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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铿锵中医行”学术沙龙第八十五讲以“百般眼病，有关脏腑经络；望诊观目，可知脏腑虚实”为议题，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晚 ６ 点通过腾讯会议线上进行。 中医有关“眼”的生理及病理论述很多，如何理解“眼”与脏腑经络的联系？ 为什么脏

腑经络功能异常会导致眼病？ 如何通过望诊观目了解脏腑病变？ 为了深入理解眼与脏腑经络的密切联系、眼与多种疑难杂

病发病的病理关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内科教研室、赵进喜教学名师工作坊特邀请诸位中医临床专家对此开展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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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眼科（许家骏），中医内科教研室

（赵进喜），针灸科（刘宁），心血管内科（赵勇）；慈方中医馆（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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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玉平（１９６５－ ），本科，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中医针药治疗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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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眼与脏腑经络联系紧密，两者的关系历代医家多有论述，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后世

基于此提出五轮学说，逐渐形成了中医眼科理论体系。 一方面，眼病发病与脏腑经络功能失常有

关；另一方面，通过望目可以了解相关脏腑经络疾病。 眼科局部辨证结合整体辨证，可以提高临床

疗效，通过眼针技术等也可以治疗全身相关脏腑疾病。
【关键词】 　 望目；　 眼病；　 脏腑经络；　 整体观念；　 五轮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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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被称为“心灵的窗户”，是人观察外界、收集信息的重

要器官。 生理情况下，五脏六腑和经络功能正常则目得所

养，可以维持正常的视觉功能；病理情况下，若脏腑经络功能

失调，则目受其累，影响到正常的视觉功能。 另外，全身脏腑

经络病变又会反映到眼，因此通过望目可以预知或了解脏腑

经络的虚实盛衰。 为了深入理解眼与脏腑经络的密切联系、
眼与多种疑难杂病发病的病理关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

医院中医内科教研室、赵进喜教学名师工作坊组织相关专家

对眼与脏腑经络病展开讨论。

１　 眼与脏腑经络生理联系

刘宁主任医师：
中医理论认为，眼与脏腑联系紧密：（１）目与肝：肝开窍

于目，目为肝之外候，肝与目二者经络相连，关系密切。 肝藏

血，气血上通于目，目有所养而能视。 （２） 目与心： 《素

问·五脏生成篇》指出：“心舍神明，目为心使。”神明统于心

而外用于目，目是神明外达的窗口，眼视物辨色等功能均受

心神主宰。 心主血，心气推动血液上输充养目珠。 （３）目与

脾：脾主升清，通目窍，上输精气贯于目，目受精气温养而视

物清明；脾主肌肉，胞睑肌肉得水谷供养而开阖自如；脾统

血，心行血，肝藏血，血液循环和目系密切相关。 （４）目与

肺：肺为气之本，主一身之气，肺气充合，气血并行，周身泽目

得温养；肺为水之上源，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目得气血津

液濡养而明。 （５）目与肾：《灵枢·五癃津液别论》云：“五脏

六腑之津液皆上注于目。”肾为水之下源，主水，调节水液布

散津液上渗目珠化为泪与神水，润泽五轮，滋养目珠。 肾藏

精，精充则目明，肾是元阴元阳之所，涵养瞳神。
总之，眼的发育构成是五脏六腑精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诚如《灵枢·大惑论》所言：“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

而为之精。”眼能视万物，察秋毫，辨形状，别颜色，都需要五

脏六腑精气的充养。

赵进喜教授：
五轮学说是中医眼科重要特色理论，五轮学说与藏象学

说紧密关联，是我国古代传统五行哲学在中医眼科的具体应

用。 虽然五脏六腑都与眼的功能密切相关，但实际上五脏六

腑对眼的重要性并非均等，肝对于眼科疾病有其特殊地位，
藏象学说有“肝开窍于目”的论述。 而且临床眼病患者尤其

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以少阳郁热体质、厥阴肝旺体质

居多。

张玉平主任医师：
《灵枢·大惑论》云：“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

为之精。 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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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

