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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诊在心血管疾病中应用的理论基础及研究进展

中医学认为野有诸内必行于外冶袁通过脉诊尧舌
诊尧面部望诊尧目诊等方法袁可以野司外揣内冶野见微知

著冶袁从而了解身体的内在及整体疾病状态遥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生物全息理论认为袁 部分亦包含着

整体的全部信息袁高度契合了中医学的诊疗理念[1]遥
目诊是中医望诊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袁被广泛应用

于临床各科疾病的诊疗遥 中国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呈

持续上升趋势袁居城乡死亡构成比的首位[2]遥 开展中

医目诊在心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袁有助于此类疾病的

早期筛查及防治袁本文就目诊在心血管疾病中应用

的理论基础及研究进展综述如下遥
1 目诊在心血管疾病中应用的理论基础

1.1 心与目的生理关系

1.1.1 心主血袁目得血而能视 叶素问窑五脏生成篇曳
曰院野诸血者袁皆属于心遥 冶心主全身之脉袁血主濡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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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壮医白睛定位[7]

脉中血液受心气推动袁循环全身袁上输于目袁目受血

养袁才能发挥视物的功能遥 故刘河间在叶素问宣明论

方窑眼目门窑眼科总论曳曰野目得血而能视冶袁反之则目

病遥 正如叶审视瑶函窑开导之后宜补论曳载院野夫目之

有血袁为养目之源袁充和则有发生长养之功袁而目不

病曰少有亏滞袁目病生矣遥 冶
1.1.2 心主脉袁系目系 经脉是气血运行尧感应传导

信息的通路遥 叶灵枢窑口问曳曰院野目者袁宗脉之所聚

也遥冶叶素问窑五脏生成篇曳曰院野诸脉者袁皆属于目遥冶心
主血袁而野脉者袁血之府冶渊叶素问窑脉要精微论篇曳冤遥
目受血而视袁有赖于心主脉的功能正常袁以维持脉道

通利而血行脉中遥 叶灵枢窑经脉曳云院野心手少阴之脉袁
起于心中袁出属心系袁下膈袁络小肠曰其支者袁从心系袁
上挟咽袁系目系遥 冶因此袁手少阴心经与目系通过经

脉直接相连袁故目能通过经脉交感反应手少阴心经

的生理尧病理变化遥
1.1.3 心主神袁目乃神窍 叶灵枢窑本神曳言院野所以任

物者谓之心遥 冶叶灵枢窑大惑论曳言院野目者心之使也袁
心者神之舍也遥 冶目的状态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人

