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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糖皮质激素眼用制剂在角膜和眼表
疾病治疗中应用的专家共识(2016年)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角膜病学组

糖皮质激素(以下简称激素)类眼用制剂是目

前治疗眼部炎性反应最常用和最有效的药物之

一。在角膜和眼表炎性反应疾病中，合理应用激素

眼用制剂能够快速有效控制炎性反应和病情。但

是，不规范使用可能导致疗效差，甚至出现严重副

作用，如使病情迁延、角膜感染加重等。强调眼科

医师应掌握激素眼用制剂使用的适应证和用法，对

角膜及眼表疾病的治疗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此，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角膜病学组对激素眼用制

剂在角膜和眼表疾病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并形成

共识，为临床眼科医师治疗相关疾病提供参考。

一、临床常用激素眼用制剂及其分类

按药物作用时问，激素眼用制剂可分为短效、

中效和长效3个种类。短效类有氢化可的松眼液，

作用时间为8—12 h；中效类有1％醋酸泼尼松龙眼

液、0．5％醋酸可的松眼液、0．5％氯替泼诺眼液、

O．1％和0．02％氟米龙眼液，作用时问为12—36 h；

长效类有0．025％地塞米松磷酸钠眼液等，作用时

间为36—54h⋯。此外，还有激素联合抗生素的复

方制剂，如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液(0．1％)和眼

膏，复方新霉素+多黏菌素+醋酸泼尼松龙眼液

(0．5％)等。一般而言，眼液或眼膏的药物浓度越

高，进人眼内的药物浓度就越高。醋酸配方制剂具

有亲脂性特点，较磷酸盐制剂具有更好的角膜渗透

性。研究表明激素与抗生素合用，激素的生物利用

度会出现不同程度降低。

二、激素眼用制剂的适应证

1．免疫相关性角膜及眼表疾病：过敏性角结膜

炎、中重度干眼、免疫相关性角膜炎，周边部角膜溃

疡可在排除感染的情况下密切观察使用。

2．感染性角膜病：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炎基质

型和内皮型、细菌性角膜炎感染控制后、病毒性角

结膜炎伴有伪膜形成、钱币状角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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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角膜移植手术后预防及治疗免疫排斥反应。

4．激光角膜屈光手术后，常见角膜和眼表手术后。

5．各种类型角结膜烧伤的早期(1周内)和恢

复期。

三、激素眼用制剂的副作用

1．诱发激素性眼压升高和青光眼：针对儿童眼

部滴用0．1％地塞米松眼液的研究发现，少数儿童

短至1周可出现显著的眼压升高”1。还有一些激素

容易引起继发性青光眼。有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或青光眼家族史者、高度近视眼患者、糖尿病患者

等为敏感人群。

2．病毒、真菌、棘阿米巴和诺卡菌感染加重以

及诱发新的感染。

3．角膜上皮修复和伤口愈合延迟，角膜基质融

解，甚至角膜溃疡、穿孔等。

4．诱发激素性白内障。

四、激素眼用制剂的使用原则

1．角膜感染病因不明者不用或慎用。

2．中央角膜溃疡者慎用或不用；周边免疫相关

性角膜炎伴浅溃疡者可试用，建议先小剂量使用低

浓度和半衰期短的眼液，慎用眼膏和结膜下注射给

药方式；周边免疫相关性角膜溃疡、病毒性角膜炎

基质坏死型者，可在行角膜坏死组织清除联合羊膜

覆盖术或结膜瓣移植术后应用激素眼用制剂p。5，。

3．符合适应证的角膜及眼表疾病者，初始可使

用足量高浓度制剂，有效后逐渐减量。首选单纯激

素眼用制剂。

4．用药后应密切观察随诊，减少并发症发生。

慎用激素者在使用激素后建议48 h内随访。

五、激素眼用制剂的禁忌证

1．感染性角膜溃疡：包括真菌、棘阿米巴”I和诺

卡菌感染角膜溃疡；病毒性角膜炎上皮型及急性淋

球菌角结膜炎。

2．眼部热烧伤和化学烧伤致角膜自融期。

3．相对禁忌证：细菌性角膜溃疡，一般不使用

激素眼用制剂；若病情已得到控制，可在足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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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生素治疗基础上，选用小剂量、低浓度和短效

激素眼液。

六、激素眼用制剂在常见角膜及眼表疾病中的

应用

(一)春季角结膜炎

研究表明细胞免疫反应在该病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抗复发治疗是临床工作中的难题。抗细胞

