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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眼睛能够明视万物，辨别颜色，是端赖五脏六腑精气的滋养。在人体的⼗ 二条经络中，只有肝经是本经直接上
连目系的，其它都是透过络脉而与目相连。这里的目系，也称为称眼系，指眼球后方与脑相连系的组织。 
关键词：中医眼科；治法；综述 

 
中医眼科是中医临床学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是以中医基

础理论为基础，研究中医的生理、病理、临床表现、诊断、辨证论
治、利用眼病的发生、发展及脏腑与经络的功能关系治疗和预防眼
病。其任务是预防和治疗眼病，保持人体视觉器官的健康。中医眼
科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门临床学科，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发展历史 
中医眼科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一门临床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和中医
药的发展密切相关。虽然其发展历史是一致的，但其发展和学术特
征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期、奠基期、独立发展期、繁荣期、
衰退期和复兴期。 

萌芽时期(上古-南北朝)中医眼科起源于古代，经历了中国历史
上的商、周、秦、汉。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在经过一病一药的漫
长而原始的眼病治疗时期后，开始探索眼睛的解剖结构、生理和病
理，甚至在辨证论治的方向上取得了进展。早在殷墟出土的碑文中
就有“眼”、“病”等记载。春秋时期,“诗经”和“历史的书”,有
一个盲人,根据不同的症状,采用“是”、“覆盖”和“苏”字区分,提
高预防和治疗眼睛疾病的医学知识和积累,并开始从实践到理论,载
人航天医学书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中医中并没有系统
的眼科学理论，也没有专门的眼科学专著。 

衰落复兴(清朝至今鸦片战争)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由于国家政治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医事业也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医眼科
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也从繁荣走向衰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中医眼科才迅速发展起来。由于西方眼科的传播和影响，中西
医结合为眼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山东博兴人魏汝正(1847-1929)
是魏氏眼科的创始人。他早年行医，晚年编纂了一本眼科专著。《眼
科集要》是一本专注于眼科诊断和治疗的专业著作，《眼科集要》
是当时的眼科综合著作，具有较高的中医眼科历史资料和参考价
值。清代其魏春恩继承了父亲的足迹，晚年是作者《记在眼科疾病》
等重要医学文献的作者，并继承和发扬了它。 

二．经典著作 
1. 《黄帝内经》写于战国时期，对眼睛的解剖生理、眼病的病

因病机、临床症状和针灸治疗等方面作了初步探讨。眼科疾病有红
斑、焦虑、眼角、眼下肿胀、视力不清、失明、视歧义等 30 多种。 

2. 神农不同于传统经典,编制有关秦汉,包含 365 种药物,包括
70 多种眼科药物,可用于治疗眼睑等疾病,眼角,白色的眼睛,黑色的
眼睛,和蒲同申,以及一些系统性疾病的眼部症状。许多药物仍被广
泛应用于眼科。 

4. 隋朝，晁元芳等《病源论》在一本眼病中收集了 38 个证候，
包括眼睑、眼角、白眼、黑眼、瞳孔等局部病变。此外，也有关于
突发性眼、近视和一些与全身性疾病相关的眼病的记载，对症状和
发病机制的描述比前人更进一步。 

5. 在唐代,孙思邈浅近药方写道,眼疾上市之初卷七七窍疾病,
首次明确提出了 19 个因素很容易导致眼疾,如吃 5 草药原料和晚上
读好的书,以及一些预防措施防止眼疾,第一次描述了老年人的头
晕。在治疗眼病方面，记载了参曲丸等内外部处方 81 个。此外，
还介绍了熏蒸、外敷、钩切等眼病外治、针灸、推拿等疗法。因此，
该书对眼科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三．外部治疗概要 

外治:眼外治是利用祛风、清热、除湿、活血通络、化瘀散结、
祛除义明目等不同疗效的药物或手法，直接从眼外治疗。它被广泛
应用于临床实践。它通常与内部治疗密切配合，特别是对于外部障
碍。有很多种外部治疗,除了纯物理治疗如冷压缩,热敷,也有外部的
用药物治疗,如眼药水、眼粉点眼,眼药膏涂眼、药物熏蒸,外部应用
程序,有仪器与外部治疗,如钩,针拨，玩，熨烫。现代中医眼科积极
改进传统的外治方法。1. 点眼药法是将药物直接点在眼睛上，主要
用于祛红肿、祛泪、止痒、祛翳。适用于白内障眼病及部分白内障
眼病的治疗。常用的眼药水、眼粉和眼药膏三种。用眼药水把药打
成水，用眼粉把药打成很细的粉末。把药涂成膏状现在一般使用软
管软膏。 

2、熏蒸是用液体滚烫的气体对眼睛;冲洗的方法是将汤剂过滤
后，将患眼冲洗干净。一般为洗后熏制，统称熏制洗法。这种方法
除有药物的温热作用外，使眼部气血通畅，能驱散邪滞，还可通过
不同的药物，直接作用于眼部，起到疏通经络、红肿消肿、止痒止
泪等作用。适用于眼睑浮肿、羞愧、光亮、疼痛、流泪等外阻性疾
病的排出和排出。 

3、应用方法分为热敷、冷敷和药敷三种。热敷可以疏通经络，
宣通气血，有散瘀消肿止痛的作用。适用于伴有眼红肿痛的视力障
碍患者，也可用于眼外伤 24 小时后眼睑红紫肿痛、老年白眼出血、
瞳孔灌注的患者。一般分为湿式热敷和干式热敷两种。冷敷具有凉
血、止血、止痛的作用。适用于眼睑外伤后 24 小时内皮下出血肿
胀，也可用于眼部肿胀疼痛。一般采用冷水毛巾或冰塑料袋。用药
方法用药方法是选用各种具有不同功效的药物，如清热凉血、舒经
活络、散瘀止痛、化痰软化、收敛除湿、祛风止痒等，直接涂抹于
眼睑及其附近皮肤。适用于各种外部障碍物。眼睑疾病和外伤最为
常见。当罗 

4、冲洗法:结膜囊冲洗法是用清水或药液直接冲洗眼睛的方法。
结膜囊内充血异物或化学物质是冲洗的目的，清除结膜囊内充血异
物或化学物质，适用于泪液较多的白眼病、结膜囊内异物、化学性
眼外伤的术前准备及急救措施等。泪道冲洗是用液态水冲洗泪道的
一种方法。主要用于检测泪道是否畅通，清除结膜囊内积聚的分泌
物。适用于有冷泪症及眼漏的患者，或作为眼内手术前的常规制剂。 

5、打洗法:用针或粗糙的仪器表面轻轻刺破或刮伤患处。玩后
用水洗毒血瘀，所以叫玩洗法。这种方法具有祛瘀滞、散邪毒、疏
通局部气血的作用。如果将器皿用药物浸泡(如鱿鱼骨浸泡在水中)，
药物可直接到达病变组织内部，起到协同治疗作用。此法适用于眼
睑内表面有瘀血或粗颗粒的病变。如眼睑肿硬、胡椒疮、小米疮、
细胞肉质胶凝、眼睑淤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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