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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我所知，这是我国第一本较全面论述中西医角膜病的学术专著，也是我国眼科关注的一个领域。
祖国医学源远流长，在与角膜病的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春秋战国时期《淮南子》已有如下记载：“眼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
可见当时已有用烧灼治疗眼疾的方法。
西医传人我国后，从解剖学到手术学，不论在寻找病因、明确诊断和治疗手段上都极大地丰富了角膜
病学的内容。
不可否认，西医有其先进性，但也有其欠缺，由于受细胞病理学影响，研究疾病多注重局部；中医中
药则从整体出发，以改善全身，防治疾病，但病名不规范，分型不确切，也是其不可回避的不足。
如能两者统一，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则相得益彰，这对提高角膜病的防治水平将会带来新的突破
。
张仁俊、徐锦堂等教授均是多年从事中西医角膜病研究的临床专家和知名学者。
以他们的专业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上他们博览国内外近代中西医相关研究成果，集中了中西医
在角膜病研究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经验而成就此书。
《中西医角膜病学》是我国难得的中西医结合的学术专著，它可作为中西医学院校学生、研究生、教
师参考教材，对眼科医师，尤其是角膜病方面的临床工作者确实是一本难得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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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中、下3篇共51章，详尽地阐述了中医角膜病学发展史、现代医学对角膜解剖组织学、
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免疫学、角膜缘干细胞、微生物学、遗传学等最新研究成果，中医对角
膜的认识，如五轮、八廓、五行、脏腑学说与角膜的关系，角膜病因病机、辨证论治，全面阐述了各
种角膜病检查方法，先天性角膜异常，免疫性角膜病，角膜上皮病，各种微生物、寄生虫等所致角膜
炎，角膜融解病、变性、营养不良、内皮病、代谢性疾病、肿瘤、外伤、创伤修复与瘢痕防治，以及
角膜病药理学、常用药物、中药学、外用药、方剂学，角膜上皮细胞、羊膜、角膜、内皮细胞移植，
穿透性人工角膜、人工生物角膜、特殊形式角膜、结膜移植术，角膜屈光手术、治疗性角膜接触镜等
现代医学治疗手段和中医辩证论治原则及方法。
适合各级中西医眼科医师、研究人员、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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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温补派在一派火热论观点主导下，“温补派”李东垣（约1180～1251年）不盲从，从实
践出发提倡内伤学说，治疗上重视理脾胃，益元气。
眼科方面，《兰室秘藏》中特别强调脾虚影响脏腑精气不能上贯于目则目不明，治疗以治本为要。
提出了角膜病应重视脾胃的观点，认为当角膜翳久陷不起，难以修复者，当从益气升阳法，以升阳举
陷、抗邪外出、以利翳障平复，确系真知灼见。
（三）养阴派朱丹溪（约1281～1358年）认为，相火为元气之贼，阴虚则火动，治病重用滋阴降火之
法。
眼科方面，在《丹溪心法》中提出“眼黑睛有翳，皆用黄柏、知母”“眼睛痛知母黄柏泄肾火，当归
养阴水”，又谓“眼病所因，不过虚实二者而已，虚者眼目昏花，肾经真水之微也，实者眼目肿痛，
肝经风热之甚也，实者散其风热，虚者滋其真阴，虚实相因，则散热滋阴兼之，此内治之法也。
”以上学说以局部结合整体为辨证施治原则，并各具独特的学术见解，因此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角膜病
学的病因病机理论和治疗学上的内容。
元末倪维德撰《原机启微》，该书从病因病机立论，将眼病分为18大类，以《黄帝内经》等内容为指
导，结合临床经验，注重整体观念、辨证处方、内外兼施、攻补互用。
随证加减，颇具特色，亦为后世所推崇。
其中“风热不制之病”是专论角膜翳的，认为风热是引起角膜翳的主要因素，其翳的表现可为云雾、
如丝缕、如称星、如螺盖等，治之以祛风清热为主，方以羌活胜风汤加减。
若因脾胃受损、生发之气不足，元气下陷、清气不升，以致角膜翳陷下者，主张升发清气，用柴胡复
生汤。
在宋金元时代，由于官方首设眼科，从而使一部分医家专门从事眼科临床。
因此，在这个时期，眼科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临床疗效与学术水平有了提高，中国眼科从此走向独立
发展阶段。
角膜病学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体现在对角膜病的病因病机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并首次提出对角膜病进
行系统检查的方法，从而提高了角膜病的诊断水平，对角膜病的治疗也有了更为完善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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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西医角膜病学》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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