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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黄斑变性的中西医病机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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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黄斑变性!

()*

"是老年性致盲眼病之一#

典型病例多发于
+"

岁以上老年人#发生率无性别差

异#双眼常同时发病或先后发病$近年
()*

的发

病率有逐年增长趋势#因此对
()*

的各项研究应

予以重视$本文仅就
()*

病因病机的中西医研究

进展综述如下$

,

!

现代医学的研究进展

现代医学对
()*

的病理机制的研究尚未完全

清楚#据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病例分析#以及

各种动物实验的研究#目前认为与以下因素有关&

,',

!

年龄因素
!

本病多发于
&!

岁以上老年人#年

龄越大发病率越高$由于衰老#视网膜色素上皮代

谢功能衰退#细胞浆中消化不全的残余体#如脂褐质

颗粒%消化残屑等沉积在玻璃膜上#形成玻璃膜疣#

进而发生一系列病理变化#导致黄斑发生变性$也

由于年龄老化#眼组织内自由基的产生与清除也失

去平衡#若自由基过多#可破坏视网膜的脂质及多种

酶体#进一步影响色素上皮的代谢'

,

(

#如此恶性循

环#导致
()*

发病率的增高$

,'#

!

遗传因素
!

研究证实
()*

是一种具有高度

遗传性的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

发生与母

系或同胞的
()*

病史有关'

#

(

$有研究显示湿性

()*

患者白细胞中存在多种
-.*/(

缺失#和较高

的突变检出率#其中包括
!'"01

共同缺失'

2

(

#而
!'"

01

共同缺失被认为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共同缺失$

与
()*

潜在相关的基因非常庞大#如
(34$

基

因%

(567

基因$

(34$

基因位于
,5,28#,

#编码视网膜感光细

胞特异的视网膜
(95

结合转运蛋白#

(34$

蛋白

的突变可能影响感光细胞中视黄醇类的转运和细胞

内钙离子的储存与释放#并由此导致视网膜变性$

(::;0-<.=

等'

&

(报道
,+%

例萎缩型
()*

病例中
#+

例有
(34$,2

个等位基因的变异#其中大部分为错

义变异#而对照组几乎没有变异#这说明
(34$

基

因与萎缩型
()*

相关$但也有研究认为
(34$

与
()*

无关'

!

(

$

(567

即载脂蛋白
7

#是中枢神

经系统重要的载脂蛋白和代偿突触形成过程中胆固

醇和脂类转运的重要调节因子#与神经变性有关$

>:;??<@

等'

+

(发现
()*

细胞外沉积物中
(567

表

达增加#说明
(567

功能障碍参与
()*

细胞外沉

积物形成#在
()*

形成中发挥一定作用$

()*

的基因研究虽是一个热点#但其遗传易

感性基因并未确定#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

!

免疫因素
!

()*

患者外周血中免疫活性增

高已被许多研究者证实$

5<@?A:B

等'

%

(发现
()*

患者血清中存在抗视网膜自身抗体$

CDE@<

等'

F

(所

进行类似的研究也发现血清中的抗体是抗分子量为

!F8+#>*

抗原的抗体#通过免疫组化显示的反应部

位位于视细胞层$

()*

患者抗视网膜自身抗体的产生#说明有

某些因素打破了机体独特型
8

抗独特型网络平衡$

目前的推断是&随年龄的增加#视网膜功能下降#使

脱落的外节膜盘堆积#损害了视网膜的完整性#导致

视网膜抗原释放#诱发产生抗视网膜自身抗体$

,'&

!

营养因素
!

营养物质如生育酚%胡萝卜素和抗

坏血酸盐等能够抑制脂质过氧化物的产生#或者干

扰氧化链反应的进程$氧新陈代谢的副产物是反应

性氧#如过氧化氢%羟基原子团和单个氧原子$这些

产物与
()*

的细胞损伤有关$反应性氧能够发动

脂质过氧化反应#导致
()*

%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氧化损伤'

G

(

$在眼球内光感受器上的高浓度的多元

不饱和脂肪酸能使视网膜增加被不可抑制的自由基

的脂质过氧化危险#因为视网膜是很容易受到脂质

过氧化损伤$并且#这种敏感性在黄斑区随着老化

也增加'

,"

(

$因此#充足的营养物质如维生素
4

%维

生素
7

%胡萝卜素等#可以增强视网膜对氧化过程中

产生的自由基的防护作用#限制光动力学的分子损

伤#减轻对视网膜的损伤$

,'!

