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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对肌性视疲劳的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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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疲劳!+,-./0123+"是一组表现为用眼后出现

视觉障碍#眼部不适及全身症状以至不能正常进行

视作业的症候群$而并非某种独立的疾病% 具体可

表现为视物模糊#重影#复视$眼痛眼胀#酸重难睁#

干涩不舒#阅读时文字跳跃#字迹串行$不能持久阅

读等症状$全身可有头晕头痛$眉棱骨#鼻根部及眼

眶酸痛$恶心欲吐$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症状% 造成视

疲劳的原因比较复杂$不仅包括眼局部的器质性或

功能性病变$也可由全身疾病#不良视觉环境以及心

理异常等诸因素单一或相互作用所致$故又称为眼

疲劳综合征$属于心身医学范畴&%'

% 随着社会竞争

的加剧$生活工作节奏增快$从事文字及其它近距离

用眼工作人群的增多$电脑的广泛普及$临床上视疲

劳的发病逐年增多% 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因眼外肌功

能异常造成的肌性视疲劳%

%!肌性视疲劳的病因和流行病学

肌性视疲劳指的是因眼外肌功能异常所产生的

视觉疲劳$主要与眼外肌不平衡或过度使用有

关&%'

$具体可包括(隐斜性视疲劳#集合功能不足性

视疲劳#间歇斜视性视疲劳和眼球震颤性视疲

劳&"'

% 临床上以隐斜性视疲劳和集合功能不足性

视疲劳最常见% 隐斜是在大脑融合力控制下不显示

偏斜$而失去融合反射时则显示偏斜的一种潜在性

眼位偏斜% 清醒状态下$为了维持正常眼位和保持

融合功能$保持正常的双眼视觉$融合力持续性紧

张$部分眼外肌过度紧张$这种额外的神经肌肉运动

导致了视疲劳% 这其中尤以外隐斜及垂直性隐斜为

常见&4'

% 于秀敏等&$'对严重视疲劳的 4# 例患者用

5+6617杆测定看近看远的隐斜后发现(看近时正位

8外隐斜 9:者 %# 例$外隐斜 %#:8"#:者 %; 例$外

隐斜 "%:8"9:者 $ 例$上隐斜 ":者 " 例$上隐斜 4:

者 $ 例$上隐斜 9:者 % 例)看远时正位 8内隐斜 9:

者 ; 例$外隐斜 %:84:者 "# 例$外隐斜 $:8<:者 4

例$外隐斜 %#:者 % 例$上隐斜 ":者 4 例$上隐斜 4:

者 % 例$上隐斜 9:者 " 例% 为了克服视疲劳和复视$

遂形成单眼抑制或视网膜异常对应$在双眼视的情

况下$一眼中心凹抑制会造成立体视降低$故而隐斜

者缺乏立体视觉% 房学军&9'用同视机对 4; 例肌性

视疲劳患者检查后发现 %& 例患者无
!

级视功能%

集合功能不足性视觉疲劳又称辐凑功能不足性视疲

劳$主要是辐凑近点变远!正常辐凑近点为 ; 8%#

=>$大于 %# =>为集合力不足&%'

"$融合辐凑范围小

于 "9:84#:的正常范围)或有的虽辐凑近点尚在正

常范围内但不能持久或不能坚持两眼 "9:84#:的

集合% 前者引发的视疲劳称为绝对辐凑不足性视疲

劳$后者引发的视疲劳称为相对辐凑不足性视疲劳%

焦永法等&;'对 %49 例患者检查后发现 %#; 例辐凑近

点在 & 8%& =>)房学军&<'的 4; 个病例 %% 例辐凑近

点在 < =>以内$"9 例大于 < =>% 导致集合功能不

足的因素包括&%'

(解剖异常#集合发育延缓#视觉干

扰#精神状态不稳定等%

从发病年龄#性别和职业结构上看$肌视疲劳好

发生于 "# 899 岁的从事近距离用眼工作者$随着年

龄的增长症状逐渐加重$女性多于男性% 这是因为

"# 899 岁正是人学习和工作中需要大量用眼的阶

段$进入 $# 岁后视器官老化$眼外肌功能进一步减

退$导致症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重% 女性由于其

生理周期#心理因素的影响及所从事职业的局限性

!多为近距离用眼工作"导致了女性发病比男性多%

近距离用眼工作需要长时间动用辐凑$诱发眼外肌

疲劳$因此从事教师#文字工作#视频终端工作等职

业的人群发病率要比其他人群高%

"!肌性视疲劳的中医病因病机

肌性视疲劳于中医学属肝劳范畴% 肝劳一词最

早见于唐朝孙思邈之*千金要方+$书载(,读书#搏

弈过度而伤目者$谓肝劳-$但未详细记载肝劳的症

.9(.

