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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３Ｄ ＯＣＴ 评价复方血栓通联合卵磷脂络合碘治疗
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的疗效
赵丽娜

【摘要】 　 目的　 探讨应用 ３Ｄ ＯＣＴ 评价复方血栓通联合卵磷脂络合碘治疗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

膜病变的疗效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２０１９ 年 ５ 月本院收治的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患者

６８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两组ꎬ每组各 ３４ 例ꎮ 对照组应用复方血栓通治

疗ꎬ研究组应用复方血栓通联合卵磷脂络合碘治疗ꎬ通过 ３Ｄ ＯＣＴ 对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进行评估ꎮ 结果　
研究组在治疗 ２ 周、４ 周、１２ 周时视力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ꎻ研究组在治疗 ２ 周、４ 周、１２ 周时神经上皮

浆液性脱离高度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ꎻ研究组在治疗 ２ 周、４ 周时色素上皮浆液性脱离高度均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ꎻ研究组在治疗 ２ 周、４ 周以及 １２ 周时光敏感度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ꎻ研究组有效率为 ９７.
１％ꎬ高于对照组的 ８２.４％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采用 ３Ｄ ＯＣＴ 可以准确判断患者眼部

病变情况ꎬ且采用复方血栓通联合卵磷脂络合碘治疗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可有效提高患者视

力ꎬ降低神经上皮浆液性脱离高度以及色素上皮浆液性脱离高度ꎬ提高患者光敏感度ꎬ可以在临床中进行

进一步推广ꎮ
【关键词】 　 ３Ｄ ＯＣＴꎻ　 复方血栓通ꎻ　 卵磷脂络合碘ꎻ　 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ꎻ　 视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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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是目前临床比较常见的

眼科疾病ꎬ相对在中青年群体中比较多发ꎬ黄斑部特发性视网

膜神经上皮层浆液性脱离是该疾病的主要临床特征ꎬ一般情

况会伴随多灶型或局部性视网膜色素上皮渗漏[１] ꎮ 视力下

降、视物变色以及视物变形为该疾病的主要临床表现ꎬ部分患

者可自愈ꎬ但是反复发作或病程较长的患者ꎬ其视力情况也会

受到明显影响[２] ꎮ 促进患者黄斑水肿吸收ꎬ缩短患者病程ꎬ
降低疾病对患者视力所产生的影响是临床治疗该疾病的主要

目的[３] ꎮ 本研究对本院收治的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

　 　 作者单位:５１０７３０ 广东广州ꎬ广州开发区医院

病变患者采用复方血栓通联合卵磷脂络合碘进行治疗ꎬ并采

用 ３Ｄ ＯＣＴ 对其治疗改善情况进行评估ꎬ探究该治疗方案的

临床疗效ꎮ 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２０１９ 年 ５ 月本院收治的

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患者 ６８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随
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两组ꎬ每组各 ３４ 例ꎮ 对照组中

男 １６ 例ꎬ女 １８ 例ꎻ年龄 ３３~６７ 岁ꎬ平均(３７.８±２.１)岁ꎻ单眼患

病 ２８ 例ꎬ双眼患病 ６ 例ꎮ 研究组中 １７ 例ꎬ女 １７ 例ꎻ年龄 ３１~
６６ 岁ꎬ平均(３７.７±２.３)岁ꎻ单眼患病 ２７ 例ꎬ双眼患病 ７ 例ꎮ 两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以及患病情况方面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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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ꎮ 纳入标准:(１)入组患者均经荧光

素血管造影检查确诊为中心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ꎬ且均为首

次发病ꎻ(２)患者主要症状表现为自觉视力下降ꎬ视物色调变

黄ꎬ且中央存在暗区ꎻ(３)眼部荧光素渗漏点与黄斑中心凹距

离在 ２５０ μｍ 以内ꎻ(４)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显示视网膜浅脱

离ꎻ(５)患者对于本次研究内容知情并同意ꎮ 排除标准:(１)
患者伴有糖尿病、高血压、肾病等疾病ꎻ(２)患者处于妊娠期

或哺乳期ꎻ(３)患者对本次研究涉及药物过敏ꎻ(４)患者曾接

受任何眼部手术治疗ꎻ(５)患者存在青光眼家族史ꎻ(６)患者

伴有晶状体混浊、角膜混浊、严重散光以及玻璃体混浊情况ꎻ
(７)存在血管造影禁忌ꎻ(８)患者存在精神障碍或沟通障碍ꎮ
本次研究已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２.方法:(１)对照组患者接受复方血栓通治疗ꎬ具体如下:口
服复方血栓通(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３００１７ꎬ广东众生药业有限公司)ꎬ１.
５ ｇ /次ꎬ３次 / ｄ[４]ꎮ (２)研究组患者接受复方血栓通联合卵磷脂

