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茯苓、桑白皮行气利尿；辅以细辛、官桂、白芷等
温阳化气。临床组方中常加入泽兰、泽泻、牛漆、
龙葵以加强活血利水�需特别提出的是肺癌胸腔积
液治疗中关于中药龙葵的使用�剂量比较大�每剂
50～60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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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从肝胆论治青风内障

李　翔　谢　钊
△
　张　敏　黄江丽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本文从眼与肝胆在生理、病理上的密切关系�阐述青风内障的病因病机、病位、治则等各方面�明确了肝
胆在青风内障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青风内障　从肝胆论治　学术探讨
　　中图分类号：Ｒ276∙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0－3649 （2010） 06－0037－02

　　青风内障�又名青风、青风障等�日久失治而
成青盲。病名最早见于宋· 《太平圣惠方·治眼内
障诸方》： “青风内障�瞳人虽在�昏暗渐不见物�
状如青盲。” 类似于现代医学的原发性开角型青光
眼�其发病隐匿�在早期多无自觉症状�就诊时常
常已至晚期而视功能严重受损或失明�其危害在于
发病缓慢而隐蔽�视功能丧失于不知不觉中。故对
青风内障的研究尤为重要�从古至今�论述颇多�
各有偏重�我们认为�多责之于肝胆�阐述如下。
1　从 “眼与肝胆的密切关系 ” 论
　　早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即指出： “肝主
目。” 《灵枢·五阅五使篇》载： “目者�肝之官
也。” 肝与眼的关系密切�为历代医家所重视。眼与
肝胆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生理上�目赖肝胆以养
1∙1∙1　肝开窍于目　 《素问·金匮真言论》说：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 指
出目为肝与外界相通的窍道�并受肝所藏之精的滋
养�从而维持其视觉功能。而 《灵枢·天年第五十
四》又云： “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
灭�目始不明。” 说明肝胆互为表里�肝之余气溢入
于胆�聚而成精�乃为胆汁�肝气充盈�胆中清汁
上注于目方能视物清楚�而肝气衰弱�胆中清汁不
荣于目则视物不清。 《本草纲目》进一步阐述： “肝
开窍于目�胆汁减则目暗�目者肝之外侯�胆之精
华也。故诸胆皆能治目病。”
1∙1∙2　肝受血而能视　 《素问·五脏生成篇》说：
“肝受血而能视。” 说明肝血充盈�目得其养而视物
精明。而肝主藏血�具有贮藏血液�调节血量的功

能。因此�目以肝血的濡养为要�且 “血养水、水
养膏�膏护瞳神 ”�才能维持眼的视觉功能。
1∙1∙3　肝气通于目　肝主疏泄�具有调畅人体气机
的功能。气能生血�又能行血�凡是供给眼部的血
液�无不依赖气的推动。故 《灵枢·脉度》说： “肝
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 强调只有肝气冲
和条达�眼才能辨色视物。《太平圣惠方》作了进一
步深刻的分析： “肝气通于目�肝气通和�则辨五
色。肝有病�则目夺精而眩�肝中寒�则目昏而瞳
子痛�邪伤肝�则目青黑�瞻视不明……胆与肝合�
胆虚为阴邪所伤�目中生花�肝热则目中多赤痛泪
出�肝不利则目昏；肝热中风�则目欲脱而泪出。”
陈达夫在 《中医眼科六经法要》中也阐明到： “东方
主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风为木母�木本
青色�肝和则风和而宁静�不和则风暴而善行�风
动则头中的清阳被扰�故作眩晕�肝伤而本脏的真
色外现�故眼中常见青色。”
1∙1∙4　肝脉上连目系�目系属肝　 《灵枢·大感
论》说： “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
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 ”�此 “系 ” 即目
系�是由脏腑精气合并而成的一条通道�它发于眼
球并 “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 ”�与西医所称的视神
经、眼动脉非常接近。从五脏与眼目的所属关系来
看�肝主筋�裹撷筋骨气血之精为脉�合并为目系�
故目系属肝；且 “足厥阴肝脉连目系 ”�在十二经脉
之中�唯有肝脉是本经直接上连目系�正如 《灵枢
·经脉》云：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趾丛毛际……
上入颃颡�连目系 ”。肝脉在眼与肝之间起着沟通表
里、联络内外、运行气血的作用�从而保证了眼与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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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在物质和功能上的密切联系。近代尉迟静 ［1］也发
现�十二经脉中�肝经的针传感较其他经的经穴敏
感�针刺经络敏感人的大敦穴来观察足厥阴肝经的
微经络感传�证实其感传能深入眼内�通达眼底�
联系视神经�对眼球有明显影响。
1∙2　病理上�肝胆失和�目病丛生　 《内经》虽无
青风内障的相关描述�但散在记载了一些与肝有关
的眼症�至今仍有参考意义。如 《素问·标本病传
论》载： “肝病头目眩�胁支满。” 《素问·至真要
大论》说：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素问·藏气
法时论》亦云： “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
怒�虚则目无所见。” 《诸病源候论》论目病56候�
明确论及肝者有27候�泛论五脏六腑涉及肝者10
候。《太平圣惠方》在论述眼病病机时�把肝摆在首
位�并列出因肝病而出现眩、目昏而瞳子痛、目青
黑、瞻视不明、目痛如刺、目涩闭不开、目昏暗风
泪、目欲脱而泪出等多种病证。现存最早眼科专著
《秘传眼科龙木论》所载72证�明确直接论述由肝
或肝胆病变引起的有38证�而宋以后的大部分眼科
专著中�都对与肝有关的眼病作了更多的论述�如
《审视瑶函》将许多眼病归于肝受邪� 《银海指南》
撰有肝经主病专论�《秘传眼科七十二证全书》更列
有肝经要药等。
2　青风内障从肝胆论治的依据
2∙1　从病因病机论　青风内障多和郁、风、火、
痰、瘀、虚有关�但究其根本多源于郁。肝主疏泄�
性喜条达�对人体气机的升降�血液的灌注均有着
重要作用�若情志怫郁�气机不舒�肝郁日久�可
生风、化火、酿痰、成瘀而致气血失和�目中玄府
不畅�神水积滞�发为青风内障�故 《外台秘要·
卷二十一·眼疾品类不同候》总结曰： “皆从内肝管
缺�眼孔不通所致也。” 《审视瑶函·内外二障论》
进一步明确道： “眼乃五脏六腑之精华�上注于目而
为明�如屋之有天窗也�皆从肝胆发源�内有脉道
孔窍�上通于目�而为光明�如地中泉脉流通�一
有瘀塞�则水不通矣。” 青风内障病久则肝肾两亏�
神光衰微甚至泯灭、不睹三光而成 “青盲 ”。
　　另外�开角型青光眼情志致病在现代医学中也
有据可依 ［2］�研究发现�由于情绪波动使血管运动
神经不稳定�交感神经周期性紧张�血管间歇性收
缩�毛细血管静脉血压升高�房水排出阻力增加�
导致眼压升高、眼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眼内组织发
生慢性营养障碍�从而出现视神经萎缩、生理凹陷
扩大与特有的视野变化。
2∙2　从病位论　现代医学 ［2］认为原发性开角型青光
眼的眼压升高多是由于房水循环通道的病变�使房
水排出阻力增大所致�到疾病中后期多归结于视神
经节细胞的损伤。陈达夫 ［3］认为前房居于眼球的半
表半里之间�而胆为清净之府�无出无入�不可汗�
不可吐�不可下�其经在半表半里�故将房水归属
足少阳胆经。马氏 ［4］也认为本病眼压升高由于房水
循环障碍所致�而房水即中医之神水�由胆中精华

