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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As the gateways and pathways for the circulation of qi, blood, and body fluids in the human body, "sweat pores-
interstices -three jiao", from a microcosmic scale to a macrocosmic scale, dialectically unite as a relatively coherent qi -fluid
circulation system, jointly maintaining the circulation of qi, blood, and body fluids as well as normal life activities. The regular
opening and closing of the sweat pores and interstices, and the unblocked three jia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regulating the normal
water metabolism of the human body. Dry eye disease is one of the multifactor-induced ocular surface disease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stability of tear film and accompanied by eye discomfort. With the increase of social pressur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widespread use of video terminals, the incidence of this disease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weat pores-
interstices-three jiao", this paper proposes "opening and dispersing the sweat pores, dredg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intersti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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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野玄府-腠理-三焦冶理论探讨干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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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眼为多因素引起的慢性眼表疾病袁是泪液的

质尧量及动力学异常导致的泪膜不稳定或眼表微环

境失衡袁可伴有眼表炎症反应尧组织损伤及神经异

常袁造成眼部多种不适症状和渊或冤视功能障碍[1]遥 最

常见的症状包括眼部干涩感尧异物感尧烧灼感尧畏光尧
视物模糊和视疲劳等袁严重者可伴有眼表损害遥 随

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袁人们生活习惯发生改变袁长
期熬夜尧频繁使用视频终端[2]袁加上室外大气尧室内

空气污染等环境改变袁导致干眼的发病率不断攀升遥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袁我国干眼发病率高达 21.0%耀
30.0%[3]袁并呈现低龄化的发展趋势[4]遥 本病眼部不适

症状明显袁且持续存在袁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袁故逐渐

成为眼科的研究热点遥但其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袁
临床疗效局限遥 目前袁西医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补充

人工泪液尧局部抗炎尧雄激素替代疗法及手术 [5]袁但
效果并不理想袁症状易反复遥 中医学对干眼病因病

机认识尧防治等方面有其独特优势遥 中医学将其归

于野干涩昏花症冶野白涩症冶野神水将枯冶野燥症冶等范

畴遥叶诸病源候论窑目病诸候曳云院野夫五脏六腑皆有津

液袁通于目者为泪遥 冶其基本病因病机主要归责于津

亏血虚尧双目不得濡养袁外邪侵及尧脏腑虚损尧情志失

调尧饮食劳倦 [6]等因素均可致病袁本病的发生亦与

肺尧肝尧脾尧肾有关遥 本文以野玄府-腠理-三焦冶理论

为出发点袁联系眼部生理病理袁探析干眼发病机制袁
运用开宣玄府尧疏固腠理尧畅达三焦之法辨治袁以期

为今后临床诊疗干眼提供更开阔的思路遥
1 野玄府-腠理-三焦冶理论

古之玄府名汗孔袁最早见于叶素问窑水热穴论篇曳院
野所谓玄府者袁汗空也冶遥 刘完素将野玄府冶拓展为无

物不有的细微结构袁是气尧血尧津尧液尧精尧神六者升降

出入的微观层次通道袁是各个孔窍之间纵横交错的

渠道袁且玄府以通畅为顺袁玄府闭塞则是导致疾病产

生的基本病机[7]遥

叶素问窑生气通天论篇曳首载野腠理冶遥 叶金匮要

略窑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曳则对腠理进行了解

释院野腠者袁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袁为气血所注袁理者袁
是皮肤脏腑之纹理也遥冶简而言之袁腠理是皮肤尧肌肉

