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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The Eye：Basic Sciences in Practice（现译为《眼科基础医学》）自1996年第1版问世以来，帮助了国外很
多的医学生和眼科工作者，在英国和美国被作为准备眼科医师资格考试的必备参考书之一。
该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将与眼科相关的基础知识按照基础医学学科领域（如解剖学、组织与胚胎学、
遗传学、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理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病理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详细的阐述
，并简要点明与每一基础医学知识点相关的临床眼科问题。
书中采用了大量的示意图、临床图片、组织图片、电镜图片，将基础知识和临床信息进行综合讨论。
在2008年出版的该书第3版中，作者除更新了一些原有的图片和内容外，更加入了很多新的研究结果（
比如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与补体因子H多态性的相关性）。
因此该书能够帮助读者较全面地了解眼科相关的基础医学知识以及基础医学原理在现代眼科中的应用
。
在我国，眼科仍被作为一个单纯临床学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都还相对薄弱。
对进入眼科领域的新人（包括研究生和住院医师）进行继续教育时可参考的书也多是单纯临床眼科或
纯基础医学方面的。
山东省眼科学重点实验室有一批专职从事科研的研究人员，他们中的多数在基础医学专业（如分子生
物学、药理学等）接受过专门的科研训练，但对眼科临床面临的科学问题知之较少，在刚进入实验室
时常有种“不知该研究什么”的感觉；而从事眼科临床的医生或研究生，又很难将在临床实践中遇到
的科学问题与曾在医学院里学到的基础医学知识联系起来，即使想开展研究却“不知该怎么干”。
实际上，我们遇到的这些问题也是其他医学领域的临床工作者或研究人员们遇到的共同问题，也是国
内眼科同道们遇到的共同问题。
因此，当我们看到这本书新版发行时，感觉如果能将它译成中文出版，必能帮助更多的眼科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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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美国和英国是眼科医师资格考试的必备参考书。
作者将与眼科相关的基础知识按基础医学学科领域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详细的阐述，并简要点明与每
一基础医学知识点相关的临床眼科问题。
书中采用了大量的示意图、组织学照片及电镜照片，将基础知识和临床信息进行综合讨论。
第3版还增加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可作为眼科研究生教育和“国际眼科医师考试”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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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颅后窝 颅后窝在三个颅窝中位置最深，下壁低于颅中窝水平。
其顶由小脑幕构成，内容后脑：小脑、脑桥及延髓。
前界为颞骨岩部上缘和鞍背，中央有枕骨大孔，小脑位于枕骨鳞部的小脑窝内。
与颅前、中窝不同，颅后窝底的特征标志及孔道与眼和眶的相关性不大；然而，读者也应能够辨认以
下结构：枕骨大孔、颈静脉孔、舌下神经管、内耳道、乙状沟及横窦、枕内隆凸及斜坡（图1-7A，C
）。
（二）脑膜脑和脊髓外有3层脑膜（图1-8A至C）包被：坚韧的硬脑膜（为硬膜）、软脑膜（由蛛网膜
构成）及软膜。
蛛网膜和软膜之间为蛛网膜下腔，腔内充满脑脊液。
1.硬脑膜硬脑膜理论上被分为骨内膜层（即颅骨内表面的骨膜）和脑膜层两层；然而，除形成硬脑膜
静脉窦和硬脑膜襞处两层分开外，其余基本上是融合在一起的（图1-8A，B）。
硬脑膜襞是伸入颅腔将其分成隔室的结缔组织隔，与脑脊液一起提供物质依托并保护大脑。
硬脑膜襞的位置和形态图解总结于图1-8A中。
硬脑膜静脉窦是颅腔内无瓣膜、高度特化的、壁坚固的静脉，引流从脑和颅骨回流的静脉血（图1-8B
）。
同其他静脉，窦壁内面衬有内皮细胞，但管壁本身并无平滑肌细胞。
窦的分布总结于图1-8A和图1-8D。
对于研究眼和眶尤为重要的是位于蝶骨体两侧的一对海绵窦（图1-8E，F）。
海绵窦的重要性在于它们的位置与周围的关系及广泛联系。
每侧海绵窦在矢状面上2～3cm长，由许多不完全融合的静脉通道或一独立的静脉通道被小梁部分地分
隔形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眼科基础医学>>

编辑推荐

《眼科基础医学(第3版)》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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