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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角膜皮样囊肿是一种长在人或动物的角膜、结膜、角巩膜等处被覆毛发的异常皮肤样组织。
在人和动物均可见,动物中尤其是在牛和犬中较为常见。角膜皮样囊肿可以引发眼睑痉挛、眼分泌

物增加、结膜炎、角膜炎和角膜溃疡等,严重者可导致角膜穿孔和眼球坏死。通过角膜切除术或结

膜切除术,切除角膜皮样囊肿并对症治疗的方法来治疗眼部角膜皮样囊肿。以下是在2022年3月

接诊的一例幼年法斗犬患有右侧眼角膜皮样囊肿,对患犬实施浅层角膜切除术切除右侧角膜皮样

囊肿并用结膜瓣遮盖的手术方法进行治疗,术后恢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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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neal
 

dermoid
 

cyst
 

is
 

a
 

kind
 

of
 

abnormal
 

skin
 

-
 

like
 

tissue
 

that
 

grows
 

in
 

the
 

cornea,
 

conjunctiva,
 

and
 

cornes-
clera

 

of
 

human
 

or
 

animal.
 

It
 

is
 

found
 

in
 

both
 

humans
 

and
 

animals,
 

and
 

is
 

more
 

common
 

in
 

animals,
 

especially
 

in
 

cattle
 

and
 

dogs.
 

Keratodermoid
 

cysts
 

can
 

cause
 

blepharospasm,
 

increased
 

eye
 

secretions,
 

conjunctivitis,
 

keratitis
 

and
 

corneal
 

ulcers,
 

and
 

severe
 

cases
 

can
 

lead
 

to
 

corneal
 

perforation
 

and
 

eyeball
 

necrosis.
 

Keratodermoid
 

cysts
 

of
 

the
 

eye
 

are
 

treated
 

by
 

keratectomy
 

or
 

conjunctival
 

excision,
 

removal
 

of
 

the
 

keratodermoid
 

cyst
 

and
 

symptomatic
 

treatment.The
 

following
 

is
 

a
 

case
 

of
 

a
 

juvenile
 

fight-
ing

 

dog
 

with
 

right
 

keratodermoid
 

cyst
 

received
 

in
 

March
 

2022.Superficial
 

keratectomy
 

was
 

performed
 

on
 

the
 

dog
 

to
 

remove
 

the
 

right
 

keratodermoid
 

cyst
 

and
 

cover
 

the
 

keratodermoid
 

cyst
 

with
 

conjunctiva
 

flap,and
 

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was
 

satis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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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膜皮样囊肿是一种先天性绒毛膜瘤,其特征

是在不适当的位置存在异位皮肤组织,它们可能生

长在眼睑、结膜、角膜和角巩膜等位置。在所有物种

中偶尔可见,但在牛和犬较常见。在犬中,如圣伯

纳,德国牧羊犬、腊肠犬、法斗犬等品种对该病具有

易感性。皮样囊肿含有许多正常皮肤的组织,如表

皮、真皮层、脂肪、皮脂腺、脂肪组织和毛囊,有被毛

生长。这些组织与角膜和巩膜黏连,随着患病动物

年龄增长,皮样囊肿随之长大,影响视力,造成眼睛

的不适,同时由于毛发刺激眼球,可引发眼睑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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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膜炎、眼分泌物增加、慢性角膜炎和角膜溃疡等症

状,严重者可导致角膜穿孔和眼球坏死。

  本文就一例幼年法斗犬患有右侧眼角膜皮样囊

肿,诊断与治疗进行分析,为临床上该病的诊断和治

疗提供参考。

1 法斗犬眼角膜皮样囊肿病例情况

法斗犬,6月龄,未绝育雌犬,体重10
 

kg。疫苗

和驱虫均已完成。无既往病史。主诉该法斗犬从小

眼睛长出一块带毛的组织,以为是倒睫毛就没到医

院就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块长毛的组织逐渐刺

激眼睛,流出黄色脓性分泌物,遂来看诊。患犬精神

状态良好,食欲正常,粪便和排尿正常。

2 法斗犬眼角膜皮样囊肿临床症状

体格检查患犬体型正常。眼部视诊检查可见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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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右眼)上下眼睑未见明显异常,结膜轻度充血,第
三眼睑轻微提拉,可见眼睑面充血水肿,眼球表面有