之纹理袁是营卫之气聚集的场所袁是内外连接尧敷布

五脏六腑之精的通道遥
叶中藏经窑论三焦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

三十二曳谓院野三焦者袁人之三元之气袁总领五脏尧六
腑尧营卫尧经络尧左右尧上下之气也袁三焦通袁则内外左

右上下皆通也遥冶三焦之基础为承奉尧制化与通利袁上
焦承奉中焦胃气升化之精微袁中焦腐熟水谷尧敷布津

液袁下焦通利中焦之糟粕[8]遥 由此可见袁三焦为人体

生命活动中宏观的代谢通道袁能周身灌体袁和内调

外袁营左养右袁导下宣上遥
玄府尧腠理与三焦袁三者相互联系尧密不可分遥

叶素问窑调经论篇曳云院野上焦不通利袁则皮肤致密袁腠
理闭塞袁玄府不通袁卫气不得泄越袁故外热冶袁首次将

玄府尧腠理尧三焦相联系遥 玄府是气血运行的微观结

构袁发挥组织灌渗尧濡养机体的功用曰腠理是联系

玄府与三焦的枢纽袁调节气血津液代谢曰三焦统领

气血津液袁充溢腠理玄府袁托内护外袁灌注周身[9-10]遥
玄府微行袁腠理开阖袁三焦联络全身袁三者相辅相成遥
若玄府气机闭塞袁津液输布受碍袁继而影响腠理之开

阖尧三焦之气化曰反之三焦不畅袁气机不利袁津液生成

走泄不循常道袁又可影响腠理尧玄府之功能[11]遥 由此

可见袁玄府启闭袁腠理开合袁三焦畅达袁对调节人体正

常的水液代谢具有重要作用遥从微观到宏观袁辩证统

一袁共同维系着人体气血津液的顺利运行以及生命

活动的正常进行[12]遥
2 野玄府-腠理-三焦冶与眼的联系

叶灵枢窑大惑论曳曰院野五脏六腑之精袁皆上注于目

而为之精遥 冶五脏六腑之精气渗注于目袁构成眼内各

种液体袁如神水尧神膏等袁对眼球起支撑尧润泽尧营养

unblocking the three jiao" as the treatment methods, hoping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dry eye disease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for it, and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i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with Chinese medicine.

也运藻赠憎燥则凿泽页 dry eye disease; white xerotic syndrome; sweat pores; interstices; three jiao; qi-blood-body flu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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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抵御外邪侵袭等作用遥 五脏六腑精气充沛袁则目

