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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总结孙远征教授基于形神同调理论针刺治疗干眼症的方法。通过跟师学习，分析其对于本病的

诊疗思路并佐以病案验证。孙远征教授从事针灸事业多年，认为干眼症病因复杂、迁延难愈、易于复发，

同时存在津液分布的失调和神志的异常，二者相互影响，形神同病。在临床治疗中，孙师注重“形神同

调”，采取“腧穴所在，主治所能”以调形、“心脑同调，舒畅情志”以调神来治疗干眼，提供了一种

新的治疗视角，为干眼症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中医疗法。 
 
关键词 

干眼症，形神同调，孙远征，名医经验 
 

 

Analysis of Professor Sun Yuanzheng’s  
Acupuncture Treatment for Dry Eye  
Syndrom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armony of Form and Spirit” 

Rong Wu1, Yuanzheng Sun2* 
1Graduate School,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2Second Acupuncture Department,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Received: May 5th, 2025; accepted: May 27th, 2025; published: Jun. 6th, 2025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pm
https://doi.org/10.12677/jcpm.2025.43349
https://doi.org/10.12677/jcpm.2025.43349
https://www.hanspub.org/


吴蓉，孙远征 
 

 

DOI: 10.12677/jcpm.2025.43349 322 临床个性化医学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summarize Professor Sun Yuanzheng’s acupuncture treatment for dry eye syn-
drom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Xing Shen Tong Diao” (form and spirit coordination). Through ap-
prenticeship learning, the article analyzes Professor Sun’s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approach to 
the disease and validates it with case studies. With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acupunc-
ture, Professor Sun believes that dry eye syndrome has a complex etiology, is difficult to cure, is prone 
to relapse,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both the imbalance of body fluids and abnormalities in spirit, 
which influence each other, leading to a condition where both form and spirit are affect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Professor Sun emphasizes “Harmony of Form and Spirit,” adopting “the acupoint is where 
the treatment is effective” to regulate the form and “coordinating the heart and brain, and soothing 
emotions” to regulate spirit in the treatment of dry eye,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and an effec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dry eye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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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干眼症作为一种多因素影响的泪膜和眼表损害的慢性疾病，其临床特征包括眼部干涩不爽、灼热微

痒、刺痛、视功能障碍等[1]。其发病机制复杂尚不明确，目前治疗主要以人工泪液缓解眼部症状为主，

但仅能获得短期疗效，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而现有研究发现，颇多罹患干眼者表现出焦虑情绪，且

干眼严重程度与患者抑郁、焦虑严重程度呈正相关[2]，长期的眼部不适感与高频次的治疗以及医疗费用

等因素，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造成重大干扰，引发焦虑与抑郁情绪等负面情绪，从而使患者的

生活质量降低。随着对干眼症状及发病机制的深入了解，发现其与中医“形神失调”理论的内涵不谋而

合。而针刺治疗干眼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和远期作用，能够有效调整神经功能，提高神经反射通路的敏

感性，降低角膜-泪腺反射弧阈值，促进泪腺分泌泪液[3]。孙远征教授为黑龙江省名老中医，从事针灸临

床工作四十余年，临床经验十分丰富。笔者有幸跟师学习，现总结分析孙远征教授“形神同调”针刺治

疗干眼症的临床经验，以期为干眼症的诊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2. “形神同调”理论的探源与认识 

“形神一体”作为中医学整体观念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始见于《黄帝内经》，其主张诊治疾病需候

神察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载：“阳化气，阴成形”。具体而言，“形”指的是有形之物，包含

气血津液、脏腑官窍、筋骨肌肉等有形之体；“神”与形相对，既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涵盖了其外在

表现，又是意识、思维、五神、五志等精神活动的反映[4]。在生理上，中医理论认为形神二者相依，互

根互用，神出于形，形赖乎神，如《类经·针刺类》所云：“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

活，无形则神无以生”。而《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载：“积精”可以“全神”，《灵枢·平人绝谷》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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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和利，精神乃居。”均是强调形是神的物质基础，气血津液充沛，精气蓄积，才能“形具而神生”。

