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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了众多眼科专著，包括应用基础学、临床学、手术学、临床检查技能学
、临床手册等，应有尽有。
作者所编的《眼科疑难病》不是一本系统眼科学而是眼科学中常见的疑难病。
所谓疑难病，系指确诊有困难，特别是确诊后治疗处理更为棘手。
疑难病的定义很难界定，有的疑难病伊始即为疑难病，我们称为“原发疑难病”；有的为治疗（特别
是手术治疗）后引起的合并症，称为“继发疑难病”。
眼科疑难病较多，本书重点书写引起视力障碍、致盲，或眼部畸形。
撰写本书的作者，多系从事其专业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及其理论知识，且具有一定的独创
性，作者将其有益的临床经验提炼为专著文章，以希为高年眼科医生在临床工作中提供参考。
    本书不单独编写眼科解剖与生理，而是在章节中书写有关的解剖与生理。
本书重点撰写疑难病的诊断及处理，特别是处理。
关于疑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理亦加以描述，为读者提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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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凤鸣，出生于1915年，女，四川省成都市人，是我国著名的眼科学家、眼科病理学家及医学教育家
。
l941年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留校任眼科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讲师。
l94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皇家眼科研究所留学，并获伦敦眼内科、外科专科学位（D.O.M.S.London）。
1950年初回国，历任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教授、北京医学院第三医院眼科教授、科主任，
北京医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
兼任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华眼科杂志》副主编，中华眼科学会副主席、主席、名誉
主席，《美国医学会眼科杂志》中文版主编，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客座教授。
    
    半个世纪以来，从事眼科临床、眼科病理、眼科胚胎的科学研究及教学工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致力于农村防盲治盲工作，为北京郊区40万农民防治沙眼作出了贡献。
六七十年代，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职业性眼病成为主要课题，她对我国13个省、市有关厂矿的化
学、物理因素所致职业性眼病进行了流行病学、临床医学及毒理学研究，对TNT中毒性白&#8226;内障
、放射性白内障、微波对眼部损伤及眼部化学烧伤、二硫化碳中毒等的发病机理及防治措施发表了有
创见性的学术论文，研制了眼职业病诊断及防治标准，被国家标准局审定为国家标准并颁布实施。
她协助创建了中华眼科学会职业眼病与眼外伤学术委员会及《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
“TNT中毒白内障的研究”获卫生部科技进步奖。

    80年代，她培养的研究生，在中国科学院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教委基金资助下，对“视
网膜色素上皮进行基础理论研究”，3次获得卫生部科技成果奖，1次获国家教委科技成果奖，并获日
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国际学术奖。
专著有《眼的胚胎学》、《眼的先天畸形》。
 
    90年代初，李凤鸣教授70多岁高龄，已办退休手续，但实际上没有退休，一如既往参加国内外及科
室的眼科学术活动，专注于我国及科室的眼科学发展和中青年干部的培养，使其跟上眼科国际先进水
平的发展，为此，近10年来不辞辛苦为眼科做了两项大的工程，其一，用8年的时间组织全国140多名
眼科学家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眼科全书》。
500余万字的《眼科全书》，荟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李凤鸣教授在内的我国著
名眼科专家在眼科基础理论及临床技能领域所获得的成就和国外眼科学的最新成就。
李凤鸣教授主编的《眼科全书》于1996年出版，l997年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2002年始，再次组织
全国眼科学家将《眼科全书》修订，新修订的眼科全书更名为《中华眼科学》，于2005年3月发行。
李凤鸣教授80岁高龄以后，参与兴建了她为之奋斗的第二项工程北京医科大学眼科中心。
为兴建眼科中心，历经数年，她在国内、香港及国外四处奔走，拜访与会晤领导、同事、同学及她的
学生，寻求支持与赞助。
在她的努力下，2001年新建的现代化眼科中心大楼落成，眼科中心开业。
北京大学眼科中心为跨世纪光明工程，将为我国防盲治盲及培训干部作出新的贡献。

    李凤鸣教授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三八”红旗手称号，1990年获北京医
科大学“桃李奖”，1992年获美国中美眼科学会金苹果奖，1993年获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世界
名人称号。
是中华医学会资深会员并获表彰奖，为我国眼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1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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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角膜病 第一节　细菌性角膜炎细菌性角膜炎（bacterial keratitis）是20世纪60年代最主
要的感染性角膜疾病，70年代以后病毒性角膜炎、真菌性角膜炎、棘阿米巴性角膜炎迅速增多，但细
菌性角膜炎仍是当前发病率和致盲率最高的感染性角膜病。
细菌性角膜炎的发展趋势是机会感染，混合感染及耐药菌感染不断增多，给该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一
定困难，必须给予高度警惕和重视。
细菌性角膜炎的发生往往有危险因素，或称为相关因素存在。
任何能够破坏泪液、角膜LA、角膜缘血管及角膜内皮细胞完整性的因素均可为细菌感染提供机会。
最常见的相关因素有外伤、角膜接触镜配戴、眼表疾病、角膜手术、局部（慢性泪囊炎）或全身性疾
病等。
眼表疾病当中，泪液量、泪液成分的异常及眼睑闭合功能的破坏为常见的与角膜细菌感染相关的因素
。
另外，所有引起角膜上皮破坏的病变如单疱病毒性角膜上皮病变、长期应用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物导致
的上皮细胞中毒、局部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内皮失代偿所引起的大泡性角膜病变，以及各种累及角
膜上皮的变性与营养不良等，均可能继发细菌感染。
随着时代的变迁，致病细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20世纪50年代以肺炎链球菌为主；60年代金葡菌占优势；70年代则以绿脓杆菌为主；80年代在国外，
由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应用，绿脓杆菌相对减少，而耐青霉素葡萄球菌则相对增多，国内仍以绿脓
杆菌占有重要位置。
文献统计当前最常见（约占70％左右）的致病细菌有四种，即革兰阳性球菌中的肺炎链球菌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S）和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S）；革兰阴性杆菌中的绿脓杆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P）和莫拉菌（moraxella，M），简称SSPM感染。
此外，比较常见的致病菌还有链球菌、不典型分枝杆菌、变形杆菌、粘质沙雷菌等，有增多倾向的致
病细菌有厌氧性细菌、不发酵革兰阴性杆菌、放线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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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眼科疑难病》是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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