能视物辨色袁抵御外邪入侵遥 玄府尧腠理与三焦互为

表里袁三焦调畅元气和津液袁外流入腠理袁灌溉于玄

府袁保持人体内外精微物质的不断交流遥 叶素问窑阴

阳应象大论篇曳载院野清阳发腠理遥 冶精微物质充足袁
气血精津液调达袁清阳之气能充盈眼部袁发挥濡养功

能且阻断虚邪贼风的入侵袁野玄府-腠理-三焦冶发挥

关键作用遥
2.1 野三焦冶与眼的联系

叶灵枢窑营卫生会曳载院野上焦如雾袁中焦如沤袁下
焦如渎遥 冶三焦是机体通行诸气尧运行水谷精微及水

液的主要通道袁当三焦野主水道袁主诸气冶的功能失调

时袁一则精微物质生成不足袁目不得濡养袁二则津液

不利则为水饮袁阻碍人体内外物质交流[13]袁故目无以

清明爽朗遥
2.2 野腠理冶与眼的联系

叶素问窑调经论篇曳云院野开发腠理袁致津液通气

也遥 冶叶素问窑举痛论篇曳亦云院野寒则腠理闭噎噎炅则

腠理开袁荣卫通袁汗大泄袁故气泄遥 冶腠理既是玄府与

三焦相联系最为紧密的组织袁其功能与三焦尧玄府相

似袁也是人体与外界相通的通道袁为通透门户袁腠理

的疏密直接影响到人体的津液代谢 [14]遥 腠理疏固袁
气血津液流畅袁眼睛得到充分滋养袁视则无碍曰腠理

功能失常袁津液敷布不利袁损害了神光袁则会导致视

力下降遥
2.3 野玄府冶与眼的联系

目中玄府是气血精津升降出入于眼部最为细微

的道路门户遥 若玄府通利袁则精微物质循行输布正

常袁目得其养曰若玄府闭塞袁气机升降出入失常袁则
气血津液无以上注于目袁目未得其精袁视觉功能必

受阻碍遥 张元素于叶素问玄机原病式曳曰院野若目无所

见噎噎悉由热气怫郁袁玄府闭塞而致袁气液血脉尧营
卫精神不能升降出入故也遥 冶
2.4 野玄府-腠理-三焦冶与眼的联系

眼表组织如眼睑尧结膜尧角膜尧巩膜等位于眼球

外部袁是眼与外界直接沟通的场所袁亦符合中医学

野玄府冶野腠理冶概念遥 其功能受制于五脏元真之气通

畅条达袁根基于三焦奉承尧制化与通利遥 若玄府尧腠

理致密及三焦通畅袁既可提高人体抗病能力袁防止外

邪入侵袁又可敷布精华于眼部袁则视物无碍曰若玄府

闭塞袁腠理疏松或不固袁则邪气侵及于眼遥 有研究发

现袁胞睑尧白睛尧黑睛的玄府郁闭会导致出现各种外

障眼病[15]遥 庄曾渊提出玄府郁闭渊阻滞或郁闭冤是诸

多目病的主要病机袁玄府以开通为顺尧以闭阖为逆[16]遥
故开通玄府法必然成为许多眼病的主要治疗原则遥
五脏协调袁玄府通利袁腠理开阖袁三焦畅达袁气液通

畅袁气血精津源源入目养窍袁真气流畅充盈袁则视觉

清明遥
3 以野玄府-腠理-三焦冶论治干眼

叶目经大成窑干涩昏花二曳云野如浪如花观自在袁
且干且涩愁无奈噎噎一时涩痛不堪袁得泪乃活冶袁提
出干眼是由于野神水冶不能润泽目珠所致遥 野神水冶即
泪液袁由气血津液所化袁是人体津液的一部分[17]袁具
有滋养双眼尧保持眼的水火平衡尧润泽眼球表面尧预
防外邪侵袭等功能遥 叶素问玄机原病式曳曰院野诸涩枯

涸袁干劲皴揭袁皆属于燥遥冶干眼在中医学中归属于外

障眼病袁众多临床医家从野燥证冶论治遥目为至高之清

窍袁又易招致六淫邪气外袭袁若神水蒸发太过袁则目

失濡润尧眼干尧燥涩遥 故气血津液生成不足尧输布不

及或外邪侵犯导致神水枯竭袁是本病的主要病机遥
基于野玄府-腠理-三焦冶理论袁在干眼治疗中院开宣

玄府袁有助于调整体内的气血流动袁改善眼部组织的

养分供应曰疏固腠理袁一则可以改善眼部周围皮肤

的血液循环和湿润度袁二则可有效抵御外来之邪曰
畅达三焦袁则能平衡身体的气血和液体循环袁泪液

分泌得源袁从而改善眼部组织的滋润程度遥气血津液

调达袁则神水润尧干涩去尧爽快得遥
3.1 开宣玄府袁目得通利则神水清明

玄府学说其核心是以宣通为用尧以闭塞为病遥作
为流通气液和渗灌气血的道路门户袁玄府闭塞分为

虚尧实两个方面遥一方面袁外感六淫邪气侵袭眼部袁玄
府闭塞不通袁则阻碍气液流通和气血渗灌而产生瘀

血尧痰浊等病理产物袁清阳不升袁则目无所养袁干涩不

适袁治疗上应予以开宣玄府袁选用羌活尧麻黄尧豆豉之

品袁配伍祛痰化瘀之药袁使玄府通畅袁气血津液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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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阻袁目得通利而神水清明遥 另一方面袁玄府自身也