精，而与脉并为系。 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提示眼与五脏

的有密切关系。 《审视瑶函》曰：“大抵目窍于肝，生于肾，用
于心，润于肺，藏于脾，有大有小，有圆有长，皆由人禀受之异

也。”审眼之生理，筋、脉、肉、皮、骨，五体皆备，内应五脏，关
系密切，这也为后世五轮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眼视觉功

能的正常发挥，有赖于肝藏血功能的正常。 “目者，心之使

也”，心为情志活动的主宰，七情皆可由目传；心智正常，眼
睛炯炯有神，神采奕奕，玲珑剔透。 五脏当中，心、肝于眼而

言尤为重要。

赵勇主任医师：
中医眼科学还有八廓学说，即根据八卦在眼部划分区域

并参考血脉分布深浅、走行等了解疾病的发生、进展、严重程

度等。 邱礼新教授在五轮学说基础上又提出了内五轮学说，
将视神经、视网膜血管、神经上皮层、眼肌、泪腺归入风轮，属
肝；脉络膜血管归入血轮，属心；中央生湿，在地为土，在体为

肉，在色为黄，黄斑归入肉轮，属脾；玻璃体内层 “神膏”乃肺

阴之魄，并将玻璃体及玻璃膜归入气轮，属肺；视网膜色素上

皮层则归入水轮，属肾。 “内五轮学说”是在“五轮学说”基
础上结合现代诊疗技术的一次发扬与创新。

２　 眼病的脏腑病机与望目查病

刘宁主任医师：
脏腑功能异常皆可诱发眼病。 肝主疏泄，气畅则目明，

肝气条达则情志顺畅，七情平和，气血均匀通畅，眼明视不

衰，若肝气不舒，肝郁化火，火热上炎可见红眼病等。 补土

派认为清阳不升是眼病的重要病机，如眼睑下垂等需从脾

论治；又因脾能统血，脾气虚弱，无力统摄，可出现眼内出

血。 肺气不宣或失于肃降，则影响水道及血脉通利而致眼

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肾生骨髓，主骨生髓”，
《灵枢·海论》云：“脑为髓海，髓海不足，则随目系以入于

脑，脑转则目系急。”肾藏精，精生髓，脑为髓海，髓海有余

则目光炯炯有神，髓海不足则目光灰暗。 此外，若脾、肺、
肾三脏功能异常，影响津液布散，则不能濡养目珠而发病。
肝胆相表里，胆汁减则瞳神失养护，视物模糊不清。 小肠能

泌别清浊，其轻者升而滋养周身，功能失常亦可致目不明。
大肠则会因传导失司影响肺肃降间接影响眼的功能等。 五

脏六腑或直接或间接影响眼的功能。 此外，《灵枢·厥气》
云：“气脱者目不明。”病情危重的患者，可观其眼有神与否

以判断预后。

张玉平主任医师：
眼与心关系十分密切，心智受损可见目光呆滞、神光涣

散、视而不见，甚至出现幻觉；肝开窍于目，目受血则能视，久
视伤血，眼病亦可反过来影响肝的功能。 肝主疏泄，调畅情

志，眼病可致情绪异常，情绪异常日久也可致眼病。 眼与外

界相通，易受六淫侵袭，因其位高，最易受风邪侵袭。 眼病传

变通常遵循由表入里的规律，亦可见外邪直中，急性发作，如
视网膜血管栓塞，青光眼发作等。 眼睛沟通表里内外，全身

许多病皆可致眼病，通过望目也可以了解全身脏腑疾病。 观

眼查病，如“三高”患者可见眼底血管病变，这反映了全身血

管的健康状态，是“司外揣内”的具体应用。

赵进喜教授：
可以通过眼底检查鉴别糖尿病肾脏病与高血压肾病：若

检查出有典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则表明是微血管病变引起

的；若眼底存在微血管病变，出血为蚤咬样，就可判断是糖尿

病肾脏病；如果动脉硬化眼底，或眼底出血是火焰状，就可判

断是高血压肾病。 这为辨病提供了更直观的望诊资料。 所

以说眼不仅是心灵的窗户，也是肾脏病的窗户，中医望目观

病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许家骏主任医师：
眼底镜和裂隙灯的发明使望诊进一步延伸，提供了更精