的精神状态尧思维活动袁是神的外在体现遥 叶望诊遵

经窑目分脏腑部位曳中论及了正常有神的目诊特点袁
其曰院野脏腑阴阳袁形容气色袁有诸中袁形诸外袁要皆以

神为本也袁寤则神栖于目袁寐则神处于心袁神也者袁视
瞻平正袁黑白分明袁容色精爽袁光彩清莹袁朗朗然袁不
可须臾离也袁神之昭著于目者盖如此冶遥 叶素问窑解精

微论篇曳曰野夫心者袁五脏之专精也袁目者其窍也冶袁故
有心开窍于目尧目为心之外窍之说袁叶寿世传真窑修养

宜宝精宝气宝神曳总结为野目乃神窍冶遥又因野血气者袁
人之神冶渊叶素问窑八正神明论篇曳冤袁心主神明的物质

基础是心主血脉袁因此袁目既反映心神的状态,亦反

映心之气血盈亏和疾病进退遥
综上所述袁心与目之间存在复杂的尧密切的生理

联系袁这些联系为目诊诊断心血管疾病提供了中医

理论基础遥
1.2 心与目诊理论

1.2.1 心与五轮学说 五轮学说通过将五轮对应于

五脏袁将眼部不同的分区通过表里脏腑的五行配属

关系袁从而达到诊察脏腑相应疾病的目的遥 其理论

来源于叶黄帝内经曳的眼与脏腑相关理论遥 叶灵枢窑五

癃津液别曳 中指出:野五脏六腑噎噎目为之候遥 冶叶灵
枢窑大惑论曳奠定了野五轮说冶袁其曰院野精之窠为眼袁骨
之精为瞳子袁筋之精为黑睛袁血之精为络袁其窠气之

精为白眼袁肌肉之精为约束冶遥 其中袁大小两眦为

血轮袁属心遥 叶审视瑶函窑五轮不可忽论曳言院野心有

病袁则发于血轮遥 冶叶审视瑶函窑目为至宝论曳中还指

出了其主要的病理生理表现院野夫火在目为神光袁火
衰则有昏瞑之患袁火盛则有焚燥之殃噎噎大赤者袁
实火也噎噎小赤者袁虚火也噎噎火色宜赤袁惟红活为

顺也遥 冶
1.2.2 心与八廓学说 中医目诊的另一个重要理论

是野八廓学说冶袁该学说有别于野五轮学说冶的五行配

属关系袁而是通过围绕黑睛的八卦方位将之与脏腑

相对应袁主要通过观察白睛上血络的部位尧形态尧颜
色尧长度尧宽度尧浮沉尧相互关系等变化袁从而判断疾

病的位置尧性质尧程度遥 叶审视瑶函窑勿以八廓为无用

论曳中记载院野盖验廓之病袁与轮不同袁轮以通部形色

为证袁而廓惟以轮上血脉丝络为凭遥 或粗细连断袁或
乱直赤紫袁起于何位袁侵犯何部袁以辨何脏何腑之所

受病遥浅深轻重袁血气虚实袁衰旺邪正之不同袁察其自

病传病袁经络之生克顺逆而调治之耳遥冶其中袁心包属

养化廓袁络营血袁以滋养中焦袁分气以化生曰心属胞阳

廓袁络通小肠之腑袁为诸阴受盛之胞遥然而袁历代不同

医家对八廓的分位配属尧脏腑隶属存在诸多分歧[3-4]袁
不便于临床应用袁有待于进一步标准化遥
1.2.3 心与壮医目诊理论 壮医目诊主要是依据患

者眼睛各个部位的形态尧色泽尧斑点尧穹隆及位置结

构的动态改变袁从总体上诊断疾病所在各部位的病

变尧损伤及机能紊乱的全息诊法[5]袁是中医目诊的重

要组成部分遥 其有自己古老的经验和独特的理论基

础袁是壮医学的特色诊察方法袁并在借鉴中医五轮学

说尧经络学说尧现代生物全息理论尧解剖学成果尧西医

虹膜疾病定位规律和方法以及现代医学诊疗器械的

基础上袁不断发展尧规范和完善[6]遥 其认为白睛右眼

12~1 点区或左眼 11~12 点区尧黑睛右眼 9 点区或左

眼3 点区为心脏反应区[7]袁详见图 1要2遥

1141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 圆园24 年第 44 卷

1.2.4 心与中医眼科六经学说 著名眼科专家陈达

夫将传统中医六经学说与现代眼科知识相结合袁在
目诊中医理论传承和创新的基础上袁提出并建立了

中医眼科六经学说 [8-9]袁将内眼结构与六经对应袁其
中将脉络膜归属于手少阴心经袁并认为脉络膜病变

和眼底血管病变可从手少阴心经论治遥
1.2.5 心与现代目诊理论 在国外袁匈牙利学者

Pilippus Meyens 于 19 世纪提出虹膜微诊系统袁随后

Peczly 探索了虹膜学的奥秘并发表了相关专著 叶眼
睛诊断学研究引证曳[10]遥 随着现代诊疗技术的应用结

合袁近现代中医目诊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和成就袁生物

全息理论[11-12]尧虹膜诊断理论[13]也极大地丰富了目诊

理论袁由此发展出了虹膜诊断和眼底图像分析[14]遥现代

研究认为袁眼底视网膜血管是唯一能直接观察到的

细小动脉袁对于反应全身血管疾病特别是心血管疾

病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曰同时袁眼底病变的情况反应

了心血管疾病及其相关危险因素的损害程度袁应用

新型技术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成像渊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 OCTA冤技术尧多焦视网膜