需要气血津液的濡养袁玄府失养袁则神机运转失常袁
目不得濡润而干涩袁治疗上多选用麦冬尧女贞子尧白
芍等来滋养玄府袁玄府通畅则气液流通袁供给眼部的

气血津液充足袁则目之干涩消除袁视物清明遥
3.2 疏固腠理袁目得开阖则神水通透

叶医宗金鉴窑卷二十七曳云院野一阴一阳者袁天地之

道曰一开一合者袁动静之机遥 冶腠理疏固对于人体水

液代谢以及防御外邪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腠理是

体内真气外散之处袁也是外邪入侵之处袁其功能受制

于外部环境寒热变化以及内部气血津液的影响遥 腠

理的疏固正常袁则可排糟粕尧运精微遥 成无己在叶注
解伤寒论窑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第六曳中言院野人之气

血随时盛衰袁当月廓空之时袁则为血弱气尽袁腠理开

疏之时也袁邪气乘虚袁伤人则深遥 冶腠理不固袁虚邪贼

风易趁机而入袁腠理郁闭袁气血津液运行不通袁风尧
湿尧热邪不能外出袁郁结成毒袁目不得滋养而干涩无

光袁治以开腠理尧泄津液袁根据寒热温凉之变化袁选用

辛味之麻黄尧桂枝尧石膏之品曰再者袁卫气影响腠理疏

固袁卫气充足与否取决于人体阳气之盛衰袁腠理之疏

固取决于卫气之盛衰袁卫气不足则腠理疏尧津液泄袁
致目不得其荣袁涩而不适袁治以温卫气尧固腠理袁选用

甘温之黄芪尧当归之品袁则目得开阖尧神水通透尧神润

有光遥
3.3 畅达三焦袁目得调畅则神水润泽

叶证治准绳窑杂病曳云院野神水者袁由三焦而发源袁
先天真一之气所化袁在目之内遥 在目之外袁则目上润

泽之水是也遥冶神水依赖于三焦而发挥正常功能遥叶素
问窑灵兰秘典论篇曳曰院野三焦者袁决渎之官袁水道出

焉遥 冶可见野三焦冶是人体水液代谢的重要通道袁被称

之为野水道冶遥 上焦承奉接受袁中焦制化袁下焦通利袁
排出糟粕袁三焦气化畅达袁饮食精微变成精血袁上注

于目遥 叶灵枢窑决气曳云院野上焦开发袁宣五谷味袁熏肤尧
充身尧泽毛袁若雾露之溉袁是谓气遥 冶人体上焦属清阳

之地袁清气所居袁若无外邪的干犯袁目则无所苦曰人体

中焦腐熟水谷袁上奉上焦清气袁代谢下焦糟粕曰下焦

是决渎之官袁糟粕浊物之所出遥 中焦虚损袁上焦承奉

不足袁下焦镇摄无力袁一则目无所养袁二则下焦浊邪

上犯于目袁目无神水润泽袁涩痛不堪遥 治法上应调中

焦尧宣上焦尧镇下焦袁中焦选用生姜尧甘草之品袁上焦

选用升麻尧薄荷之品袁取宣发之性袁下焦选用茯苓尧麦
冬之品袁如此可健中焦尧畅达三焦袁使五脏六腑之精

皆能上滋于目遥
4 病案举隅

宋某袁女袁35岁遥2023年 10月 16日院初诊遥主诉院
双眼干涩不爽尧畏光流泪 2 个月余遥患者 2 个月来因

工作需要袁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袁出现双眼干涩不适尧
畏光流泪遥当地诊所诊断为野干眼冶袁予玻璃酸钠滴眼

液治疗袁未见明显改善袁现自觉病情加重袁遂来就

诊遥 刻下症见院患者双眼干涩不爽尧畏光流泪袁头晕

目眩袁胸胁隐痛袁口燥咽干袁咽喉异物感袁咳痰袁夜寐

及食纳差袁大便稍干袁小便正常袁舌淡苔薄黄袁脉弦遥
眼科检查院双眼视力 1.0曰眼压院右眼 13.3 mmHg袁左
眼 15.6 mmHg曰双结膜轻度充血袁双角膜透明袁双前

房中深袁双虹膜纹理清袁双瞳孔等大等圆袁直径 3 mm袁
对光反应灵敏袁眼底未见明显异常遥 泪液分泌试验

渊schirmer i test, SIT冤院右眼5 mm/5 min袁左眼 4 mm/
5 min遥 泪膜破裂时间渊break-up time, BUT冤院右眼

