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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出版社为了发扬光大中医事业，推进中医学术进展，创意组织我院部分名老中医编写“方药
心得”，我有幸被邀参加。
因此举乃造福百姓之好事，便欣然接受。
但动笔后想若要保证质量和出版时限，尚存难度，原由一为本人不谙电脑操作，二则诊务繁忙，三则
年事已高，故有推脱之意。
幸得袁霞、吴鲁华、疏欣杨诸君鼎立辅助，另则所好本人历年所撰书稿，其中不少可纳入“心得”中
，故奋力爬格子以成积腋之作，或许对同道青年有所裨益，并借以自慰及向既往培育支持合作之领导
、老师、友好致以谢忱。
　　全书20余万言，除主要参考《中医眼科全书》、《中药学》（教材）、《中华本草精选本》等书
外，其中也有部分本人发表的文章，特向读者说明。
该“心得”分绪篇和上、下两篇，绪篇中所介绍的个人简历、学术发展形成过程仅供参阅，而治学格
言“辨证辨病互参、临证医理相促”12个字，对业医者或可借鉴。
上篇中所载的中药共计200余种，其重点是个人使用该药之心得，特别是针对眼科的使用技巧，并相应
地引述了众多本草学家及临床巨匠的精辟论述，以兹证明“中医药基本理论能够指导临床实践”，而
近代药理研究仅供参考借鉴，从而引起同行对中医药基础理论的重视。
下篇“方”中分三类，即“经方、传统名方”12张、“眼科专用方”10张、“自拟方”8张，共30张。
每张方子均侧重论述临证使用心得，除附病案外，还较详细地列举了该方的沿革出处、学术渊源、功
能主治及所用药物加减。
看起来所记载的方剂数目不多，但基本概括了眼科方剂产生的源流，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本“心得”出版之际，余再次向科学出版社表示感谢。
国医大师程莘农院士赐予题辞，国医大师唐由之研究员作序，令拙作增光生辉，谨致以诚挚谢意。
对袁霞、吴鲁华、疏欣杨、王雁医师，周剑教授及东方医院眼科同仁对稿件协助编排、打印、修改等
辛勤劳作一并付此志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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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本归纳和总结了祁宝玉教授从事中医眼科临床工作近50年所积累的经验与心得，全书由三篇组
成。
绪篇简要介绍了祁宝玉教授的成才之路和学术思想。
上篇介绍了祁宝玉教授在临床中常用的200余味中药的用药心得，药物分类上基本遵循传统，并结合眼
科实际略有调整，如祛风药、退翳明目药。
在药物分类项下比较精练地描述了此类药物在眼科临证中的使用要领，而具体药物项下除介绍了传统
用法外，还补充了祁老的使用心得和适当评述。
下篇按经方和传统名方、眼科专用方、自拟方分类共选方30首进行介绍。
除介绍了该方的历史渊源、组成解析、使用宜忌之外，还附有祁老对该方的评述和相应的医案。
    本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知识性，适用于从事中医临床尤其是中医眼科专业的人员和中医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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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祁宝玉，教授，生于1933年，天津市人。
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历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东方医院眼科主任。
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秘书长、副主任委员、顾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评
审专家等职。
　　祁宝玉教授曾随著名老中医唐亮臣、韦文贵、唐由之学习，毕业至今一直坚持在医教研第一线，
对诸多眼科疑难病均有独特的诊疗经验，并形成了重在整体、照顾脾胃、辨证辨病互参的医疗风格，
首次提出了“软坚散结法”在眼科中的应用。
祁宝玉教授退休后至今仍在医院出诊为广大眼病患者服务，并继续为培养中医眼科人才贡献自己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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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功    鳖甲育阴除蒸散结    夏枯草为眼科常用之品第十三章  安神药  第一节  重镇安神药    朱砂有毒不
宜煎服    磁石益肾阴，潜肝阳    龙骨尚兼收敛固涩    琥珀镇惊安神，活血散瘀  第二节  养心安神药    酸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祁宝玉眼科方药心得>>

枣仁治失眠亦兼补益    柏子仁安神润便    首乌藤一名夜交藤    远志安定神志，益智强识    石菖蒲开窍宁
神第十四  章退翳明目药    蝉蜕功擅退翳止痉    谷精草尚有养肝明目之功    密蒙花肝肾不足之内障亦可
用之    青葙子味苦性寒宜退新翳    刺蒺藜不独退翳尚可解郁散结    论蛇蜕定惊解毒之功    千里光尚能补
肝明目    木贼祛风兼磨云退翳第十五  章平肝息风药  第一节  平抑肝阳药    石决明眼科常用    珍珠母功
似石决明但能安神    紫贝齿平肝、镇惊、明目  第二节  息风止痉药    羚羊角既善清里，又善透表    钩藤