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进一步阐述：“神能御其形”，表明神为形之主宰，人的精神活动亦对生

理功能起着调节作用。在病理上，形神二者互损，此消彼消，形病及神，《景岳全书》亦指出“伤形则神

为之消”。《灵枢·本神》篇云：“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日久则恐惧自失，破月穂脱肉，毛悴色夭……”

故伤神者，日久必殃及形体。在病因方面，《灵枢·本神》篇曰：“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肝气

虚则恐，实则怒”“喜怒不节则伤脏”等都强调了过极的情志变化与脏腑功能失调互为关联，体现了“形

神”在疾病发生时互为因果，俱荣共损。可见，神伤则形惫，形伤则神衰，故调神必先治形，治形必兼调

神。而随着现代医学逐步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转变，心身医学也应运而生，认为精神心理因素

在健康的保持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康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这种生理与心理相互作用的心身关

系与“形神一体观”高度契合[6]。“形神同调”理念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强调在治疗疾病时，既要注重

躯体症状的“形”的康健，也要同时关注精神状态的“神”的的调摄，实现形与神的兼养与协调，保持形

神的统一状态，做到“形神合一，阴平阳秘”。 

3. 干眼症与“形神”的关系探析 

干眼属于中医“白涩病”范畴，最早见于《审视瑶函》：“不肿不赤，爽快不得，沙涩昏蒙，名曰白

涩”。而《证治准绳》所言：“目自觉干涩不爽利，而视物昏花也”、《诸病源候论》所载：“若悲哀内

动脏腑，则泪道开而泣下，其液竭者则目涩”，都揭示了古代医家早已发现并且重视干眼症的症状与治

疗。这些表现在外的干涩不爽、视物昏花、灼热微痒等自觉症状，即为有形可见的“形病”；而病情迁延

致使长期的眼部不适、经济负担等因素常常导致患者出现烦躁、抑郁等负性情绪，即为干眼症之“神病”。

王肯堂在《证治准绳·杂病》中提及白涩的病因为“劳瞻竭视，过虑多思，耽酒恣燥之人，不忌房事，致

伤神水…水少之故”，由此可知津液不足、过劳过视、情志不调等与白涩病的发生相关[7]。《灵枢·大

惑论》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睛”，认为目是五脏之神出入的门户，目张则神出，目闭

则神藏，双目能够反映人体神之状态[8]，故神伤则目不明，均反映出干眼的发生与“神伤”有关。情志

作为神的重要表现形式，“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气和则神安”，情志失调，首先伤神，后伤形。故干

眼“神病”的表现也可发生在“形病”之前。而且现代研究表明，干眼患者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出现高

于常人，Zheng 等[9]研究指出，抑郁或抑郁症状伴眼病的总体患病率为 25%，DED 患者的抑郁患病率最

高，为 29%。亦有研究证明抑郁患者可能出现干眼症状，抗焦虑、抗抑郁药物的使用与干眼显著相关，

在缓解干眼伴发的焦虑、抑郁时，使用抗焦虑药物可能会有加重干眼程度的风险[10]。因此，孙远征教授

认为不能把干眼当作一种单纯的眼表疾病来诊疗，在考虑眼部疾患的同时，还应考虑精神因素的影响，

故从“形神同调”的角度来治疗干眼，不仅可以缓解眼部症状，还能调节患者的情绪，增强其信心，提高

其治疗的依从性，从而形成一个积极的良性循环。 

4. 从穴方特点探讨针刺治疗干眼症 

干眼作为如今社会常见的慢性眼科疾病，治疗方式常采取人工泪液、超声雾化、手术治疗等手段。

然而这些方式存在远期预后效果不佳、患者依从性差、经济负担较重等问题。针灸作为中医学精粹，治

疗干眼早在《针灸甲乙经》中就有记载。现代研究发现，针灸能够通过促进眼表相关蛋白表达、抑制炎

症反应、调控细胞凋亡以及迁移、调节神经和激素等调控眼表微环境，促进干眼症状的改善[11]。 

4.1. “腧穴所在，主治所能”以调形 

研究表明，针刺眼周穴位可通过促进泪液的分泌，增加泪膜稳定性，减少结膜的炎症反应来缓解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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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症状[12]。根据眼部疾病的特点，孙远征教授选取睛明、阳白、瞳子髎、鱼腰透丝竹空、太阳等局部穴