细的辨病辨证依据。 结合临床，如出血可以参考《血证论》
初期、中期、末期不同表现；炎症可辨风、寒、暑、湿、燥、火，从
六淫邪气角度入手，结合八纲、三阴三阳、体质学说对病情综

合分析。
眼科有“目病多郁”的理论，乃河北名医庞赞襄提出，眼

病分实证与虚证。 因郁致实者多暴盲，因郁致虚者多青盲。

贾海忠教授：
眼科疾病的病因以风热邪气致病居多。 角膜、结膜、眼

睑与外界直接相通，外邪往往由此直接侵袭导致相应的眼

病。 视觉功能与光线的作用关系密切，但过强过多光线刺激

可致眼疲劳而发病。 内伤眼病病邪多来自血脉。 内脏功能

失调，五脏六腑皆由心影响眼，心主血脉，故应重视血脉与眼

的关系。 年老体衰者虽有阳虚之相，但常因眼部阳热旺盛，
少见阳虚征象，仅有机体羸弱虚极时可见，如疳积、虚脱等可

见一派寒象。

３　 眼病的辨证论治与眼针治疗多种脏腑杂病

赵进喜教授：
三阴三阳辨证在眼科疾病的临床运用，也是基于整体

观念。 中医非常重视望神，望目是望神的关键，阳明病三急

下证所述，一旦出现睛不和则需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睛不

和为神志改变，由其发展则可至真阴耗竭。 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糖尿病合并青光眼者，常有少阳郁热，或厥阴肝旺，
治疗上强调清解郁热，用清解糖宁方、清解明目方等，取效

甚佳。
研究古代眼科名方可以发现，风药特别常见，如荆芥、防

风、羌活、独活、白芷、蔓荆子、薄荷、桑叶、菊花等，如此选药

的理论依据为“巅顶之上，唯风药可到” “风能胜湿”。 风药

宣发，能疏肝解郁，如逍遥散内有薄荷，取其疏肝之用。 风药

上行，无论内障眼病或外障眼病，皆可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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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对眼病的治疗更为重要，效方如滋阴降火丸，屡用屡

验。 肝经郁热、风火上炎、肝火上炎、络破血溢等，随证变法，
则取效甚佳。

眼科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与治疗糖尿病肾脏病所

组方思路类似，如益气养阴、活血通络、活血化瘀等，似乎少

见眼科特色。 眼病与全身脏腑经络相关，虽是局部病变，但
无论哪一科室都应回归中医原创性思维指导临床，局部辨证

与整体辨证相结合，综合考虑，以偏概全或顾此失彼皆不可

取。 临床应坚持辨体质、辨病、辨证“三位一体”的诊疗模

式，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许家骏主任医师：
肝开窍于目，眼睑开合而角膜露于外，亦为皮毛，而肺主