所成�又因肝胆相表里�所以神水乃肝之余气所生�
肝气的升发为神水循环的重要条件。综上所述�本
病的发生应归于肝胆之病变。至于疾病中后期导致
的视神经病变属 “青盲 ” 范畴�更与肝肾密切相关。
2∙3　从治则论　因本病病因多郁�病机责之肝胆不
疏�故治则上强调疏肝解郁。 《审视瑶函·内外二障
论》中即强调疏肝解郁之法可疗目昏花等内障眼病�
谓： “夫目属肝�肝主怒�怒则火动痰生�痰火阻隔
肝胆脉道�则通光之窍遂蔽�是以二目昏朦�如烟
如雾�且一昏花�愈生郁闷�故云久病生郁�久郁
生病。” 《银海指南》谈到： “十二经皆取决于胆�
为半表半里�两边头痛�法用小柴胡及逍遥散�乃
和解之剂。目中神光惟赖胆中清纯之气所养�倘胆
精不足�胆汁不充�两目必昏。古方以诸胆为治�
所以清其邪热�乃同气相求之理也。” 《石室秘录》
在临床角度做了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在用和解少阳
的小柴胡汤加减治疗眼病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
说： “目痛�发当用轻清之品�少少散之�无不立
效�如小柴胡之方是也。” 清代陈筹堂在其编著的
《眼科集成》中首创解郁逍遥散随症加减治疗玄府闭
塞所致眼病。方由柴胡、薄荷、当归、菊花、蒙花、
半夏、石决明、草决明、谷精草等组成�以疏肝郁
为主。而 《中医眼科六经法要》也指出： “热气怫
郁�玄府闭塞�热郁于目�目无所见�五风实症�
多属于热�闭塞玄府�不可不用清法。” 近代研究表
明�临床上青风内障患者也多有情志异常�石寿
森 ［5］等发现心理干预可降低应激引起的青光眼患者
的焦虑情绪和血皮质醇的分泌增加及血液流变学的

改变�促进青光眼的好转。刘琼 ［6］等通过心理干预
发现可以明显缓解青光眼患者住院期间情绪波动所

造成的发作性症状�改善焦虑情绪及心理状态�提
高住院期间视功能及相关生存质量。
3　小　结
　　综上所述�眼与肝胆关系密切�肝胆失和�目
病丛生�青风内障不论从病因病机、病位还是治疗
均与肝胆息息相关�这对于青风内障的治疗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尉迟静∙对 “肝主目 ” 的探索 ［Ｊ］ ∙辽宁中医杂志�1986
（6）：44
　　 ［2］ 刘家琦�李凤鸣∙实用眼科学 ［Ｍ ］ ∙第2版．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2008：432
　　 ［3］ 王明芳�谢学军∙中医眼科学 ［Ｍ ］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2004：90
　　 ［4］ 马庆余∙论原发性青光眼与肝的关系 ［Ｊ］ ∙中西医结合眼
科杂志�1992�10 （1）：16～17
　　 ［5］ 石寿森�雷宁玉∙心理干预对青光眼患者焦虑、皮质醇
及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 （1）：18～
20
　　 ［6］ 刘琼�吴华∙心理干预对青光眼患者生存质量影响的临
床研究 ［Ｊ］ ∙临床眼科杂志∙2009�17：137～139

（收稿日期　2010－02－11）

·38·
四　川　中　医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2010年第28卷第6期
Ｖｏｌ∙28�Ｎｏ∙6�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