!

光照因素
!

日常生活中重复的轻度光损伤有

蓄积作用$调查研究显示慢性光损害与
()*

有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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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过度的光照对黄斑部的损害#在动物实验中也

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间接眼底镜的光照射猴的黄

斑#每次
,

!

#

小时#

!

!

,#

个月后#黄斑部出现了不

规则的色素萎缩区围绕的隆起状瘢痕$眼底荧光造

影可见其中持续性渗漏#周围萎缩区则呈点状透见

荧光#光镜下可见新生血管和
()*

病变者类

似'

,,

(

$有报告'

,#

(波长为
&""

!

!""@-

的蓝光#基

于其可能产生的光毒性作用#为
()*

的一个危险

因素$

#

!

中医学的研究进展

因为
()*

发病与年龄增长呈正相关系#年老

体弱#脏气虚弱#精血亏虚#故多数学者认为
()*

与肝肾脾密切相关$

李波等'

,2

(认为#肝肾阴虚是
()*

的基本病

机$肝开窍于目#肝和则能辨五色*肾为先天之本#

关系到人体的生长壮老死#也关系到眼的形成%发育

与衰退$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精血互相化生#相互

为用#目得其养#方能视万物$若肝肾亏损#精不上

承#目失所养#则视瞻昏渺#视正反斜$王华丽'

,&

(认

为#肝肾虚弱#气血淤滞#目失所养#肾精亏虚#阴液

不足#水不济火#虚火内生#上扰清窍#灼伤脉络引

起$东长霞'

,!

(从+肝为血海#精血互声,角度来解释

()*

病因#他认为#肝主藏血#且肝肾同源#精血互

生#而黄斑周围脉络丰富充盈#故肝血的盛衰也影响

黄斑的功能#肝受血而能视$视锥细胞和神经节细

胞在黄斑及其周围密度最高#神经纤维亦较多环绕

黄斑周围#而肝经上连目系#筋亦由肝主#故肝与黄

斑联系密切$再#肝气通于目#肝和则能辨五色#且

肝主疏泄#而气为血帅#气能行血$故肝疏畅气机#

条达情志的功能亦关系到精%血%津液的运行与输

布#从而影响其它脏腑对黄斑的濡养$

王明芳'

,+

(教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原有

的+五轮学说,已无法系统解释诸多复杂的眼科疾

病$他倡导陈达夫先生的+内眼组织与脏腑经络相

属学说,#认为黄斑属足太阴脾经#原因有三&!

,

"脾

主黄色#与-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央黄色#入通脾

胃,的理论相符*!

#

"黄斑在视网膜中央#而中医认为

中央广土属脾*!

2

"黄斑是中心视力最敏锐的重要部

位#黄斑能否明视万物#全赖精气#而后天之精气主

要由脾而来$故脾虚则五脏之精气皆失所司#不能

归于目$詹宇坚等'

,%

(认为#年老肾衰#肾气鼓动乏

力#藏精功能失职#精液聚而成湿助长了玻璃膜疣的

形成*痰湿聚积造成视网膜色素上皮及上皮的脱离#

而由此又导致视网膜缺血缺氧产生视网膜下新生血

管*脾气虚不能统血有引起黄斑出血#从而形成本虚

标实#虚实夹杂的病理变化$

2

!

结语

现代医学对
()*

病因病机的研究用量化的各

种指标使之明确#但因为对本病的研究并未完全透

彻#尚处于探索阶段#必须用更大量的发现来证明$

从中医学角度来看#大多数医家认同本病与肝肾脾

有密切关系#因此现阶段#治疗上从这个角度整理思

路%选择药物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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