3 s袁左眼 3 s遥 角膜荧光染色渊-冤遥 西医诊断院干眼

渊双眼冤遥 中医诊断院白涩症渊三焦郁闭证冤遥 治以开宣

玄府尧疏固腠理尧畅达三焦为主遥方以柴苓汤加减院北
柴胡 24 g袁黄芩 9 g袁姜半夏 10 g袁生晒参 5 g袁白术

20 g袁茯苓 20 g袁猪苓 20 g袁麻黄 10 g袁桂枝 15 g袁
泽泻 20 g袁干姜 10 g袁大枣 20 g袁桔梗 15 g袁陈皮

10 g袁枳实 10 g袁羌活 10 g袁甘草 5 g遥 7 剂袁水煎服袁
每日 1 剂袁分2 次温服遥 嘱咐患者避免熬夜尧过用目

力袁少食辛辣燥热之品遥
2023 年 10 月 23 日院二诊遥 患者双眼干涩不适尧

畏光流泪减轻袁口燥咽干缓解遥舌淡红袁苔薄黄袁脉细

数遥双眼视力 1.0遥双眼结膜无充血遥SIT院右眼 7 mm/
5 min袁左眼 8 mm/5 min遥 BUT院右眼 8 s袁左眼 7 s遥
原方 7 剂袁煎服方法同前遥

2023 年 10 月 31 日院三诊遥 患者双眼畏光流泪尧
双眼干涩不适消失遥舌淡红袁苔薄白袁脉缓遥双眼视力

1.0遥外眼检查无异常遥 SIT院右眼 12 mm/5 min袁左眼

13 mm/5 min遥BUT院右眼 9 s袁左眼 9 s遥嘱患者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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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栀逍遥丸袁每日 2 次袁每次 9 g袁以巩固疗效遥
2023 年 12 月电话随访袁患者自述停药后基本

无不适袁偶尔出现双眼干涩袁闭目休息片刻可缓解遥
嘱保持心情愉悦袁适度用眼袁不适随诊遥

按院干眼是以泪膜稳态失衡为特点并伴有眼部

不适症状的多因素眼表疾病遥本案患者因用眼过度袁
久视则耗伤阴血袁津液输布失司袁故予以柴苓汤加

减遥 方中运用麻黄尧羌活开通微观门户曰柴胡尧黄芩清

上焦郁热曰姜半夏尧生晒参尧白术尧茯苓尧干姜尧大枣尧
桔梗尧陈皮尧枳实疏利中焦气机袁补益津液曰茯苓尧猪
苓尧泽泻通利下焦遥 诸药配伍袁共凑解表散邪尧养益

津液尧清利水热之效袁使体内津液归于正常袁则干眼

自解遥 二诊患者干涩不适尧畏光流泪减轻袁口燥咽干

缓解袁仍大便干袁予守方续服遥 三诊患者里热减轻袁
表邪已解袁津液得通袁舌淡红尧脉细数袁气血未复袁予
以丹栀逍遥丸袁养血疏肝健脾遥 同时嘱患者需注意

生活习惯袁避免熬夜尧过用目力袁少食辛辣燥热之品遥
5 结语

叶黄帝内经曳曰野久视伤血冶袁体现出干眼的发生

与气血津液的代谢失常有着密切的联系遥 眼睛受津

液滋润和濡养充分袁则视物有神袁若无充沛之津液滋

润濡养袁则出现眼干涩尧异物感等不适遥 野玄府-腠
理-三焦冶是人体气血津液运行的门户通路袁三者形

成一个相对连贯的气液循环系统袁推动人体气血气

化功能及津液输布袁以野开宣玄府尧疏固腠理尧畅达三

焦冶为法袁从整体出发袁使气液通畅袁眼目得以濡养袁
则效如桴鼓袁从而提高临床疗效袁为临床提供新的诊

疗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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