络合碘治疗ꎬ具体如下:该组患者复方血栓通用法以及用量与对

照组患者一致ꎬ然后在此基础上为患者联合使用卵磷脂络合碘治

疗ꎬ口服卵磷脂络合碘(进口药品注册证号:Ｈ２０１６０１５１ꎬ第一药品

产业株式会社)ꎬ３.０ ｍｇ /次ꎬ３次 / ｄꎬ每 ４周为一疗程ꎬ两组患者在

完成第一疗程治疗后进行疗效分析[５]ꎮ
３.观察指标:(１)对患者视力矫正情况进行检测:采用标

准对数视力表对患者视力情况进行检测ꎬ评估时间分别为

患者治疗前、治疗 ２ 周、４ 周以及 １２ 周时ꎮ (２)采用 ３Ｄ 光学

相干断层扫描技术(拓普康公司生产的频域 ３Ｄ－ＯＣＴ２０００)
对患者眼部损伤情况进行检测:记录项目包含神经上皮浆

液脱离区以及色素上皮浆液脱离区高度情况ꎬ评估时间分

别为患者治疗前、治疗 ２ 周、４ 周以及 １２ 周时ꎮ (３)采用电

脑视野检查仪对两组患者光敏感度进行检测记录:评估时

间分别为患者治疗前、治疗 ２ 周、４ 周以及 １２ 周时ꎮ (４)评

估两组患者疗效:根据患者视力以及 ＯＣＴ 改善情况进行划

分ꎬ治愈:患者视力恢复至发病前水平ꎬ或矫正后视力恢复

至 １.０ 以上ꎬ色素上皮、神经上皮浆液性脱离区消失ꎬ无 ＦＦＡ
渗漏情况ꎮ 显效:经 ＯＣＴ 检查与治疗前相比神经上皮脱离

高度降低一半以上ꎬ矫正后视力至少上升 ３ 行ꎬ且 ＦＦＡ 基本

消失ꎻ有效:经 ＯＣＴ 检查与治疗前相比神经上皮脱离高度降

低不足一半ꎬ矫正视力上升 １~ ２ 行ꎬＦＦＡ 渗漏减少ꎻ无效:经
ＯＣＴ 检查与治疗前相比神经上皮脱离高度无改善ꎬ矫正视

力无变化ꎬＦＦＡ 渗漏无减少[６] ꎮ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视力矫正情况比较:研究组在治疗 ２ 周、４ 周、１２ 周时

视力均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视力矫正情况比较(ｘ±ｓ)
组别 治疗前 ２ 周 ４ 周 １２ 周

对照组(ｎ＝ ３４) ０.４０±０.１４ ０.４６±０.１３ ０.７１±０.１２ ０.８７±０.１３
研究组(ｎ＝ ３４) ０.４１±０.１３ ０.６７±０.１４ ０.８８±０.１７ ０.９３±０.１６

ｔ 值 ０.１４５ １１.４８７ １６.４８７ １４.１７７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神经上皮浆液性脱离高度比较:研究组在治疗 ２ 周、４
周、１２ 周时神经上皮浆液性脱离高度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神经上皮浆液性脱离高度比较(ｘ±ｓꎬμｍ)
组别 治疗前 ２ 周 ４ 周 １２ 周

对照组(ｎ＝ ３４) ３５１.６±２３.１ ２９１.１±１２.４ ２５０.６±２４.１ ２３.８±１０.４
研究组(ｎ＝ ３４) ３６４.２±１３.４ １７８.４±２３.４ ８９.４±２３.４ １７.２±１２.７

ｔ 值 ０.３７７ １４.２１７ １３.６４４ １１.４７４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色素上皮浆液性脱离高度比较:研究组在治疗 ２ 周、４
周时色素上皮浆液性脱离高度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色素上皮浆液性脱离高度比较(ｘ±ｓꎬμｍ)
组别 治疗前 ２ 周 ４ 周 １２ 周

对照组(ｎ＝ ３４) １０２.４±２３.７ ６２.４±２３.４ ４４.３±２１.４ １０.５±２.７
研究组(ｎ＝ ３４) ９９.４±２３.１ ３２.１±２.７ ２５.４±１.９ １０.４±２.４

ｔ 值 ０.３７７ １２.４８７ １３.４８７ １.７８４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４.光敏感度比较:研究组在治疗 ２ 周、４ 周以及 １２ 周时光敏

感度均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光敏感度比较(ｘ±ｓꎬｄＢ)
组别 治疗前 ２ 周 ４ 周 １２ 周

对照组(ｎ＝ ３４) ２２.３±２.５ ２４.２±２.７ ２４.３±２.４ ２５.３±２.１
研究组(ｎ＝ ３４) ２２.４±２.８ ２６.８±２.９ ２７.１±２.３ ２７.３±２.６

ｔ 值 １.４７４ １３.１５７ １４.１２７ １１.３９７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５.疗效分析:研究组无效 １ 例ꎬ有效 ２ 例ꎬ显效 ５ 例ꎬ治愈