!江西中医药 "##( 年 $ 月第 $ 期总 4<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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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至明李蓇*医学入门.杂病分类.眼+载(,读

书针刺过度而痛者$名曰肝劳-$认为,极目远视$夜

书细字$镂刻搏弈伤神-为其病因% 其实元末明初

倪维德著*原机启微.七情五贼劳役饥饱之病+篇

中对本病就有描述(,眼睫无力$常欲垂闭$不敢久

视$久视则酸痛%-并将病因归为,七情五贼$总伤二

脉$饥饱伤胃$劳役伤脾%-明马莳*黄帝内经素问灵

枢注征发微+认为本病归因为劳心伤血之故$云(

,久视者必劳心$故伤血%-清傅仁宇*审视瑶函.内

外二障论+篇对本病有所记载并对病因分析尤为详

细$曰(,不能久视$久视则目珠隐隐作痛-$傅氏认

为,凡读书写字$与夫妇女描刺$匠作雕銮$凡此必

以目不转睛而视$又必留心内营% 心主火$内营不

息$则心火动$心火一动$则目珠隐隐作痛$诸疾之所

由起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肾水亏弱之人$,若再加

以劳神-$则水火不济$更加难以调治&('

%

后世医家对于本病病因的认识主要集中于劳瞻

竭视#年老体衰和先天不足$病名虽谓肝劳$但病变

不仅在肝$而且涉及心#肝#脾#肾四脏$是多脏腑功

能失调引发的疾病% 对病机的的认识主要有(

"

气

血亏虚论% 李洪毅&<'认为本病西医学病因与眼外

肌疲劳有关$而肝主筋$脾主肉$肾主藏精$故本病与

肝脾肾三脏功能失调密切相关% *内经+云,目得血

而能视-$,肝藏血-$,脾统血-$肾精化血$气能生

血$故本病病机与精#气#血不足有密切关系$尤与

气#血亏虚关系较为密切%

#

心营受损论% 王浔

生&&'认为*内经+云,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

窍也%-心主神明$目为心使$内属于心% 心之气血

受损$心营不足$心神被扰与本病有关%

$

气滞血瘀

论% 张津&%#'认为本病是因过用目力$劳心伤神$肝#

心#肾三脏功能紊乱$以至气血瘀滞$精血不能上承

于目$目失所养而神光衰微$不耐久视%

%

脾阳不升

论% 汪苍璧等&%%'认为本病是由于脾气亏虚$清阳不

升$以至气血精微不能上充目窍所致% 因脾主肌肉$

胃为宗筋之长$脾胃虚弱则气血不足$故肌肉收缩无

力%

&

肝肾不足论% 陈亚琴&%"'认为肝肾精血亏损

不足$不能濡养目窍$筋失所养$以至调节失司$患者

不耐久视%

'

血虚受风论% 赛自金等&%4'认为本病

因为血虚复感风邪$目中玄府升降失序$气血流注不

畅所致%

(

经脉郁闭论% 王明芳&%$'认为手#足三阳

经与眼密切相关$起着维系目窍$供养气血的作用%

若三阳经脉郁结闭阻$气血不充$诸脉不利$目窍失

养$从而出现视久疲劳$头目胀痛等% 综上所述$本

病是因劳瞻竭视$妄用目力$劳心伤神以致气虚血

弱$目窍失养或气滞血瘀$经络阻滞)或因年老体虚$

脏腑亏损$肝肾不足)或因先天不足$脾阳不升$目失

所养而致%

4!肌性视疲劳的中西医治疗

肌性视疲劳的病因复杂$症状多端$目前临床上

对其主要可以分为西医治疗及中医治疗两类%

根据产生肌性视疲劳的病因$西医治疗的方式

很多$常见的主要包括(

"

配带三棱镜% 对于隐斜造

成的肌性视疲劳$给予基底向隐斜对侧的三棱镜可

以补充不足的辐凑功能$解决了看近时调动全部融

合力所造成的视疲劳% 吉东窻等&%9'对 44 例存在外

隐斜的视疲劳患者配用三棱镜后近距离工作时出现

的疲劳感消失$取得了治疗目的% 但有学者认为&4'

用三棱镜治疗视疲劳可以缓解症状$但可能使融合

性更差$致症状再出现%

#

手术治疗% 对存在视疲

劳的隐斜患者行手术治疗以纠正眼位从而消除眼外

肌肉的不平衡以达到治疗视疲劳的目的% 最常见的

外隐斜采用的手术方式是内直肌缩短和外直肌后

徙$房学军&9'对 ; 例外隐斜性视疲劳患者采用内直

肌缩短治疗后 $ 例症状消失$% 例缓解)尹忠贵

等&%;'对 "% 例外隐斜性视疲劳患者采用外直肌后徙

术治疗后 %9 例治愈% 手术矫治的缺点是如果过矫

则会发生视远复视&4'

$相比之下外直肌后徙术优于

内直肌缩短术$这是因为外直肌后徙是一种可逆性

手术$一旦过矫还可以行复位术$且操作比内直肌缩

短简单&%;'

