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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肝开窍于目”和“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理论，和肝论治老年黄斑变性(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的基本共识，本文基于文献计量的方法，对“肝–眼生物轴”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性探讨，对近年发展趋势、研究单位、学科和研究主题进行了分析。以“肝风内动症”与老年性黄斑变

性为例，对该研究的痛点和未来发展进行了预测和讨论。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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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ories of “the liver opens at eyes” and “all winds 
and dizziness, belong to the liver”, and the basic consensus on liver-related treatments of Age- 
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 this paper delivers a bibliographic study on “eye-liver” re-
lated research. The developing trend, institutions, journals, and research topics are analyzed. 
Taking the AMD and TCM internal movement syndrome of liver wind as an example, the correla-
tion mechanism and advanced research methods is explored. Issues and challenges are discusse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edicted. Reference value and theory contributions are delivered 
by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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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肝开窍于目”(出自《黄帝内经》) [1]和“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出自《素问·至真要大论》) [2]
为中医理论中重要的理论认知。肝脏疾病引起的眼睛不适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3]。“护肝明目”“调

肝开玄”在眼病的干预与治疗上有较为深刻的研究，疗效一致受到研究与临床的认可[4]。而眼睛疾病引

起肝脏疾病(如葡萄膜黑色素瘤的转移)，以及肝脏疾病引起眼科疾病(肝风内动引起的老年黄斑变性等)也
逐渐被人重视。眼疾患者往往都伴有肝脏疾病，如肝硬化等，因此，临床场景和很多研究都鼓励，有眼

科疾病的患者，定期对肝脏进行 CT 扫描是十分必要的[5]。 
中医肝风内动证，是基于中医理论的肝脏病症。基于六经六气理论可解释为厥阴之上，风气主之，

厥阴为阴极阳生之经，本气为风，主阴血之脏，阴血不足，热邪内蕴，稍刺激，风即随之妄动。即肝阳

化风、肝热生风、肝郁生风、阴虚生风、血虚生风，阴阳错杂相争动荡成害万物之贼风，症状表现为“消

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出自“伤寒论”)，临床上如心悸、

崩漏、咳嗽、胃痛、肠易激综合征、甲亢等[6]。 
老年性黄斑变性(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是一种老年对称性中心性脉络膜视网膜病

变。时至今日，AMD 被公认为高危致盲疾病，是老年人不可逆性视力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占全球失明

的 8.7%。预计到 2040 年，AMD 患者总数将增加到 2.88 亿人，在日益老龄化的社会，建立有效的诊治措

施至关重要[7] [8] [9]。眼底彩照和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是实现 AMD 的诊断的主要依据[7]。AMD 的发病率

较高，但是治疗手段一直不仅人意。基于肝风论证 AMD 新型的干预与治疗手段，逐渐引起人们重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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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应用[9]。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的方法和中国知网(CNKI)文献库，对肝与眼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性分析，且以“肝

风内动症”与老年性黄斑变性为例，详细解析探讨二者的研究现状、遇到的困难，并对以后的发展进行

了预测。 

2.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文献数据库。搜索关键测设定为(“肝”AND“眼”)，检索时间段为 2013
年 3 月 2 日~2023 年 3 月 2 日，搜索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2 日。采用 CiteSpace V.6.1，R6 (64 bit) basic 分

析进行文献计量分析[10] [11]。该方法在眼科学[12]、管理学[13]、图像学[14]等多个领域均有较为深刻的

应用与贡献。对“眼”“肝”相关研究发展趋势、该领域的研究单位、发表期刊、学科和研究主题进行

了分析，对该领域的痛点和未来发展进行了预测和讨论。此外，本研究以“肝风内动症”与老年性黄斑

变性为例，对相关国内外论文进行了文本挖掘，详细解析探讨二者的研究现状、遇到的困难、与未来发

展方向。  

3. 结果 

3.1. 文献计量结果 

本文通过对 CNKI 的检索，共获得 234 个无重复文章。研究论文 223 篇，综述 3 篇，咨询 8 篇，作

者 79 位，单位 26 家。基于检索到的文献，本文对科技期刊的发展趋势、期刊分布、学科和机构分布进

行分析，对核心参考文献和主题的观点进行了探讨。 
如图 1 所示，该领域在近 10 年一致备受关注，发表数量到 2020 年达到最高(58 篇)，预计未来几年

也将不断又更多研究针对该领域进行探讨。 
 

 
Figure 1. “Liver-eye” related analysis 
图 1. “肝眼生物轴”相关研究趋势 

 
贡献率最高的机构分别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部、成都中医药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浙江中医药

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广西桂林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山东省文登市肿瘤医院、广东海洋大学、浙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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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大学、湖南省张家界中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

京协和医院中医科、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白求恩国际

和平医院眼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职工医院、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

室、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潮州市中医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冷水江市人民医

院、广东省中医院、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博爱眼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西院康复科、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河源镇畜牧兽医站、余姚市马渚中心卫生院。此外，