２６ 例ꎻ对照组无效 ６ 例ꎬ有效 ５ 例ꎬ显效 １２ 例ꎬ治愈 ９ 例ꎮ 研

究组有效率为 ９７.１％ꎬ高于对照组的 ８２.４％ꎬ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ꎮ
　 　 讨论　 对于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临床多认

为是由黄斑区脉络膜毛细血管渗透压改变导致ꎬ从而对视

网膜脉络膜屏障功能造成破坏ꎬ使视网膜色素上皮疏松离

子泵功能异常ꎬ最终导致神经上皮浆液性脱离[７] ꎮ 但是也

有学者认为ꎬ因脉络膜通透性改变导致上方色素上皮层功

能缺失ꎬ进而导致该疾病发病[８] ꎮ 若患者疾病反复发作ꎬ或
积液长期不能吸收ꎬ很容易导致患者损伤情况不能恢复ꎬ即
使部分患者在经过治疗后视力可恢复正常ꎬ仍会出现对比

敏感度降低等后遗症[９] ꎮ
对于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的治疗应当及早消

除患者黄斑水肿ꎬ从而降低对患者眼部造成的损伤ꎬ保证患者

眼部功能恢复[１０] ꎮ 卵磷脂络合碘是目前临床唯一的口服有

机碘ꎬ该药物经口服用药ꎬ可快速被机体吸收ꎬ直接渗入到细

胞内发挥作用ꎬ对于视网膜的新陈代谢可以起到促进作用ꎬ改
善视网膜功能ꎬ对于患者视力恢复可以起到促进作用[１１] ꎮ 复

方血栓通胶囊是目前临床常用药物ꎬ属于中药制剂ꎬ该药物含

有多种活血化瘀成份ꎬ可以起到益气养阴的功效[１２] ꎮ 血栓通

在用药后可改善眼部血液循环ꎬ对于积液吸收可以起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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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１３] ꎮ 本次研究对两组患者视力改善情况进行分析ꎬ结果

显示ꎬ在治疗第 ２ 周开始研究组患者视力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ꎬ说明采用复方血栓通联合卵磷脂络合碘治疗可有效

提高患者视力ꎮ 本次研究对两组患者色素上皮浆液性脱离高

度以及神经上皮浆液性脱离高度进行分析ꎬ结果显示ꎬ研究组

患者降低情况更为明显ꎮ 这一结果说明ꎬ在治疗中心性浆液

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时采用复方血栓通联合卵磷脂络合碘治

疗具有更好的改善效果[１４] ꎮ 在本次研究中ꎬ对两组患者光敏

感度进行对比ꎬ结果可以看出ꎬ研究组光敏感度改善情况更

好ꎬ可能是因为研究组患者效果更佳ꎬ从而有效降低对眼部功

能造成的损伤ꎬ促进患者光敏感度恢复[１５] ꎮ
综上所述ꎬ采用 ３Ｄ ＯＣＴ 可以准确判断患者眼部病变情

况ꎬ且采用复方血栓通联合卵磷脂络合碘治疗中心性浆液性

脉络膜视网膜病变可有效提高患者视力ꎬ降低神经上皮浆液

性脱离高度以及色素上皮浆液性脱离高度ꎬ提高患者光敏感

度ꎬ可以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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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ＲＩ 和 ＭＲＡ 诊断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价值观察

冯锡洪　 邓素荣

【摘要】 　 目的　 探究磁共振成像(ＭＲＩ)和磁共振血管成像(ＭＲＡ)在椎动脉型颈椎病(ＣＳＡ)诊断中

的应用价值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２ 月本院收治的 １００ 例 ＣＳＡ 患者(研究组)及 ５０ 例体检正常

者(对照组)的临床资料ꎬ均行颈椎 ＭＲＩ 与椎动脉 ＭＲＡ 检查ꎮ 对比两组诊断异常率、ＭＲＩ 和 ＭＲＡ 分型结

果ꎮ 结果　 研究组颈椎 ＭＲＩ、椎动脉 ＭＲＡ 异常率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ＭＲＩ、ＭＲＡ 颈

椎分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ＭＲＩ、ＭＲＡ 检查能够较为准确判断椎动脉的正常与异

常ꎬ能直观的显示颈椎的整体结构及椎动脉的走行ꎬ对于 ＣＳＡ 的诊断可提供有价值的参考ꎮ
【关键词】 　 磁共振成像ꎻ　 磁共振血管成像ꎻ　 椎动脉型颈椎病ꎻ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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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１０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ＳＡ ａｎｄ ５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ＭＲＩ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ＭＲＡ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ＲＩ ａｎｄ ＭＲ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作者单位:５２９０００ 广东江门ꎬ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江门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冯锡洪)ꎬ内科(邓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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