免疫反应的疗效可能更佳。结膜刮片检查和共聚

焦显微镜检查对诊治有指导意义。

1．急性期治疗：(1)激素局部应用是十分有效

的对症处理方法，但不能治愈该病；常用中效类激

素眼液，每天3或4次；症状严重者，激素眼膏每晚

1次；待结膜充血减轻，眼液改为每天2次，眼膏逐

渐减量；至临床症状消失才考虑逐渐停药(激素使

用时间约为2周)。联合使用色苷酸钠眼液可增加

疗效。(2)l％环孢素A眼液，每天3或4次，或0．1％

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眼液，每天2次，同时

加用非甾体类抗炎眼药，可减少激素眼用制剂的

用量。

2．预防复发：(1)应用低浓度激素眼液，如

0．02％氟米龙眼液，每天1或2次，根据病情治疗时

间可延长至2—3个月盯I。(2)临床症状和体征均消

失后，1％环孢素A眼液或0．1％FK506眼液，每天

1或2次，维持3～6个月181。

(二)结膜炎

1．急性细菌性结膜炎：若病变累及角膜，在使

用足量抗生素的前提下，可局部联合使用激素眼

液，以减轻炎性反应及避免出现角膜并发症p，。常

用复方或低浓度激素眼液。症状明显改善后，若角

膜仍有浸润，应继续使用激素眼液，时间一般不超

过2周。

2．病毒性角结膜炎：在炎性反应基本控制，但

发现已累及角膜，出现如钱币状角膜炎，尤其病灶

累及瞳孑L区时，应在使用抗病毒药物的前提下，较

高频率使用较高浓度激素眼用制剂。在角膜钱币

状混浊消散、角膜恢复透明时，激素眼用制剂开始

减量，并持续使用低浓度、低剂量激素眼用制剂，维

持3～4周后停药，以防止复发。

(三)干眼

轻度干眼不需要使用激素眼液。中、重度干眼

伴眼表炎性反应患者，局部使用小剂量、低浓度激

素眼液对干眼的治疗有效，建议在炎性反应控制后

逐渐停药n⋯。对于慢性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干

眼，需要进行物理治疗，在使用抗生素的同时，可联

合局部使用小剂量、低浓度激素眼液。

(四)蚕蚀性角膜溃疡和边缘性角膜溃疡

对于这两种初发于角膜周边部的角膜溃疡，只

在溃疡面积较小且表浅时考虑局部使用激素眼用

制剂。

1．按照角膜溃疡激素眼用制剂禁用的原则，只

能在医师的严密随访下使用低浓度、小剂量激素眼

液。若使用后角膜溃疡变小，炎性反应减轻，可考

虑加大剂量和使用高浓度激素眼部制剂；若使用后

角膜溃疡面积扩大或加深，应立即停药。应在行羊

膜、游离结膜瓣或部分板层角膜移植术后，再使用

激素眼用制剂⋯，。

2．联合使用l％环孢素A眼液或0．1％FK506眼

液，可以有效减轻炎性反应和减少激素眼液的用量。

3．伴有全身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需要请风

湿免疫科会诊，考虑使用全身免疫抑制剂。

(五)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炎

1．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内皮炎：包括盘状角膜

炎和角膜内皮虹膜炎。虽然目前临床诊断标准并

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该病除了病毒感染造成损

伤外，免疫因素也同时参与了病理过程。激素局部

应用：(1)全身和局部进行抗病毒治疗时，联合使用

激素眼用制剂十分重要n21。高浓度激素眼液每天

使用4次，每晚使用激素眼膏。(2)1周后改为使用

低浓度激素眼液，每天3或4次，眼膏也可逐渐减少

次数，如0．02％氟米龙眼液每天使用2次、1次到隔

天使用1次至停用，可持续使用3个月。

2．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基质炎：(1)在治疗中

激素眼用制剂的使用方法同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

内皮炎，即在全身和局部进行抗病毒治疗时，联合

使用激素眼用制剂“31。(2)当基质坏死型角膜炎出

现溃疡时，局部慎重使用激素眼用制剂。为了尽快

控制角膜的炎性反应，应行角膜溃疡清创联合羊膜

覆盖或结膜瓣移植术，术后即可局部常规使用激素

眼用制剂131。

(六)角膜移植手术后预防及治疗免疫排斥反应

1．预防用药：角膜移植手术后局部常规使用激

素眼用制剂的原则是术后即使用大剂量和高浓度

激素眼用制剂，约1个月后根据眼部情况逐渐减少

用药次数，降低药物浓度，并维持使用。建议穿透

性角膜移植术后中、低浓度和低剂量激素眼用制剂

维持使用约1年时间”41，同时联合使用1％环孢素A

眼液或0．1％FK506眼液以减少免疫排斥反应的发

生。但对于真菌、棘阿米巴感染者，一般在角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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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手术后2周内不使用激素眼用制剂，2周后无复