如图 2 所示，节点(机构个数)有 26 个，相互连接关系(机构合作关系)有 5 项，密度比为 0.0154，机构之

间的合作关系较为薄弱。 
 

 
Figure 2. Research institution distributions 
图 2. 研究机构分布图 

 
涉及学科主要有 20 个没分别为：中医学(217)、眼科与耳鼻咽喉科(95)、消化系统疾病(22)、水产和

渔业(22)、中西医结合(14)、畜牧与动物医学(13)、内分泌腺及全身性疾病(10)、中药学(9)、临床医学(9)、
神经病学(4)、轻工业手工业(3)、预防医学与卫生学(3)、一般服务业(2)、儿科学(1)、外科学(1)、医学教

育与医学边缘学科(1)、药学(1)、呼吸系统疾病(1)、急救医学(1)和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1)。由此可见，

中医下的“肝眼”研究最受国内学者的关注，其次是眼科和消化科。 
按照发表文献个数排序，贡献最多期刊分别为：中国中医眼科杂志(16)、中华中医药杂志(13)、新中

医(11)、辽宁中医药大学(9)、光明中医(8)、长春中医药大学(7)、福建中医药大学(6)、上海海洋大学(6)、
浙江中医杂志(6)、南京中医药大学(6)、辽宁中医杂志(6)、中国针灸(5)、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5)、中华

中医药学刊(5)、河南中医(5)、眼科新进展(5)、山东中医药大学(5)、成都中医药大学(4)、北京中医药大

学(4)、家庭医药·快乐养生(4)，其中中医眼科的期刊占多数。 
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干眼症(106)、临床观察(53)、肝肾阴虚型(45)、肝肾阴虚(36)、临床研究(31)、

肝脓肿(20)、临床疗效观察(20)、人工泪液(15)、肝经郁热型(14)、玻璃酸钠滴眼液(12)、眼内炎(11)、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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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泻肝汤(10)、针刺治疗(10)、甲状腺相关眼病(9)、杞菊地黄汤(9)、干眼症患者(9)、肾阴虚型(8)、视疲

劳(8)、内源性眼内炎(7)、从肝论治(7)，即干眼症[15]是主要的研究主题。 
次主题主要包括：统计学意义(26)、肝肾阴虚证(25)、泪液分泌量(19)、肝胰腺(18)、玻璃酸钠滴眼液

(18)、泪膜破裂时间(17)、人工泪液(14)、肝肾阴虚(13)、干眼症患者(12)、治疗前后(12)、临床观察(12)、
治疗组(12)、眼内炎(9)、泪液分泌试验(9)、中医药疗法(9)、肝脓肿(7)、眼结膜(7)、BUT(7)、外膝眼(7)、
临床疗效(7)。由此可见，统计学方法为眼–肝通路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如图 3 所示，对关键词进行研究发现，排在前 34 个关键词主要有干眼症、干眼、临床疗效、清肝明

目、肝肾阴虚、外膝眼、治疗、三棱针、打碎机、三焦俞、低铜饮食、刘喆、基因克隆、中药熏蒸、临

床观察、亚硝酸钠、旱莲草、司内揣外、味觉减退、注射治疗、杯状细胞、从肝论治、天人感应、临床

诊治、性腺发育、失眠、主观症状、卵巢、决明茶、决明子、壬基酚、人工泪液、中药、下巨虚，大多

为中医眼科相关专业名词。 
 

 
Figure 3. Keyword distributions 
图 3. 关键词分析 

 
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英文缩写，如 IP、CPU、FDA，所有的英文缩写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都应该给

出其全称。文章标题中尽量避免使用生僻的英文缩写。 

3.2. 中医“肝风内动症”与老年性黄斑变性关联解析 

中医肝风内动证，是基于中医理论的肝脏病症。基于六经六气理论可解释为厥阴之上，风气主之，

厥阴为阴极阳生之经，本气为风，主阴血之脏，阴血不足，热邪内蕴，稍刺激，风即随之妄动。即肝阳

化风、肝热生风、肝郁生风、阴虚生风、血虚生风，阴阳错杂相争动荡成害万物之贼风，症状表现为“消

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出自“伤寒论”)，临床上如心悸、

崩漏、咳嗽、胃痛、肠易激综合征、甲亢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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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性黄斑变性(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是一种老年对称性中心性脉络膜视网膜病

变。时至今日，AMD 被公认为高危致盲疾病，是老年人不可逆性视力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占全球失明

的 8.7%。预计到 2040 年，AMD 患者总数将增加到 2.88 亿人，在日益老龄化的社会，建立有效的诊治措

施至关重要[7] [8] [9]。眼底彩照和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是实现 AMD 的诊断的主要依据。AMD 的发病率较

高，但是治疗手段一直不仅人意。基于肝风论证 AMD 新型的干预与治疗手段，逐渐引起人们重视并得

以应用[9]。 
肝风内动论治眼科疾病的研究，早在 8 年前就已经提出。例如陈如泉教授等人对于肝风内动对于性

眼病的眼见退缩等干预论证研究中指出，肝风内动是引起眼部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对该疾病的干