%

$

辐凑训练% 同视机与笔尖进行辐凑

训练以锻炼眼外肌力量$增强融合能力$可用于治疗

肌性视疲劳% 于秀敏等&$'对 %# 例患者坚持进行同

视机和笔尖训练 4 个月$其中 $ 例症状消失$4 例缓

解% 肖寿华&%('对 %( 例患者进行同视机治疗后发现

所有病人在 % 84 个疗程后症状明显好转$融合辐凑

也明显改善$均大于 ?"9:%

%

颈交感神经节注射%

朱思泉等&%<'研究发现通过对颈交感神经节定位或

颈内动脉鞘定位注射利多卡因#地塞米松#@3-A

%

#

*BC等可以调节交感神经功能$解除眼部小动脉痉

挛等作用$对视疲劳有显著治疗作用%

&

药物治疗%

过去对肌性视疲劳的药物治疗主要是服用维生素合

剂#血管扩张剂和脑神经赋活剂% 近年来国外报道

称甲钴铵&%&'可以改善调节$缓解视疲劳$其作用机

理可能是调节副交感神经的异常兴奋状态$从而缓

解睫状肌的持续收缩% 沈兰珂等&"#'报道用施图伦

滴眼液治疗 $< 例视疲劳患者$结果显效 "& 例$有效

%9 例$机理可能是其中含有的洋地黄成分可以增加

睫状肌血流$增强其收缩力% 刘春民等&"%'报道花青

素能有效缓解视疲劳症状$其机理可能是通过强大

的抗氧化作用消除和缓解人体疲劳综合征的眼部及

.;(.

!"#$%&"!'()$#* '+,)#-","'$#* ./"$0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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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症状体征%

中医学通过审证求因$辨证论治$对视疲劳进行

全身综合治疗$有着独特的优势$取得了很好的疗

效% 由于对本病的病机认识不尽相同$因此中医对

于肌性视疲劳的治疗也因人而异% 从内治方法而

言(李洪毅&<'使用当归养荣汤加减以活血补血$调

血解郁$治疗 4( 例气血亏虚患者中治愈 %$ 例$显效

%9 例$有效 ( 例% 王浔生&&'用加味参麦饮以养心

气$补心阴$安心神$治疗 $# 例心营受损的患者治愈

; 例$好转 "9 例% 张津&%#'使用复方血栓通合障眼

明以活血化瘀$益气养阴$治疗气滞血瘀型患者 9##

例$其中有效为 $$# 例$有效率达到 <<)9D% 汪苍

璧&%%'等用调中益气汤以健脾#益气#升阳$治疗脾阳

不升的患者 9" 例$症状消失 4< 例$缓解 %# 例% 陈

亚琴&%"'使用加减四物补肝汤以补肝肾#养阴血#清

虚火$治疗肝肾不足的患者取得了较好疗效% 赛自

金等&%4'则采用川芎茶调散合四物汤以疏风止痛$养

血补血$用于治疗血虚受风型患者 $9 例$治愈 %;

例$显效 %" 例$有效 < 例% 王明芳&%$'选用柴葛解肌

汤加减以疏经理气$解肌止痛$用于治疗经脉郁闭型

患者收效良好% 中医对于本病还可以通过多种外治

法进行治疗$包括点用中药眼液#针刺#耳穴贴压#推

拿以及刺血疗法等% 林颖等&""'对 $# 例患者点用麝

珠明目滴眼液后发现$4" 例显效$; 例有效% 庞雅菊

等&"4'对 (( 例患者针刺攒竹#丝竹空#睛明#球后#百

会#内关等眼周#头面部及全身穴位后$症状完全改

善 %; 例$部分改善 4# 例% 李和等&"$'对 <# 例患者

取眼#目 %#目 "#额#枕#肝#肾等耳穴用王不留行籽

进行贴压$配合口服成药后发现显效 ;" 例$有效 %"

例% 关玲等&"9'采用双攒竹穴区#耳尖穴区点刺放

血$%$ 例患者中痊愈 %% 例$好转 4 例%

$!讨论

随着社会进步$学习工作负担的加重$用眼时间

的普遍增加$人口的老龄化$视疲劳作为常见的眼科

病症已经引起了临床医生的广泛重视% 这其中因眼

外肌疲劳所产生的肌性视疲劳占有相当比例$且由

于成因复杂$虽然对其治疗方法呈现多样化发展趋

势$但尚无公认的有效方法% 作者认为对于本病应

采用综合治疗$内外同治#中西结合的疗效比单一治

疗所取得的效果更明显% 中医治疗中$外治法显效

快#效果好$操作简便$尤其针刺法可以增强集合中

枢的融合功能$通过刺激眼肌的兴奋性$加强双眼异

向运动的力量$并可以改善眼周血管循环$促进眼部

神经#肌肉细胞的营养交换$从而改善视疲劳的症

状&"4'

$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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