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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眼的解剖组织学，对眼病体征，临床症状的判定和解释是至关重要的，对眼部手术及局部麻醉尤为重
要。
尤其对眼科工作者，这不仅要充分了解，更是必须要掌握的理论基础。
为此目的，参阅国内外有关资料，结合临床实践编写了这本《眼科解剖学图谱》，共计十五章，基本
概括了眼科有关解剖学的内容。
本书编写内容及选图方面由王海林、卢丽、陶军主编，图谱设计及绘画方面由孟祥伟主编，主观上希
望能通过文字结合图谱写出一本简明实用，文图并茂，便于理解，切合实际的参考书，力求使基础理
论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但由于作者水平经验有限，在编写过程中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论在内容组合，文章结构方面，还
是在选图制图方面多有重复或不当之处，而谬误之处更是有所难免，还恳请有关专家及广大读者给以
批评和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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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眼眶壁上的裂、孔和管　　1．筛骨孔　　位于眶顶与眶内壁的交界线，即额筛缝附近。
此孔为筛骨管的开口，大部分由额骨组成，小部分由筛骨组成。
分前、后筛骨孔，有筛前动脉及筛后动脉分别通过筛前、筛后孔。
筛骨孔为筛窦内的炎症或肿瘤入眶提供路径(图1-2，图1-4)。
　　2．眶上裂　　位于眶外壁与眶上壁之间，为蝶骨大翼和小翼之间的裂隙。
其外端由额骨封闭，内端较宽，在视神经孔之下。
眶上裂可分为两部分：内侧（下）部较宽而斜直，外侧（上）部较窄而斜平。
眶上裂长约为20.21～20.26mm，宽为3.56～3.72mm，外侧尖端距颧额缝约30～40mm，与眶缘距离平均
为35.62mm。
眶上裂与颅中凹相通，有较多血管、神经经过。
由外上至内下依次为：①通过眶上裂宽部而在总腱环外的有泪腺神经、额神经、眼上静脉及滑车神经
、泪腺动脉返支；②通过眶上裂宽部而在总腱环内的有动眼神经上支、鼻睫神经、睫状神经节的交感
根、动眼神经下支、外展神经及或眼下静脉；③眼眶中的绝大部分血液均经由眼上静脉通过眶上裂进
入海绵窦；④由于眶上裂中有诸多重要血管神经经过，故病变及外伤累及眶上裂时，将会出现相应的
临床症状和体征(图1-2)。
　　3．眶下裂　　位于眶外壁和眶下壁之间，起始于视神经孔外下方，近眶上裂内端，向前、向外
延伸长约20mm，其前端距眶下缘约20mm。
眶下裂前下方与颞下凹相连，后下方与翼腭凹相通，后外方有圆孔及蝶腭孔。
①通过眶下裂的血管神经有三叉神经上颌支、眶下动脉、颧神经、蝶颧神经节分支及翼腭丛的眼下静
脉分支。
②其中来源于上颌神经的眶下神经，经过眶下沟及眶下管支配下眼睑、面颊部、上唇及上半牙齿的感
觉。
如外伤导致眶下壁骨折时，常有上述神经支配区的感觉障碍(图1-2，图1-5)。
　　4．颧面管及颧颞管　　这两个骨性管道均位于眶外壁上。
起始于眶下裂前端的颧眶孔，此孔向外下形成颧面管并开口于颊部的颧面孔；向后延伸形成颧颞管并
开口于颞窝的颧颞孔。
有血管及颧神经分支通过上述两管分别到达面颊及颞窝部(图1-2)。
　　5．蝶额孔　　一个或多个蝶额孔位于额骨眶板与蝶骨小翼之间的蝶额缝上，是眼眶和颅内某些
血管的通道。
其中就有脑膜中动脉与泪腺动脉的吻合支通过蝶额孔或眶上裂入眶，一旦发生眼动脉阻塞，该吻合支
将成为重要的眼眶供血血管(图1-2)。
　　6．鼻泪管　　起始于泪囊窝，外壁为上颌骨的泪沟，内壁纤薄，由泪骨隆突及下鼻甲的泪突构
成，上口由上颌骨钩状突形成，下口在下鼻道顶部前1乃和后2/3交界处。
全长约12mm。
　　7．视神经管　　为前起于视神经孔(图1-2)，后通到颅中凹，长约8～10mm的骨性管道。
管的方向朝向前、向外，并稍向下，与正中平面约成36。
角。
此管前口即视神　　经孔，呈垂直的椭圆形，而后口即颅腔方面则呈水平椭圆形，管中段呈正圆形。
①两侧视神经管在颅内开口的距离为14.7mm，眶尖开口的距离约为28一30mm。
②视神经管的内侧与蝶窦外侧壁接壤，其后与后组筛窦相邻。
视神经管长者，其内侧较薄。
故当筛窦有炎痖时很易通过较薄的骨壁影响视神经。
③视神经管中通过的组织为：视神经及其被膜一硬脑膜、蛛网膜及软脑膜；行走于硬脑膜鞘内并位于
视神经下方的眼动脉；伴行于眼动脉的交感神经分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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