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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地球上出现人类以来，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就开始了，从迫于生存到追求健康、延长寿命，医学
也经历了诞生、发展的过程。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医学也在不断进步，成为一门不断创新的学科。
　　在20世纪中叶之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主要是传染病，人们多以各种疫苗的接种作为主要预防
手段，以各种抗生素和化学药物的应用作为主要治疗手段，使大多数传染病得到了控制。
　　目前，主要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已发生了转变，与生活水平提高、平均期望寿命延长、不良生活
方式泛滥以及心理、行为和社会环境影响相关的心脑血管病、代谢性疾病、老年性疾病、恶性肿瘤和
精神性疾病占据了主导，这一变化医学上称为流行病学转变。
　　流行病学的转变导致了医学模式已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
体现在医疗卫生工作就是从以疾病为主导转变为以健康为主导。
满足人们对医学的需求不仅是面向个体的医疗保健，更需要面向群体的卫生保健；疾病防治的重点不
仅是危害人群健康的传染病，更要重视与心理、社会和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的非传染病。
为达到上述目的，医疗卫生工作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而要获得这样的配合首先要让
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他们及其家属所患的疾病，向他们普及医学科学知识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
　　《名医与您谈疾病丛书》就是一套这样的医学科普读物，采用读者问、名医答的形式，对71种常
见疾病、综合征或重要症状表现、诊断、治疗、预防保健等问题，做尽可能详细而通俗的阐述；并特
别选答在临床诊疗中患者询问医师最多的问题，为读者提供实用的防治这些疾病的有关知识。
它既适用于患者及其家属更全面地了解疾病，也可供医务工作者向病人介绍其病情，解释采取的诊断
方法、治疗步骤、护理措施和预后判断。
　　本丛书涵盖了临床各系统、各科的相关疾病、综合征和重要症状。
该丛书包括：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头痛，失眠，心肌炎，心律失常，癫痫，老年性痴呆，帕金
森病，糖尿病，更年期综合征，甲亢，痛风，高脂血症，类风湿关节炎，咳嗽，支气管哮喘，支气管
肺癌，感冒，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鼻炎，慢性咽炎，妇科炎症，子宫肌瘤，产后病，痛经与经前
期综合征，妊娠期病症，乳腺疾病，脱发，性病，银屑病，皮炎、湿疹、荨麻疹，白癜风，炎症性肠
病，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胃癌，肝癌，胃食管反流病，便秘，胆囊炎与胆石症，肝硬化，消化道
出血，乙型肝炎，脂肪肝，肛肠疾病，大肠癌，尿路感染，前列腺疾病，性功能障碍，肾脏肿瘤与膀
胱疾病，泌尿系结石，结膜炎，白内障，黄斑变性，青光眼，小儿多动症，小儿厌食症，儿童肥胖症
，骨折，骨关节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颈肩腰腿痛，贫血，白血病，肾炎，尿毒症，抑郁症，焦虑障
碍，口腔疾病。
　　相信本丛书的出版，将会受到患者及其家属的欢迎，为个体的医疗保健和群体的卫生保健服务作
出贡献，故乐为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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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名医与您谈疾病丛书”之一，以问答的形式重点介绍了黄斑变性的病因、症状、诊断与