位以调形。睛明归属足太阳膀胱经，是此经脉经气流注的起始部位，睛明穴位于泪囊和泪小管上方，针

刺睛明穴则可刺激泪液的分泌。《针灸甲乙经》中有：“头目瞳子痛，不可以视，……阳白主之。”阳白

穴作为足少阳胆经和阳维脉的交会穴，针刺此穴可使穴内的天部层次变得明亮清白。瞳子髎深处布有颧

神经，颧神经借交通支将岩大神经一般内脏运动纤维导入泪腺神经，其与泪腺的感觉和分泌密切相关[13]。
鱼腰为治疗干眼症首选穴位，体现了“腧穴所在，主治所能”的特点；鱼腰透刺丝竹空可以加强刺激，促

使其分泌泪液，调节患者的泪膜稳态，同时眼周取穴可以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改善干眼症症状[14]。太

阳作为经外奇穴，皮下是“三叉神经”和“睫状神经节”的汇集之处，睫状神经节作为调节视力的重要神

经节[15]，针刺此穴可缓解眼部症状，促进眼部血液循环。 

4.2. “心脑同调，舒畅情志”以调神 

古有《灵枢·本神》记载：“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强调“调神法”在针刺治疗中的重要性。孙

远征教授基于多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得出通过针刺一些特定穴可调控人体情志、脏腑功能、气血津液以

治疗疾患[16]。取穴百会、神庭、两侧本神以调“脑神”，神门以调“心神”。《本草纲目》中“脑为元

神之府”表明脑与“神”紧密相关，故“调神”离不开调脑。《素问·骨空论》记载：“督脉者，起于少

腹……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说明督脉所处位置与大脑的关系密切，而百会穴为督

脉经穴，又为手足三阳经与“阳经之海”的交会之处，是人体阳气盛级之处，故百会有调节神识之作用，

主宰身体的精神活动，具有良好的镇静安神的功效。百会穴，穴性属阳，又于阳中寓阴，故能通达阴阳

脉络，连贯周身经穴，可调节机体的升降制动与阴阳平衡[17]。《针灸甲乙经》中记载：神，天部之气也。

庭，庭院也，聚散之所，精气汇于顶部……，故称“神庭”。神庭作为调神之要穴，又为督脉与足太阳、

足阳明经的交会穴，不仅可以调节患者情志，还可以治疗目系疾患。本神属足少阳胆经，为胆经与阳维

脉的交会穴。本者，为草木之根、事物之根源，意指本神穴为人身元神之根本，而少阳胆经与足厥阴肝

经互为表里经，肝开窍于目，又为阴中之少阳，故可协调脏腑气机，调节情志。神庭与两侧本神位于头

部额极处，额叶不仅为情感中枢，其大部分为联合区，与丘脑内侧核发生“双向点对点”连接，丘脑内非

特异性核团又能通过弥散等方式将信息传至整个丘脑，从而与大脑皮层相连接[18]。四穴配伍，使得“阳

脉之海”相通，奏“调神以全形”之效。《黄帝内经》指出：“神藏于心，外候在目”，故“调神”离不

开调心。神门作为心经原穴，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可调节心经所致疾病，心经“上夹咽，系目系”，故

可缓解眼部症状；又心主神明，故针刺神门穴可起安神之效，减轻患者因眼部症状所产生的负面情绪。 

5. 验案举隅 

李某，男，41 岁，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就诊。主诉：眼睛干涩 3 月余，加重 3 日。现病史：患者 3
个月前由于家中琐事熬夜出现眼睛干涩，伴有疼痛感，夜间加重，因久久不愈，心情抑郁，影响日常生