电图尧荧光眼底血管造影等袁能对眼底血管的直径尧
形态尧流速尧微循环功能等进行定量检测[15-16]袁丰富

和发展了目诊理论及应用遥李翔等[17]研究认为袁基于

眼底图像视网膜血管分割尧分类方法的中医目诊研

究有助于心血管疾病的诊断遥 这些诊疗理念和诊疗

技术袁为心血管疾病早期的眼底尧虹膜改变的规律做

出了诸多探索遥
2 目诊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目诊作为一种无创手段袁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应

用具有可靠的理论基础袁相关研究也证实袁目诊对心

血管疾病的诊断和预后判断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遥
2.1 高血压

在程度相关性研究方面袁大型临床研究已经表

明袁眼底动脉的弯曲度越大尧狭窄程度越严重袁血压

程度越高[18]遥 在眼征形态相关性研究方面袁李珪等[19]

应用壮医目诊的研究证实袁高血压患者出现特定眼

征的概率达到 89.4%袁主要表现为院白睛 11~12 点反

映区位置的脉络根部增粗尧扩张尧弯曲成螺旋状曰部
分脉络末端见瘀斑点曰病久者脉络颜色深暗尧脉络分

叉袁反之脉络则鲜红尧单根或双根无分叉曰黑睛则出

现纤维纹理模糊袁周围有一色彩浓厚的乳白色环遥
在中医证型相关性研究方面袁杨成昊等[20]发现袁

肝火亢盛证患者眼底视网膜动脉病变分级多以芋级

为主袁而痰湿壅盛证和阴阳两虚证均以域尧芋级为

主袁阴虚阳亢证则以玉级为主遥 而张小娟等[21]的研究

则有所出入袁其中肝火亢盛证尧阴虚阳亢证尧痰湿壅

盛证发生眼底玉级病变所占的比例最高袁阴阳两虚

证发生域级病变所占比例最高遥 这可能是由于入选

患者的血压程度尧证型分布等基线特征不一致袁或样

本量受限所导致的遥 另外袁周正等[22]进行了眼底动脉

功能学与证型的相关性研究袁采用电脑声像仪对不

同证型的高血压患者进行眼底血流动力学检测后发

现袁相关证型中眼底的搏动指数和阻力指数由高到

低袁依次为阴阳两虚证尧肝火亢盛证尧痰湿壅盛证尧阴
虚阳亢证遥因此袁结合形态尧分级尧功能等多种目诊特

征的多因素分析袁可能为高血压中医证型标准化提

供更精确尧相关度更高的诊断依据遥
近年来袁OCTA 作为一种更精确的无创成像技

术袁由于其图像由光波信号反馈生成袁避免了造影成

像时需要注射对比剂的弊端袁并能提供分辨率可达

几微米的视网膜高分辨率横截面图像袁因此可实现

高血压目诊特征研究的数据量化[23]遥 虽然目前相关

的应用数据较少袁但其广阔的应用前景已经展现袁
基于其数据的可量化特性袁可能有助于高血压中医

目诊诊断模型的构建遥
2.2 冠心病

眼底动脉硬化与冠状动脉硬化具有相同的病理

生理机制袁许多研究证实袁目诊有助于冠心病的诊

断遥 在形态学研究上袁已有研究证实眼底动脉的直

径尧硬化程度与冠心病狭窄程度呈正相关[24-29]遥 在功

能学评价方面袁视网膜眼底功能成像能够通过高分

辨率相机尧高频闪自适应光源尧高感光相机及预装软

件袁使仪器能探测到眼底每一段血管内红细胞单位

时间内移动的距离袁从而计算出准确的血管内血流

速度尧动脉平均直径尧静脉平均直径等指标遥 许启春

等[30]研究发现袁眼底血管的血流速度越慢袁冠脉病变

图 2 壮医黑睛定位[7]