临别诊断、治疗和预防保健等知识。
本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适合患者和家属阅读，也可作为临床医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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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常识篇　假如眼睛是一部精密的照相机，为什么说视网膜是底片？
　为什么说黄斑是人视网膜最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人可以感知不同的光亮和颜色？
  　为什么说人的视觉感知最终是在大脑皮质完成？
  　动物也有黄斑吗？
  　黄斑是怎样发育形成的？
  　黄斑的部位和正常形态怎样？
  　黄斑的血液循环有什么特点？
  　黄斑组织的营养代谢有什么特点？
　玻璃体的病变会引起黄斑变性吗？
　黄斑和周围视网膜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说视网膜色素上皮是黄斑的垃圾清洁员？
　视网膜色素上皮的吞噬过程包括哪几个阶段？
　黄斑色素紊乱是什么造成的？
　黄斑前膜是怎么形成的？
　黄斑怎么也有水肿？
　黄斑水肿有什么治疗方法？
　什么是硬性渗出和软性渗出？
　为什么黄斑没有血管也有出血，由哪些因素引起？
  　什么是玻璃膜疣，有什么特点和危害？
  　什么是黄斑部位的脉络膜新生血管，有什么危害？
  　黄斑什么时候发育成熟？
　视网膜中央动脉与视网膜小动脉在结构上有何区别？
　当用直接检眼镜检查眼底时，为什么有些病人呈现更大的视网膜影像？
　什么情况下可产生单眼复视？
　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可见光，而看不到其他类型的电磁波？
　视杆细胞与视锥细胞有什么不同？
　什么是视觉色素？
　光感觉如何到达大脑？
　什么是描述色彩时最基本的三种特性？
　什么是基本色？
　眼睛可以分别一种颜色的不同成分吗？
　人脑怎么识别颜色？
　何谓正常色觉和异常色觉？
　什么是视网膜电流图？
　老年性黄斑变性病人的视网膜电流图会发生什么变化？
　何为复视？
原因有哪些？
　间歇性复视的病因有哪些？
　眼底有关的解剖组织结构是怎样的？
　视网膜血管系统是怎样的？
　什么是后极部视网膜和周边部视网膜？
　医生用的检眼镜为什么可以看见眼底？
　医生怎样进行检眼镜检查，患者应注意些什么？
  　检眼镜下视神经乳头的形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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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眼镜下视网膜血管的形态如何？
　眼底镜下黄斑和视网膜的一般形态如何？
　眼底的临床分区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有的医生使用头盔式的间接眼底镜检查？
　间接立体眼底镜的结构如何？
　间接立体眼底镜有什么特点？
　间接立体眼底镜如何使用？
　眼底镜下周边部视网膜退行性性变形态如何？
　什么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有哪些病因和体征？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患者有哪些不适的症状？
　什么是干型或非渗出型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什么是湿型或渗出型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怎样导致视力丧失的？
　什么是荧光眼底血管造影？
　与荧光反应有关的眼部解剖组织有哪些？
　荧光眼底血管造影时，正常的血管造影分为哪几期？
　荧光眼底血管造影时，分析异常眼底荧光有何意义？
