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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介绍中医眼科临床研究的专著，书中具体收录了：现代中医眼科发展概况、眼科研究常用
动物视觉器官、眼科体外培养细胞模型、全身疾病所致的眼病动物模型、常用临床研究方案设计方法
、中医眼科科研标书撰写与实例分析、视网膜静脉周围炎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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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祖国医学的卫生保健事业，制定了系列政策和措施，使中
医药事业得到空前发展，中医眼科随之走向复兴、发展和壮大之路。
中医眼科在教育、科研、医疗及学术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医眼科教育】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成都、上海、广州设立首批中医学院，此后各省市
相继开设了中医学院，形成了院校教育为主体的中医教育体系。
中医眼科教育体系也因此不断发展，中医眼科人才培养体系日臻完善，中医眼科教育事业蒸蒸日上，
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一）学历教育中医眼科的学历教育从无到有，经历了数十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现已形成针对不同
层次不同学历的多元化教育体系。
成都中医学院在建院之初就设立了眼科教研室，并由著名中医眼科专家陈达夫教授任教研室主任，以
《眼科六经辨证讲义》讲授中医眼科学，作为中医专业本科的必修课。
此后全国各省市中医院校，相继成立眼科教学机构，将《中医眼科学》作为中医专业本科的一门必修
课或选修课，中医眼科教学水平逐步提高，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中医眼科教师队伍，教育体系日臻完
善。
自1978年恢复高考后，成都中医学院和陕西中医学院开始招收中医眼科硕士学位研究生，相继培养了
第一批中医眼科硕士研究生，成为中医眼科研究生教育的开端，为后来的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
了良好基础。
随着中医学学科专业分化，1987年湖南中医学院开始招收中医五官科学大专专业，1988年经教育部批
准成都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同时开办中医五官科学本科专业，此后部分中医院校又相继开设了中
医五官科学专业，随着中医五官科学专业专门人才培养的逐年增多，后继人才的培养工作有序推进，
从专科、本科到研究生，中医眼科高层次人才队伍日益壮大，学术水平不断进步。
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都中医药大学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先后获得中医眼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中西医结合
眼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了中医眼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开始了七年制中医眼科、同等学历研究生等多种形式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本科
教育中出现了中医学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眼科方向等模式。
1997年教育部对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中医眼科学与中西医结合眼科学的博士授位学科分别归属于中医
五官科学及中西医结合临床两个二级学科招生。
目前两个学科的博士生导师有近20位。
21世纪初，部分学位点还获得了招收中医眼科博士后的资格。
中医眼科学历教育实现了针对不同层次中医眼科人才培养的学历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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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眼科临床研究(供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各专业研究生使用)》：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
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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