCT-3'，扩增 122 bp。引物由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 
3) 实验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 SPSS 17.0 统计分析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处理。VEGF mRNA 在翼状胬

肉不同部位及正常球结膜组织之间的表达差异采用多个样本均数的方差分析，组间比较用 LSD-t 检验法，

P < 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实验结果 

1) VEGF mRNA 在翼状胬肉各部位及正常球结膜中均有表达，且自翼状胬肉头部、颈部至体部表达

量呈逐渐增高趋势(见表 1)。 
2) VEGF mRNA 在翼状胬肉体部的表达量明显高于头部和颈部，表达的差异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

义(P < 0.001)。 
3) 翼状胬肉体部 VEGF 的表达较正常结膜明显增高，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1)。但头部、

颈部与正常结膜三者之间的表达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1. Comparison of expression levels in different parts of pterygium and normal conjunctiva in VEGF mRNA ( χ s± ) 
表 1. VEGF mRNA 在翼状胬肉各部位及正常球结膜中的表达水平比较( χ s± ) 

部位 n VEGF mRNA 

正常结膜 

胬肉头部 

胬肉颈部 

胬肉体部 

F 

P 

5 

15 

15 

15 

- 

- 

1.18323 ± 0.702762 

0.99526 ± 0.525440 

1.38062 ± 0.715145 

2.41824 ± 0.906681△
☆

 

10.651 

<0.001 

注：与正常结膜比较
☆P < 0.01；与头、颈部比较△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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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翼状胬肉是一种向角膜表面生长的与球结膜相连的纤维血管样组织，多生长于鼻侧睑裂区，临床上

典型的翼状胬肉可分为头、颈、体 3 部分。翼状胬肉的存在不仅影响眼部美观，而且会引起角膜散光导

致视力和视觉质量下降，若胬肉遮挡视轴，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视力。目前翼状胬肉的确切病因与发病机

制尚未完全弄清，流行病学显示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其他因素包括 P53 基因突变、DNA 氧化损伤、细

胞增殖和迁移、新生血管形成、遗传因素及病毒感染等被认为与翼状胬肉的发生有关[3]。处于进展期的

翼状胬肉外观上充血肥厚，这一临床表现也提示我们翼状胬肉的增生可能与新生血管形成增多有关，而

VEGF 的过度表达是新生血管形成的重要直接因素之一，因此有关翼状胬肉中 VEGF 的表达规律的研究

成为目前翼状胬肉病理机制研究的热点方向。有研究者在对手术切除的胬肉标本进行微血管密度

(microvessel density, MVD)和 VEGF 的研究发现，翼状胬肉组织较正常球结膜组织的 MVD 和 VEGF 显著

增高，两者的高表达呈正相关，提示了翼状胬肉组织具有异常的血管活性，具有很强的血管形成能力，

表明新生血管的形成与翼状胬肉发生发展存在重要关系[4]。 
 VEGF 是一种特异性血管内皮细胞结合生长因子，是目前认为功能最强的促新生血管生成因子。当

组织缺血、缺氧时可刺激 VEGF 的产生，从而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分裂增殖、迁移，增加毛细血管通透性，

诱导新生血管形成。VEGF 与多种眼部新生血管性疾病的发生及进展密切相关，如新生血管性青光眼、

脉络膜新生血管、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相关临床与基础研究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既往学者对

VEGF 在翼状胬肉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表明 VEGF 在翼状胬肉组织中的总体表达

量比正常结膜组织中明显增高，且与多种细胞因子的高表达呈正相关，包括 Survivin、缺氧诱导因子−1、
环氧化酶 2、组织因子等[5] [6] [7] [8]，提示它们相互协同共同参与了翼状胬肉的发生、发展。 

在本实验研究中，将翼状胬肉组织按解剖部位分为头、颈、体 3 部分进行检测，采用 RT-PCR 法检

测翼状胬肉组织各部位及正常球结膜组织中 VEGF mRNA 的表达情况。主要结果显示：1. 在翼状胬肉和

正常结膜中均存在 VEGF 的表达，且自胬肉头部、颈部至体部 VEGF 表达量呈逐渐增高趋势。2. 翼状胬

肉体部 VEGF 的表达比头、颈部明显增高(P < 0.001)，且比正常结膜的表达也明显增高(P < 0.05)。而头部、

颈部及正常结膜三者之间 VEGF 的表达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 > 0.05)。本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既往

实验得到的在翼状胬肉组织中 VEGF 表达量增高这一结果，肯定了 VEGF 的高表达及新生血管形成在翼

状胬肉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结论。同时本实验在设计上首次把翼状胬肉分头、颈、体三部

分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比较了翼状胬肉不同部位之间及与正常结膜之间 VEGF 表达的差异，得到翼状

胬肉体部比头、颈部表达量明显增高这一新结论。根据实验结果，作者认为 VEGF 在翼状胬肉的体部存

在过度表达状态，提示 VEGF 在原发性翼状胬肉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推测翼状胬肉增生

始于体部，新生血管首先在翼状胬肉体部形成，为细胞的分裂增殖提供营养，体部过度增生的纤维组织

及新生血管逐渐向角膜爬行，从而导致翼状胬肉的发生与发展。 
研究翼状胬肉的发病机制是为了寻找新的、更好的治疗方法，翼状胬肉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是手术

治疗，但具有较高的术后复发率。抗 VEGF 药物已广泛应用于眼科临床治疗新生血管性眼病，且已取得

明显的治疗效果。研究显示 VEGF 在原发性翼状胬肉中呈高表达，这一结论为抗 VEGF 治疗在翼状胬肉

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翼状胬肉的抗 VEGF 治疗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现有研究结果显示结膜

下注射小剂量抗 VEGF 药物是安全的，无明显不良反应及副作用，但对抑制翼状胬肉发展及减少术后复

发无明显统计学意义[9] [10]。抗 VEGF 治疗的作用仍需长期大量研究加以证实及明确，进一步研究如何

有效调控 VEGF 的表达和抗 VEGF 药物的选择及用法、用量，将对翼状胬肉的预防、治疗及防止术后复

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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