　异常荧光可分为低荧光和高荧光，各有何特点？
  　什么是吲哚菁绿血管造影术？
　隐匿的和典型的脉络膜新生血管有哪些差异？
　营养元素在治疗和预防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中起何种作用？
　什么是光动力疗法，它同激光光凝术有何区别？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还有其他治疗方法吗？
病因篇　为什么黄斑会发生变性？
　哪些人群更容易患黄斑变性？
　为什么说阳光会导致黄斑变性？
　黄斑变性的发病率怎样？
　黄斑变性有遗传性吗？
　近视、远视和黄斑变性有关吗？
  　白内障和黄斑变性有关联吗？
　抽烟、酗酒也会诱发黄斑变性吗？
  　哪些全身疾病会导致黄斑变性？
　黄斑变性与免疫炎症有关系吗？
　衰老与代谢失调是如何导致黄斑变性的？
　少年儿童也会发生黄斑变性吗？
　血液循环障碍与黄斑变性有关系吗？
　饮食与黄斑变性的关系如何？
　肥胖与黄斑变性发病率之间有关系吗？
　一只眼发生黄斑变性，另外一只也会有同样的疾病吗？
　血管硬化和黄斑变性有关吗？
　早期老年黄斑变性有哪些组织学改变呢？
　如何从中医角度解释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发病机制？
　哪些因素导致玻璃膜疣的产生？
　哪些因素导致黄斑感光细胞代谢障碍？
症状篇　为什么说黄斑变性是视力的最大杀手？
　城市老人老年性黄斑变性现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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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性黄斑变性的主要症状是什么？
　发生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自觉症状有哪些？
　黄斑变性的患者为什么会发生视物变形？
　黄斑变性为什么会引起颜色障碍？
　黄斑变性不同病变时期有何症状和特点？
　病理性近视黄斑病变有何症状？
　为何老年性黄斑变性患者夜间视力下降更明显？
  　黄斑变性与焦虑有什么关系？
  　为何老年性黄斑变性患者阅读速度明显下降？
  　黄斑变性患者对比敏感度会下降吗？
  诊断与鉴别诊断篇　黄斑变性的眼科检查有哪些？
  　黄斑变性的患者有哪些症状？
  　黄斑变性的诊断标准和临床分型是什么？
  　黄斑水肿的诊断标准是什么？
  　怎样早期诊断出黄斑变性？
 　怎样评价黄斑水肿的严重程度？
  　黄斑部位的功能学检查有哪些？
  　多焦视网膜电图对于评价黄斑功能有什么作用？
  　ERG和VEP对于黄斑变性有什么检查意义？
　荧光眼底血管造影对于黄斑的检查有什么作用？
  　吲哚菁绿血管造影对于黄斑的检查有什么作用？
  　什么是视野？
  　普通视野和微视野检查有什么作用？
  　OCT可以检查哪些黄斑的形态和结构的改变？
  　中浆的临床表现怎样？
  　如何诊断中浆？
　黄斑裂孔有哪些临床表现？
  　黄斑玻璃膜疣有哪些表现，怎样检查？
　玻璃膜疣有哪些危害？
  　黄斑视网膜色素上皮也有脱离吗，怎样检查？
　黄斑盘状瘢痕是怎样形成的？
  　黄斑部位脉络膜新生血管有何临床表现，如何检查？
　黄斑变性的视力检查方法有哪些？
  　黄斑变性的视野检查方法有哪些？
  　黄斑变性的对比敏感度有哪些检查方法，意义如何？
　黄斑变性的色觉检查方法有哪些？
  　Amsler方格表能够检查出黄斑变性患者的视力和视野改变吗？
  　老年人的眼底有改变吗？
  　老年性的玻璃膜疣有哪些特点和病理改变？
  　怎样鉴别黄斑变性与“中渗”？
　怎样鉴定出视网膜黄斑下方的脉络膜出血？
  　为什么眼底出血需要与脉络膜黑色素瘤鉴别？
  　近视性黄斑变性的眼底改变有哪些？
  　超声波检查能检查眼球吗？
  　什么是OCT，它是如何检查眼底的？
治疗篇　黄斑变性治疗总体目标是什么？
  　怎样治疗黄斑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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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降低黄斑变性致盲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呢？