1142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圆园24 年第 44 卷

程度越严重袁两者之间具有良好的负相关性遥 在对

冠心病患者白睛脉络变化规律的研究中发现袁冠心

病患者存在如下特征院异常脉络形态以垂露尧根部粗

大尧模糊一片为多袁颜色以鲜红尧暗灰尧紫红多见袁异
常区域多集中于心小肠区尧上焦区尧肝胆区尧脾胃区曰
最多出现于心小肠区袁形态最多表现为垂露袁颜色最

多为鲜红曰同时不同证型在脉络分布尧颜色尧形态上

也存在一定差异[31]遥
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中袁是未来的

热点领域袁特别是影像诊断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遥 李

治玺等[32]应用眼底彩照联合人工智能分析技术袁对
冠心病诊断的准确性为 98.1%尧一致率为 98.6%尧敏
感性为 100.0%尧特异性为 96.7%袁但并未对目诊的

诊断特征进行聚合描述遥而 SON 等[33]在基于 20 130
例的眼底彩照智能评估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的研究中

发现袁深度学习算法主要关注视网膜中央主分支袁表
明冠心病患者的眼部特征可能主要集中在视网膜中

央血管遥
2.3 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袁随
着心力衰竭的病情进展袁视网膜脉络膜血液循环减

少袁进而导致脉络膜变薄[34]遥 相关研究显示袁眼底动

脉的硬化程度与左心射血分数呈负相关 [35-36]尧与心

功能分级呈正相关[37-38]袁说明眼底动脉的硬化程度

或许可以单独用来评价心力衰竭的进展遥 另外袁眼底

视网膜病变可能有助于预测远期发生心力衰竭的风

险[39]遥 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袁在校正其他危险因素之

后袁合并视网膜病变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心力衰

竭的风险是无视网膜病变患者的 2.71 倍[40]遥
2.4 心律失常

慈书平等[41]发现袁高血压病患者眼底血管造影

异常组异位心搏数尧室上性早搏尧室性早搏的发生率

均高于正常对照组袁且心律失常的发生与视网膜动

脉显影时间尧静脉充盈时间尧毛细血管交换时间呈正

相关遥 但关于目诊在心律失常中的应用研究相对较

少袁缺少相关目诊特征的研究文献袁仅极少数文献报

道眼底病变与心律失常的发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袁
因此袁有待于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文献证实遥
2.5 高脂血症

高脂血症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遥 查文

丽等[42]研究表明袁血脂水平与眼压成正相关遥 张静

等[43]通过彩色多普勒对高脂血症患者球后血流动力

学检测表明袁其血流速度降低尧循环阻力增加尧视网

膜血液供应不良遥 和芳娟等[44]利用白睛无影成像健

康智能分析系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对高胆固醇血症

的目络特征进行分析袁其目络主要特征表现为野斑冶和
野血脉冶袁颜色呈现暗红色袁是血液黏稠度升高尧血流

动力学严重滞缓尧局部形成淤积尧局部血流循环障

碍尧血氧交换减慢的表现遥 因此袁目诊有助于高脂血

症患者微循环障碍的早期识别袁为心血管疾病的早

期干预提供依据遥
3 结语

综而述之袁目诊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既有深

厚的中医古代理论基础袁也具备现代理论支撑遥在临

床应用中袁涉及多种心血管疾病袁研究最多的是高血

压和冠心病袁其次是心力衰竭和高脂血症袁心律失常

的相关研究数据较为少见遥研究内容上袁主要涉及目

诊形态学尧功能学尧中医证型等相关性研究遥 在新技

术应用方面袁涉及了 OCTA尧多焦视网膜电图尧荧光

眼底血管造影等技术袁同时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的加

入为目诊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增添了更加广阔的

前景袁有利于诊断标准尧诊断预测模型的建立遥
因此袁当下的目诊已经不再局限于肉眼观袁随着

目诊理论和技术的发展袁更多的新技术尧新设备应用

到了目诊中袁特别是大数据尧人工智能时代袁数字医

疗尧智慧医疗等极大地拓展了目诊的临床应用袁可以

初窥今后其在心血管疾病中潜在的应用及研究方

向院一是通过借助现代诊疗仪器袁将诊断指标可量化

和标准化曰二是在此基础上袁为中医的辨证分型提

供客观化的要素曰三是进行多因素分析的相关性研

究袁建立用于诊断预测尧风险性分析和预后判断的模

型曰四是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建设系统化的智

能诊疗平台遥 因此袁目诊这一诊法虽然历史久远袁但
在目前也在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袁其在心血管领域

的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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