预所示，可以实现眼部症状改善[16]。此外，另有许多研究表明，通过对肝脏的中医干预，可以实现黄斑

变性治，例如栾相佳和张隽(2014)研究表明中西医结合方式治疗肝肾不足型非渗出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具有较好的效果，较好的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17]。Li 等人(2022)在研究中表示，肝属风，肝是津血的存

储之地，AMD 眼底疾病需要津血的滋养才能较好的康复和治疗[18]。 
 

 
Figure 4. The research statue of AI, AMD and “all winds and dizziness, belong to the live”  
图 4. 人工智能、老年黄斑病变和肝风内动症相关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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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论证疾病诊治量化一直是该方法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人工智能技术为该领域研究提出了新的

思路。众多研究表明，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为主的人工智能算法和新技术，是提升中医治疗精准化、标

准化、国际化的重要手段[19]。但是由于中医诊断的个体特异性差异、标准化程度低、跨学科医疗数据较

难获取等原因，该项先进技术在中医眼科中的应用科学研究仍然或缺。 
不仅如此，人工智能技术在眼科疾病，尤其是老年黄斑变性中的应用研究，已经逐步成为该疾病早

筛与预后的最重要方法之一[8]。例如，Xie 等人(2020)也是采用 ANN 深度学习算法对肝风内动症等多项

中医疾病进行了预测研究[20]。但是，多源数据融合、多模型融合、非结构化数据染色不齐、特征无监督

提取机制、数据增强方法、深度学习模型可解释机制和跨科室多源真实世界数据联邦机制仍是该领域研

究的亟待解决重要科学问题。 
如图 4 所示，“肝–眼”过往研究涉及基因学、神经学、脑科学、细胞学、流行病学、肝脏病学、

病毒学、临床医学、分子医学、药理学、中医学、眼科学等多个学科。对于影像学和多种数据源的中西

结合论证方法研究，仍为空白。且研究多为病例研究(Case report)和综述性研究(Survey)，通过人工智能

算法和影像学实现可视化可解释的试验研究，较为少见。 
此外，对于肝风论证老年黄斑变性干预与治疗相关探讨、肝风内动症与眼病相关、老年黄斑变性与

人工智能相关、肝风内动症与人工智能相关均有部分少量研究基础。但是，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与眼科

学、中医论证和肝眼通路的相关研究，更为或缺。 

4. 讨论 

人工智能在中医眼科领域的应用已经得以重视。研究中，肝与干眼症的相关性研究较多，与其他疾

病鲜有研究，但是不少研究已经发现，肝风与甲状腺性眼病、老年黄斑变性的相关性均有较值得研究的

价值。但是实际的应用研究和临床研究均较为空白。肝风内动症与老年黄斑变性交叉领域较少的痛点主

要是： 
• 老年黄斑变性作为公认的高危致盲疾病，早筛、治疗与预后方法一直是研究重点，但在临床和真实世

界中都不尽人意。主要原因为眼科的独立性使得该疾病的诱因寻找较难，仅仅基于眼底图片无法实现

深度早筛，屈光手术的后遗症、术后护理较难控制，该疾病根治较难。因此，寻找 AMD 的诊治新方

法、新思路迫在眉睫。 
• 中医眼科诊治量化程度、标准性、普适性较低，在老年性黄斑病变中的应用程度较低。中医对于个体

的特异性、疗效评估可视化较低，使得中医眼科的诊断和治疗疗效评估难评估和难量化。因此，人工

智能和影像学为中医眼科诊治可视化评估提供了新思路。 
• “中医–肝–眼”跨学科的关联论证和解析较为困难。跨学科数据的多样性、保密性和珍贵性，交叉

学科人才和科学研究的或缺，都使的该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较为薄弱。电子医疗器械、医学影

像、医疗物联、人工智能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医疗数据得以保存，数据相关性和疾病相关性也得

以探讨。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在眼科疾病早筛、诊断与预后[21]、中医论证等多个方面的以应用，AI
影像识别技术从数据的角度探讨多种疾病相关性和治疗方法可行性，为多种疾病的临床诊断、早筛和

治疗创造了新思路[22]。因此，基于可视化医学影像手段和人工智能先进算法，从数字和图片角度实

现对该领域的关联解析，是该领域破冰的重要方向。 

5. 总结 

本文对“眼肝”相关研究进行了探讨，对该领域的发展趋势，贡机构、期刊、学科、主题、关键词

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该类研究多为中医相关研究，尤其是中医眼科。研究方法主要是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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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肝与干眼症的相关性研究较多，与其他疾病鲜有研究，但是不少研究已经发现，肝风与甲状腺性

眼病、老年黄斑变性的相关性均有较值得研究的价值。因此，本文以中医“肝风内动症”与老年性黄斑

变性关联解析为例，对肝风与眼科关联进行解析，对该研究的痛点和未来方向进行与讨论。本研究预测

以影像学和机器学习为主的创新性研究方法和技术，是破冰该领域空白的最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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