　黄斑变性的药物治疗方法有哪些？
  　光动力疗法真有那么神奇吗？
  　TTT能够治疗黄斑变性吗？
  　激光治疗黄斑水肿应注意什么？
  　激光可以治疗黄斑变性吗？
  　激光治疗黄斑变性是绝对安全的吗？
  　TTT与PDT都是激光疗法，有什么不同呢？
  　中医、中药治疗黄斑变性有什么方法？
　怎样预防和治疗干性黄斑变性？
  　湿性黄斑变性的治疗情况怎样？
  　低视力患者怎样改善视力？
  　低视力患者常常使用的治疗装置是什么？
  　用手持放大器作为低视力的助视器有什么优缺点？
  　使用双目放大镜用作低视力助视器有什么优缺点？
  　对低视力患者有可采用的综合性治疗措施吗？
  　手术治疗黄斑变性、出血等疗效如何？
　目前治疗黄斑变性有什么新的方法和药物？
  　中浆和中渗也是黄斑部位的变性吗？
  　黄斑裂孔是怎么回事，特发性黄斑裂孔怎么治疗？
　怎样治疗黄斑水肿？
  　怎么治疗糖尿病性黄斑水肿？
  　玻璃膜疣可以治疗吗？
  　控制血脂是不是有助于治疗黄斑变性呢？
  　控制血压是不是有助于治疗黄斑变性呢？
  　遗传性黄斑变性能治疗吗？
  　早期诊断对治疗黄斑变性很重要吗？
  　视网膜色素上皮移植治疗老年性黄斑变性是怎么回事？
预防保健篇　哪些方法可以预防黄斑变性？
  　哪些食物可以预防和治疗黄斑变性？
  　为什么年轻时也要注意预防黄斑变性？
  　激光可以预防黄斑变性吗？
  　为什么女性特别是绝经期后更要提防黄斑变性？
  　哪些人群更需要预防黄斑变性？
  　补充微量元素可以治疗黄斑变性吗？
  　膳食抗氧化剂对于黄斑变性有治疗和预防作用吗？
　严重黄斑变性还需要治疗吗？
  　高度近视和黄斑变性有关系吗？
  　为什么要避免在强光线下看书？
  　怎样挑选合适的太阳镜避免强光紫外线？
  　为避免强光，长时间配戴太阳镜可以吗？
　烟、酒和黄斑变性有关系吗？
　有对控制黄斑变性有益的食补小偏方吗？
  　怎样布置一个让眼睛“舒服”的家？
　怎样让眼睛获得充分休息？
  　按摩也能预防黄斑变性吗？
  　黄斑病变怎么自我检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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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全身性疾病的患者更应注意预防黄斑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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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常识篇　　假如眼睛是一部精密的照相机，为什么说视网膜是底片？
　　眼球位于眼眶内，眼眶为圆锥形腔，腔壁由脑颅和面颅的骨构成。
眼球占眼眶的前五分之一。
眼眶的其余部分充有脂肪、筋膜、血管、神经、肌肉和泪腺。
眼球形似球形，前部稍凸，后部略扁。
后部鼻侧部位发出视神经与脑相连。
眼球由球壁与内容物组成。
眼球壁可分为三层，外层为纤维膜，中层为血管膜，内层为视网膜。
眼球内容物有房水、晶状体和玻璃体（图1-1）。
三者都是透明的，具有折光作用。
视网膜是眼球壁的最内层，紧贴在脉络膜里面，是一层薄而半透明的、构造极为细致复杂的薄膜，共
有10层，类似于照相机里的底片，具有感光作用。
但它比照相机里的底片要复杂于万倍。
黄斑是视网膜最重要的部位，人最主要的精细视觉和颜色感觉都靠黄斑完成。
　　人眼能看清物体是由于物体所发出的光线经过眼内透明的折光系统（包括角膜、房水、晶状体、
玻璃体）发生折射，成像于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能将光刺激所包
含的视觉信息转变成神经信息，经视神经传入至大脑视觉中枢而产生视觉。
　　光线通过眼内折光系统的成像原理基本上与照像机成像原理相似。
按光学原理，眼前5m至无限远的物体所发出的光线或反射的光线接近于平行光线，经过正常眼的折光
系统都可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物像。