皮毛，因此，目与肝、肺两脏关系密切。 基于 “角膜属肺”的
理论，高景秀教授用麻杏石甘汤治疗病毒性角膜炎，尤其是

盘状病毒性角膜炎，疗效确切。
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的病因病机中西医相

通，多因情志致病，临床多用丹栀逍遥散，目病多郁，故临床

常从疏肝解郁的角度选方用药。 如青光眼患者常有 Ａ 型性

格，语速快，易急躁，类似少阳、厥阴体质，常用逍遥散加减。
临床辨病辨证结合，确定青光眼后，依据病机辨证施治，若有

水液代谢问题常用三仁汤加丹栀逍遥散，或温胆汤加丹栀逍

遥散。
此外眼病常有病程迁延者，应注重分期，随证加减，如青

光眼日久需固护肝肾，适当补益温通，用四物五子丸加减；眼
底静脉栓塞则需局部辨证与分期辨证结合，早期止血，中期

活血化瘀，晚期益气活血结合软坚散结；视神经萎缩、内脏相

关眼病常用通络法，常用虫药，同时佐以化痰、活血化瘀等。

赵勇主任医师：
基于“内五轮学说”，眼科疾病如视神经炎、视神经萎缩

等，多从肝论治，治法不离疏肝、柔肝、养肝、清肝、泻肝、镇
肝。 眼内出血多从心论治，诸血者皆属于心，脉络膜炎以补

肾水泻心火为法。 黄斑病变，从脾胃入手，常用益气聪明汤，
日久则需益火培土等。 视网膜脱离脱落，考虑玻璃体、视网

膜附着力不强，应大补肺气。

贾海忠教授：
临床诊疗需强调系统思维，脏腑亦有整体观，不能因肝

开窍于目，就拘泥于养肝。 还应始终从血脉的角度看眼病，
结合脏腑功能异常的表现辨证论治。 如房水混浊，本质上还

是血液循环的问题。 对抑郁的病人，因光亮能调节机体功能

的兴奋和抑制，多接触光照有利于病情好转。 再具体到辨证

选方，如以四物为基础治疗，熟地补肾与元气，当归、川芎养

血，改善微血管瘀血，若瘀重改用赤芍。 气滞血瘀多用血府

逐瘀汤；眼病兼见胃肠湿热、瘀热，湿多用茵陈蒿汤，热盛用

四妙勇安汤；若体质虚弱，兼有湿热，则加人参、黄芪、甘草等

补益药。 历代医家所说体虚慎用补药因其恋邪或虚不受补，

实为火候把握欠佳，而非不应补益，补元气，祛湿热同用并不

矛盾。

张玉平主任医师：
五轮学说明确了眼的解剖部位与脏腑分属，是眼科独有

的辨证方法。 瞳仁属肾，称为水轮；黑睛属肝，称为风轮；两
眦血络属心，称为血轮；白睛属肺，称为气轮；眼睑属脾，称为

肉轮。 《重订通俗伤寒论》曰：“凡病至危，必察两目，视其目

色，以知病之存亡也，故观目为诊法之首要。”五轮学说强调

局部与全身辨证相结合，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临床上既要

重视局部辨证，也要注重全身辨证。 陈达夫教授提出眼科六

经辨证理论和方法，是将眼与全身密切结合诊治的典范。 同

时，眼似钥匙，可开许多疾病的治疗大门，《灵枢·口问》云：
“目者，宗脉之所聚也。”眼周有经络至少十一条，这为从眼

治疗全身疾病提供了生理基础；“目者命门也”“平旦阴尽阳

气出于目，目张则气行于头。”彭静山教授根据《黄帝内经》
《证治准绳》观眼查病，首创眼针疗法，通过眼周穴位针刺治

疗全身疾病，在妇科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如中风、
痴呆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４　 结语

中医重视整体观念，重视脏腑与眼的生理病理联系，眼
虽小却可反映脏腑经络功能正常与否。 应用现代医学的检

查手段作为望诊的延伸，要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推陈出新，
将传承与创新做到有机结合。 临床诊疗要回归中医原创性

思维，重视局部与整体辨证结合，重视辨体质、辨病、辨证

“三位一体”的诊疗模式；另一方面，通过望目了解脏腑经络

的虚实盛衰、通过眼针技术等治疗脏腑经络病变，有利于提

高临床疗效。

张玉平主任医师简介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针药临床 ３０
余年。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４０ 余篇， 发表科普文章 １００ 余篇，合

写论著 １０ 余部。

许家骏主任医师简介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眼科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

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固脱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

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常务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十二五”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眼科

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

赵进喜教授简介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内科教研室主任。 博

士生导师，博士后工作站指导老师。 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学

术继承人。 师从中医内科学专家王永炎院士、肾病糖尿病专

家吕仁和教授和肾脏病理专家魏民教授。 国家中医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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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医内科内分泌重点学科带头人，首都名中医，北京市高

等学校教学名师。

贾海忠教授简介

北京慈方医院管理公司董事长。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

生导师，全国第二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第三批名老中

医史载祥教授学术继承人。

刘宁主任医师简介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医学博

士，第五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刘景源教授学术传承人，刘景源

名医工作室负责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经方专业委员会

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养生学会理事。

赵勇主任医师简介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医学博

士，师承博士后。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介入心脏病学专业

委员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介入心脏病学专家委员会委

员。 主要研究中医药治疗心力衰竭、高脂血症以及心律失

常。 师承全国名中医郭维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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