发迹象开始低浓度、小剂量使用激素眼液，若使用

后炎性反应减轻并确认未出现复发，可考虑增加激

素眼用制剂的剂量和浓度旧1。

2．治疗用药：无论出现角膜上皮型、基质型还

是内皮型免疫排斥反应，原则上全身和局部(眼部)

均应使用激素。尤其出现内皮型免疫排斥反应时，

及时、快速使用高浓度激素眼用制剂，对挽救角膜

移植片的内皮细胞非常重要n”。治疗方案：(1)全

身用药：静脉给药多在术后1～3 d静脉滴注短效激

素，如氢化可的松注射液，每天100 mg(成人)或每

天每千克体重2 mg。静脉给药结束后改为口服给

药，如醋酸泼尼松，原则上使用约1个月后逐渐减

量至停用。(2)局部用药：l％醋酸泼尼松龙眼液是

激素含量最高的眼液，故常用于控制角膜移植手术

后的免疫排斥反应。早期每1～2 h使用1次，每天

使用6次或以上，激素眼膏每晚使用1次，同时可联

合使用1％环孢素A眼液或O．1％FK506眼液。1～

2周后根据角膜移植片恢复情况，减少激素眼用制

剂的使用频次，免疫排斥反应控制后降低激素眼用

制剂的浓度和使用频次，并维持应用。

角膜移植手术后预防和治疗免疫排斥反应，激

素的使用量大，用药时间长，易诱发激素性眼压升

高和青光眼，建议在使用激素的过程中，每月监测

眼压变化。角膜移植围手术期激素的使用建议见

《我国角膜移植术专家共识(2015年)》”61。

(七)角膜和眼表烧伤(包括酸、碱化学烧伤和

热烧伤)

只要角膜上皮有缺损和角膜缘有缺血，原则上

在行羊膜移植覆盖术后应使用激素眼用制剂。烧

伤后1周内使用激素眼用制剂较为安全，2周后胶

原酶和金属蛋白酶激活，易发生角膜融解，故应根

据角膜是否出现溃疡和融解，决定是否继续使用激

素。若角膜上皮仍有缺损或已出现溃疡，应再行羊

膜移植覆盖术，术后可低频度使用低浓度激素眼

液，维持3～4周。

(八)激光角膜屈光手术

1．预防用药：角膜基质手术后第1天开始使用

激素眼用制剂，根据屈光度数越高激素使用浓度越

高的原则，可选择1种激素眼液，如地塞米松眼液、

醋酸泼尼松龙眼液或氟美龙眼液，每天4次，使用

7～10 d停药。角膜表层手术后建议首先使用高浓

度激素眼液，7—10 d后改用低浓度激素眼液，如

0．1％氟美龙眼液，每天4次，1个月后逐渐减为每天

3次、2次、1次，每次1或2滴，使用2—3个月。对

高度和超高度屈光度数患者，建议在使用激素眼用

制剂过程中，适量加用降眼压药物，并每月监测眼

压变化。

2．治疗用药：使用范围包括角膜表层手术后角

膜上皮下混浊；角膜基质手术、飞秒激光制瓣角膜

手术后角膜层间混浊；非正常LASIK，包括纽扣瓣、

碎瓣、不均匀瓣、超薄瓣；轻度(2级及以下)弥漫性

层间角膜炎(diffuse lamellar keratitis，DLK)、层间碎

屑等。2级及以下DLK使用激素眼用制剂预防量

达不到治疗目的，需要增加激素眼用制剂的用量和

时间，并同时口服激素“7I。

冲击疗法：严重的角膜上皮下混浊(3级及以

上的haze)、角膜明显瘢痕、严重DLK、治疗一段时

间无效果或效果不明显、视力低于预期矫正视力

3行以上者，需要对眼部进行激素冲击治疗。冲击

疗法的用药量通常为治疗量的3倍，每天使用3或

4组，每组3或4次，每次1滴，间隔5 min。用药时

间与病程多呈正相关，患病时间越长，用药时间相

对越长，同时与患者的个体敏感性具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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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前任委员)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眼科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医院(前任

委员)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沈阳军区总医院眼科

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眼科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

广东省眼库

解放军总医院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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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