在眼的调节过程中，除晶状体发生变化外，还可出现瞳孔的大小变化。
视近物时，瞳孔缩小，这种反应可减少进入眼内的光线和减少折光系统的球面像差，使成像清晰。
眼睛犹如一架高度自动控制的照相机，晶状体等于照相机的镜头，视网膜好比照相机里的感光底片。
晶状体可聚光变焦，使平行光线（5m以外）进入眼内正好聚焦于视网膜的黄斑中心凹上，人就可以看
见物体。
黄斑是视力最敏感的区域。
由此可知，一个完整透明的“镜头”，一个高度敏感的“感光底片”，是视觉器官的关键“零件”。
　　为什么说黄斑是人视网膜最重要的部分？
　　视网膜上有两种视觉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
视锥细胞主要分布在正对着瞳孔的视网膜中心光学区的视网膜中央部位——黄斑，视网膜周边部位以
外则视锥细胞越来越少。
黄斑负责在强光下的视觉活动，分辨能力强，具有辨色力。
另一种视杆细胞分布在黄斑以外的视网膜上，距黄斑越远这种视觉细胞就越多，主要负责暗光下的视
觉活动，但不能分辨颜色。
因为黄斑负责视网膜最重要的精细视觉和颜色觉，也是人视觉功能的最重要部分，因此黄斑是人视网
膜最重要的部位，虽然，黄斑的面积不到视网膜的10％，但是所负责的视觉功能占了视网膜视觉功能
的90％以上，因此，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严重时，需要进行全视网膜光凝，甚至是超全视网膜光凝，
完全破坏除黄斑部位外的其他大部分视网膜功能。
只是保存了黄斑，但是患者的主要视觉功能也就有了保留，患者的生活和工作基本不受影响。
　　为什么人可以感知不同的光亮和颜色？
　　视网膜内有感光细胞层，人类和大多数脊椎动物的感光细胞有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两种。
　　目前认为，物像落在视网膜上首先引起光化学反应。
视网膜上有感光物质，这些物质在暗处呈紫红色，受到光照时则迅速退色而转变为白色。
如将蛙或兔放在暗室中，使动物眼朝向明亮的窗子一定时间，然后遮光立即摘出眼球，剔出视网膜，
用适当化学物质如明矾处理视网膜，则可发现动物视网膜留有窗子的图像，窗子的透光部分呈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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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框部分呈暗红色。
这些都说明视网膜上感光物质在光线作用下所出现的光化学反应。
在感光细胞的大量研究中，对视杆细胞研究得比较清楚。
视杆细胞的感光物质称为视紫红质，它由视蛋白和视黄醛结合而成。
视黄醛由维生素A转变而来。
视紫红质在光照时迅速分解为视蛋白和视黄醛，与此同时，可看到视杆细胞出现感受器电位，再引起
其他视网膜细胞的活动。
　　视紫红质在亮处分解，在暗处又可重新合成。
人在暗处视物时，实际上既有视紫红质的分解，又有它的合成。
光线愈暗，合成过程愈超过分解过程，是人在暗处能不断看到物质的基础。
相反在强光作用下，视紫红质分解增强，合成减少，视网膜中视紫红质大为减少，因而对弱光的敏感
度降低。
故视杆细胞对弱光敏感，与黄昏暗视觉有关。
视紫红质在分解和再合成过程中，有一部分视黄醛将被消耗，主要靠血液中的维生素A补充。
如维生素A缺乏，则将影响人在暗处的视力，这种疾病称为夜盲症。
　　视锥细胞也含有特殊的感光色素，称为视紫蓝质。
根据对多种动物视锥细胞感光色素的研究，认为它们也是视黄醛和视蛋白的结合物。
　　视网膜中存在着分别对红、绿和蓝的光线特别敏感的三种视锥细胞或相应的感光色素。
由于红、绿、蓝三种色光作适当混合可以引起光谱上任何颜色的感觉，因此认为视锥细胞与色觉有关
。
色盲可能由于缺乏相应的视锥细胞所致。
三种视锥细胞感光的不同与其感光物质不同有关。
三种感光色素都由视黄醛与视蛋白组成，其中视黄醛基本相同，而三者的视蛋白则存在着微小差异。
这一差异可能是它们感光特性不同的原因，这也是人为什么可以看见不同颜色和光亮的原因。
　　为什么说人的视觉感知最终是在大脑皮质完成？
　　视觉产生的生物电过程：光线刺激视网膜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产生的电位变化经双极细胞传至