一个圆形棕色,被覆有毛发的皮肤样组织增生,边界

清楚,位于角膜八点钟至十点钟范围内,角巩膜与结

膜交界处,皮肤样组织的毛发朝向角膜,因毛发的刺

激导致角膜溃疡及黑褐色瘢痕;左眼未见明显异常

(见图1)。

图1 临床外观

3 法斗犬眼角膜皮样囊肿诊断

右眼黄色黏稠样分泌物较多,结膜水肿充血,角
膜荧光素染色阳性,有散在的溃疡面(见图2)。患

犬的左眼和右眼均能对所有视野内的棉絮球的运动

做出反应,表明视力正常。表1为眼科基本检查项

目及情况。

图2 荧光素染色试验,溃疡部位被染色

表1 眼科基本检查

项目 眼球 左眼 右眼

眼球大小 正常 正常

眼球/眼眶
眼球位置 正常 正常

眼球运动 正常 缓慢

按压眼球 正常 正常

视力评估
威胁反射 正常 正常

炫目反射 正常 正常

瞳孔对光反射
直接性 <2秒 缓慢

间接性 <2秒 缓慢

泪液测试 - 24
 

mm/min 18
 

mm/min

荧光素检查 - 正常 有散落的荧光色

眼压测量 - 15
 

mmHg 16
 

mmHg

裂隙灯检查 - 正常
病变处角膜透明度降低,

角膜基质增厚水肿

  结合发病情况和眼部临床症状,初步诊断为右

眼先天性角膜皮样囊肿,并发角膜溃疡。

4 法斗犬眼角膜皮样囊肿治疗

该病通过实施浅层角膜切除术切除角膜皮样囊

肿治疗,并用结膜瓣遮盖住切除部分。术后,给患犬

佩戴伊丽莎白圈,配合滴眼药水。合理应用广谱抗

生素,防止继发感染,促进角膜愈合。

4.1 手术方法

4.1.1 麻醉保定 患犬预先注射硫酸阿托品(0.04
 

mg/kg,SC)。麻醉用丙泊酚(7
 

mg/kg,静脉注射)

诱导,并用异氟醚维持。左侧卧保定,固定好患犬

头部。

4.1.2 术前准备 病犬眼部周围剪毛,用生理盐水

充分冲洗患侧眼睛,将上下水肿的眼睑底部都要进

行充分冲洗,用无菌纱布将眼部擦拭干净。眼球表

面2.5%盐酸利多卡因浸润麻醉。

4.1.3 手术过程 用眼睑开张器撑开眼睛,使得眼

睑外翻,将眼球完全暴露出来。用持针钳钳夹4~0
缝和线穿过角膜表面的皮样增生组织,提紧缝合线

加以固定眼球。用齿镊夹住肿物的表皮,再用眼科

剪紧贴眼球表面,沿其外围0.5
 

mm的角膜区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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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划切,将角膜浅层剥离,分离至角膜缘部,将长

在结膜与角巩膜相接触的增生组织,谨慎分离。及

时止血,保证视野清晰。分离完成后,从下眼睑内侧

取下一块与切除部分差不多大小的结膜瓣备用。将

备用的结膜瓣覆盖在患处,用8~0缝合线结节缝合

(见图3)。

图3 结膜瓣遮盖修补后外观

4.2 术后护理

手术后12
 

h之后可饲喂流质食物,保证充分的

饮水。术后需要给患犬佩戴伊丽莎白圈,防止患犬

因伤口疼痛,而造成二次伤害。口服速诺250
 

mg,
一次一片,连用14

 

d。每日至少清理患眼3次。用

患犬自体血清配制的眼药水,4次/
 

d,1~2滴/次;

0.3%透明质酸钠滴眼液,6次/
 

d,1~2滴/次;贝复

舒滴眼液(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滴眼

液),3次/
 

d,1滴/次。氧氟沙星滴眼液,3次/
 

d,1
~2滴/次。每种眼药水在使用时,间隔10

 

min。

4 法斗犬眼角膜皮样囊肿治疗结果

患眼角膜皮样囊肿完全切除,经过7
 

d的治疗

后,该患犬全身无其他不良反应,右眼手术部位红肿

减退恢复良好(见图4)。经过14
 

d的治疗角膜溃疡

开始愈合,荧光素检查阴性,结膜充血水肿消退,分
泌物基本消失,且无溃疡复发。

图4 术后7
 

d外观图

5 法斗犬眼角膜皮样囊肿诊疗法讨论

犬角膜皮样瘤,其病因大多认为由于早期胚胎

发育异常,引起视神经环与体表外胚层间的中胚叶

组织变形转化的结果。角膜皮样囊肿是异位眼睑组

织,是由该部位不正常的组织组成的先天性肿瘤。
多数覆盖着毛发。虽然上面的毛发组织可以通过手

动脱毛或电脱毛去除,但它可能会再生。角膜皮样

囊肿在人和各种动物中都有报道,普遍认为这种疾

病通常是先天性的,散发性,相对比较少见。
浅层角膜切除术切除角膜皮样组织,是首选治

疗方法,是缓解其相关临床体征的必要条件。如果

皮样细胞尚未被完全切除,则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

的复发。选择角膜切除术或结膜切除术,取决于所

涉及的区域。还要在手术切除过程中要注意观察增

生物基底部情况,防止伤及巩膜及角膜深层。
本次病例使用球结膜瓣遮盖,一方面起到保护

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生物源的剌激使角膜病

变组织得到活性纤维细胞,结膜瓣可以将免疫细胞,
免疫分子和细胞因子运送到角膜的表面,参与角膜

的修复,促进健康组织的生成。除此之外,羊膜移植

重建角膜,联合第三眼睑遮盖术,可促进大面积皮样

病变切除后的角膜的愈合。在角膜修复的病例中,
使用猪小肠黏膜下层作为角膜重建技术已被广泛

使用。
病例选用眼药水进行点眼时,选择用患犬的自

体血清配制的眼药水效果更佳。根据近年来研究

中,因其制作简单,使用方便,并且能治疗大部分眼

科疾病,自体血清被推荐为首选产品。自体血清中

含有多种细胞因子,如EGF、TGF-β、FGF、维生素

A及纤维连接蛋白,其中EGF和维生素 A在维持

眼表上皮的增殖、分化和成熟起重要作用,对角膜溃

疡的修复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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