眼科妙用    天麻内外风皆可平，故有定风草之谓    全蝎、蜈蚣功同，前者力平，后者力猛    僵蚕祛风
定惊，兼能化痰散结第十六章  补气药    人参为补气第一要药    党参功同人参但力稍逊而益气固脱    黄
芪功擅升阳举陷，益卫固表，托毒生肌    白术为健脾第一要药    山药补脾益肾生津    甘草补气缓急，
调和诸药    大枣补气养血安神第十七章  补阳药    鹿茸补肾阳，益精血    淫羊藿又名仙灵脾    巴戟天能
治多种眼病    杜仲擅治腰痛    续断与杜仲常相须为用    肉苁蓉药性平和，当为平补从容之品    菟丝子为
平补阴阳之品    沙苑子又名沙苑蒺藜或潼蒺藜第十八章  补血药    当归诚血中圣药，亦血中之气药    熟
地滋阴养血，为眼科常用之品    白芍养血敛阴止痛，平肝解郁    阿胶有补血滋阴，润肺止血之功    何
首乌有抗衰老及乌须发之功    龙眼肉养血安神第十九章  补阴药    楮实子功擅清肝滋肾明目    沙参养阴
清肺，益胃生津，有南北之分    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    麦冬养阴润肺清心    天冬清肺润燥    石斛为
益胃补肾平和之品    玉竹养阴润燥，生津止渴    黄精抗虚延年    枸杞子平补肝肾，益精明目    女贞子又
名冬青子，乌须明目    黑芝麻补肾润燥    龟板又称龟甲，生精明目    鳖甲滋阴除蒸散结第二十章  收涩
药    五味子擅收瞳孔    诃子敛肺开音止泪    山茱萸大敛元气不敛邪    覆盆子益肝肾，固精缩泉    金樱子
固精缩泉    莲子、芡实常相须为用以补脾肾下篇  用方心得第一章  经方和传统名方    黄芪建中汤(《金
匮要略》)    桂枝茯苓丸(《金匮要略》)    五苓散(《伤寒论》)    泻心汤(《金匮要略》)    参苓白术散(《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归脾汤(《校注妇人良方》)    仙方活命饮(《校注妇人良方》)    龙胆泻肝汤(《
兰室秘藏》)    玉屏风散(《丹溪心法》)    五子衍宗丸(《医学入门》)    香砂枳术丸(《景岳全书》)    夏
枯草散(《张氏医通》)第二章  眼科常用方    通脾泻胃汤(《银海精微》)    猪苓散(《银海精微》)    抑阳
酒连散(《原机启微》)    石斛夜光丸(《原机启微》)    明目地黄丸(《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正容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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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医学术思想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是从学校毕业后，或学徒出师后，自学初期所能形成的。
这其中需要一个较长的年限，在这个过程中由浅人深。
不断修正，不断升华。
通过知识和实践逐渐堆积，螺旋式上升，修炼到一定火候，才能言其某某人的学术思想，下面试从三
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
　　（一）祁老的学医和行医过程　　祁老高中时期就对文、史课程有所偏好。
1956年高中毕业后受其叔父的影响，考入了新中国成立后首创建立的国办、正规的北京中医学院，原
来学制5年，后改为6年。
虽然办学经验不足，条件简陋，但授课老师可谓不同凡响，其中有内经大家秦伯未，伤寒大家陈慎吾
、刘渡舟，温病大家赵绍琴、董建华，医史文献专家任应秋、宋向元，内科专家方鸣谦、印会河，妇
科专家王慎轩、马龙伯，针灸专家程莘农、杨甲三，中药本草大家朱颜、颜正华，方剂专家王绵之，
正骨大家刘寿山，儿科专家刘弼臣等老前辈。
由于诸老的教诲，兼之祁老的天赋和勤奋，其中医基础、临床各科均成绩优良。
毕业前被学院有目的派到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随眼科名老中医唐亮臣学习，定
向毕业实习中医眼科达10个月之久。
唐老是卫生部主管中医领导点名由上海调往中医研究院的专家之一。
唐老强调眼病论治，必须以全身辨证为基础，眼睛的任何病变都是由于人体脏腑、经络、气血功能失
调所致，极力推崇“目之有轮，各应乎脏，脏有所病，必现于轮”之说，诊治处方用药之前必遵守四
诊合参，辨明八纲；并善用内外各科通用方剂施于眼病，强调重视七情致病，尤以眼病为甚。
而且对实习者要求甚严，每每提出问题，指出学习书籍。
由于当时研究院系统重视科研，其下属医院均上午门诊，下午学习，故在此环境下，祁老有机会对中
医基础理论及眼科等有关书籍进一步深入学习，而获益匪浅，为毕业后步人临床教学打下基础。
　　毕业后祁老被留校，学院当时为了筹备中医眼科教研室及开设眼科门诊，特派他到中医研究院广
安门医院眼科进修，此间得以继续随诊唐老，并有机会随名老中医韦文贵学习，并在中西医结合眼科
专家杨维周、唐由之指导下，掌握了眼科检查诊断方面的西医技能。
在这一年里，由于唐老、韦老闻名遐迩，医技医德双馨；故眼病应诊者每多盈门，其中疑难棘手眼病
甚多，很多眼病特别是眼底病变，西医效果不显时，多求治于中医。
由于众多患者对二老信任度高，又兼二老态度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每每多能遵照医嘱，慎调起居，
坚持服药，而取得意想不到的疗效。
这使初人中医眼科殿堂的祁老，奠定了从事中医眼科的信心和坚实的医疗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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