神经节细胞，再经神经节细胞发出的神经纤维（视神经）以动作电位的形式传向视觉中枢而产生视觉
。
视觉冲动到达大脑的传导途径：视神经在视交叉处进行半交叉（来自视网膜鼻侧的纤维交叉到对侧，
而颞侧的纤维不交叉仍在同侧前进），每侧眼球的交叉与不交叉的纤维组成一侧视束，视束到达丘脑
后部的外侧膝状体，换神经元后，其纤维上行经内囊后到达大脑的枕叶视觉中枢。
因此，人眼睛获取外界的视觉信息，最终在大脑的皮质中枢完成加工过程。
　　动物也有黄斑吗？
　　有，大多数脊椎动物都有黄斑区，它们大小不一，通常无血管，位置与形态也不一样。
如兔及狐的黄斑区位于中心之下，龟类则在中心之上，形态可略呈圆形、带状、半月形、环状，大多
数肉食类动物黄斑位于中央而境界分明。
但大多数动物只有黄斑区而无黄斑凹，只有人和高等灵长类（如猿猴）及一些脊椎动物才有黄斑凹。
黄斑凹处视细胞更密集，如鸟类黄斑凹处每平方毫米约有40万个视细胞，因此具有8倍于人类的视敏度
。
有了黄斑，这些动物才有了更为精细的视觉功能，因此有黄斑的动物获取外界信息的功能更为强大。
　　黄斑是怎样发育形成的？
　　胚胎眼球由神经外胚层、体表外胚层和中胚层发育而成。
其中神经外胚层将发育为视网膜、视神经、虹膜上皮、瞳孔括约肌和开大肌、睫状体上皮和玻璃体。
体表外胚层发育为晶体、角膜上皮、结膜、眼睑皮肤和泪器。
中胚层发育为血管、巩膜、角膜实质及内皮、虹膜实质、睫状肌、脉络膜、眼外肌、眼眶、原始玻璃
体、眼睑肌肉及睑板。
黄斑位于视网膜的后极部，分化最早，但黄斑的分化却有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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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3月时，黄斑开始出现在视乳头颞侧视网膜中央部，但其发育程度较周围视网膜缓慢。
直至胎儿7～8个月时才开始迅速分化。
胎儿7月时中心凹出现，该处神经节细胞变薄，外丛状层变宽，纤维增长，神经节细胞向中心凹周围
外移。
出生时，中心凹的神经节细胞只余一层，内核层薄，外核层只有一单圆锥细胞，而在黄斑周边部则
有3～4层。
黄斑部无视杆细胞。
由于视锥细胞尚未发育完全，所以婴儿出生时尚不能固视。
出生以后，外核层圆锥核加多，变长，内核层和神经节细胞在中心凹处继续变薄，该处神经节细胞退
向其周边部，使之加多达6～7层，形成明显的中心凹。
外丛状层散开，其纤维与视网膜神经纤维排列平行，称做Henle纤维。
出生后4个月，黄斑发育完全。
　　黄斑的部位和正常形态怎样？
　　正对视轴处的视网膜中央部位为黄斑，直径约1～3mm，该区中央有一小凹称中心凹。
黄斑在眼底视神经盘的颞侧0.35cm处并稍下方，处于人眼的光学中心区，是视力轴线的投影点。
黄斑区富含叶黄素，比周围视网膜颜色暗些。
黄斑中央的凹陷称为中央凹，是视力最敏锐的地方。
黄斑区视网膜偏薄，色素上皮细胞稠密，视网膜后的脉络膜毛细血管密集，反光较弱，因此颜色为暗
红色。
对于年龄较小的少年儿童颜色则为红褐色。
由于黄斑处于人眼的光学中心，因此眼睛所注视的目标则投影成像于黄斑区的中央凹处。
一般情况下，人眼的视力检查，就是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
黄斑区以外的视网膜视力是极其低下的。
当人体死亡或眼球脱离人体后，黄斑区呈现为淡黄色，因此而被命名为黄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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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您是否有过“挂名医号难，多听名医指导更难”的抱怨？
该丛书帮您把名医请到家里来，您百问，他百答，时刻为您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医卫专业委员会，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上海医学会科
普学会推荐优秀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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