活，遂打算就医。随后该患者多方就医，查泪液分泌试验及泪膜破裂时间、角膜荧光素染色等指标均出

现异常，且睑板腺功能出现障碍，外院诊断为“中度干眼症”(泪膜破裂时间 BUT：右眼 3 s/左眼 4 s；
Schirmer I 试验：右眼 5 mm/5 min，左眼 6 mm/5 min；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OD 6 分/OS 5 分)。曾接受

人工泪液(玻璃酸钠滴眼液 qid)、睑板腺按摩(每周 2 次 × 4 周)治疗，症状短暂缓解后复发。近 3 日因项

目压力症状加剧(BUT：右眼 2 s/左眼 3 s；Schirmer I：右眼 3 mm/左眼 4 mm)，伴失眠(PSQI 评分 12 分)、
焦虑(GAD-7 评分 10 分)。既往史：高血压 2 年(硝苯地平缓释片 30 mg qd 控制良好)；无眼部手术史。查

体：睑缘充血(+)，泪河高度 0.1 mm，结膜充血(++)，角膜上皮点状脱落。尝试睑板腺按摩人工泪液、止

痛药物等治疗方法效果均不显著。患者又到多家医院就诊，曾尝试药物、理疗、常规针灸治疗等多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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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式均无确切疗效，近日来感症状加重，夜间影响睡眠，遂来我门诊就诊。查体：现患者面色少华，神

情痛苦，精神萎靡，语声低微，视力、视野正常，泪液分泌减少，舌红少苔，脉沉细。诊断：中医诊断：

白涩病(肝肾阴虚证)西医诊断：干眼症 处方：主穴：百会、神庭、神门、本神、睛明、阳白、瞳子髎、

鱼腰透丝竹空、太阳。 
配穴：太溪、太冲。操作：太冲、太溪施加平补平泻手法。百会、神庭、本神施加小幅度高频率重复

捻转刺激，达 200 转/分以上，行针每穴约 2 分钟，鱼腰向丝竹空方向透刺，余穴常规针刺，每日治疗 1
次，每周治疗 5 次，休息 2 日，1 周为一疗程。针刺治疗 1 次后，患者遂觉眼部干涩感减轻，心中略觉宽

慰；针刺治疗 2 次后，患者诉夜间症状缓解，睡眠质量提高治疗 2 个疗程后，症状大幅度缓解，夜间稍

有加重；治疗 3 个疗程后，患者干眼症状完全消失，睡眠正常，心情愉悦，经测泪液分泌试验指标正常，

患者痊愈。1 个月后随访，未复发。 
按：干眼症，中医学称“白涩病”，以自觉眼内干涩不适，甚则视物昏朦为主症，多数患者会因病情

迁延影响生活出现抑郁烦躁的情绪，从而影响疾病的治疗效果，形成恶性循环，甚者加重病情。孙远征

教授认为，肝肾精血亏耗，久则劳心伤神，不能濡养目窍而致眼目干涩，治疗此病选取百会、本神、神庭

三穴调节脑神，神门调节心神，心脑同调，从而调控五脏六腑、影响气血津液的分布，缓解目涩目痛，同

时调畅患者情志。根据“腧穴所在，主治所能”的特点，选取眼周的局部取穴以增加疗效。又因此案患者

属于肝肾阴虚型干眼症，肝经连目系，肾生脑髓，目系属脑，配穴选择肝肾原穴太冲、太溪穴，调动肝、

肾两经原气，补益肝肾。诸穴合用，疗效显著。 

6. 结语 

干眼为临床常见的眼表疾病，具有迁延不愈和容易反复的特点，其情志因素和发病紧密相关。目前

临床治疗干眼仅关注局部症状的改善，忽视了机体的整体状况。孙远征教授深谙其带给患者的不适痛苦，

故从形神失和角度切入，执简驭繁，在形通过眼周取穴以减轻眼部不适症状，在神通过心脑共调，一则

使得神能御形，二则调畅情志以达到“形具神生”。这种“形神同调”的针刺治疗方法充分利用中医独特

优势，谨守病机，改善干眼症状的同时调畅患者情志，做到“身心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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