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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五行相 生 、 经络相连及五脏相关 生理病理 角 度 ，
对肾与 心 两脏的相互 关 系进行 阐 述

， 并 以从

“

肾
”

论治动脉粥样硬化 、 冠心病为 例 ，
为从 肾治心法提供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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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脏相关学说是基于阴 阳五行学说及中医学脏象 用 总不离水 火。

”

心火下降于 肾
，
肾水上济于 心 ，

学说相关理论 ，
经过历代医家 的不断实践 总结 心肾相交

，
水火既济

，
心肾功能才能协调 。 正如周慎

再实践而逐步形成 ， 用 以阐释人体五脏在生理功能上 斋所言 ：

“

盖因水中 有真阳
， 故水亦随阳而升至于心

相互联系 ，
在病理上相互影响 。 其 中心肾相关理论在 ⋯

⋯盖 因火中 有真阴 ，
故火亦随阴 而降至于 肾 。

五脏相关学说中 具有重要意义 。 心与 肾 之间经络相 心肾相交反映心之水火与肾之水火四者之间 的协调状

连、 阴 阳相生相用 、 君相安位 ，
从 肾洽心在临床治疗 态 。 水 火既济 ，

生克制化 ， 缺
一不可。 缺则升降失

中有举足轻重旳地位 。 序 ，
人体失去正常的协调状态 ，

从而表现出
一

系列病

肾与心五行相生 理状态 。

中医学认为 ，

五行存在着生克乘侮关系
，
张介宾 心与肾经络相连

《类经图冀 运气 ：
盖造化之机

，
不可无生

，
亦 经络是沟通脏腑之间联系 的途径 ，

沟通心肾两脏

不可无制 。 无生则发育无 由 ，
无制则亢而为害 。

”

有 的经脉主要有手足少阴脉 、 督任冲脉、 胞胎之脉及心

生有克 ， 事物才能发生、 成长
，

生生不息 。 心肾二者 系 肾系 。 《灵枢 经脉》
曰

： 肾足少阴之脉 ⋯
⋯其

在 中医学理论体系 中被归为 阴 、 阳和水 、 火 的关系 。 支者
，
从肺出络心

，
注胸中 。

”

《灵枢 营气》 认为 ，

肾在五行厲水 ， 位居于下 ，
厲阴

；

心在五行厲火 ，
位 营气 循足心注足少阴 ，

上行注肾 ，
从肾注心 ， 外散

居上
， 厲 阳 。 五行之理⋯⋯总不出乎阴阳 ；

阴阳 之 于胸中 。 《灵枢 卫气行》 提出卫气 其始入于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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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从足少阴 入于 肾 ， 肾注于心 。 从而将肾与心联络 相济相养 ， 相互交通。 若血虚则精亏 ， 精亏则血亦

在
一

起 ，
营卫气血循此二脉运行 ， 心肾得以交济 。 任 不足

， 精血之间的相互资生为 心肾相交奠定了 物质

督二脉皆起于胞 中 ，

一源二歧 。 督脉络肾主先天 ，
厲 基础 。

气属水
； 任脉贯心主后天 ，

厲血厲火 。 任督相贯 ，

上 精血是神志活动 的物质基础 ，
神本化于肾精而藏

下交接 ， 则气血水火 ， 交相贯通 ，
沟通心肾 。 冲脉起 于心

， 志本心之作用 而蛰于肾 ， 但神还赖血养 ，
志还

于胞中 ， 循血海 ， 并少 阴 之经 ，
夹脐上行 ， 腾精气而 须精舍 ， 神志精血间的互化互制 ， 体现了 心肾之间 的

上
， 导血下行 ，

沟通心肾 ， 为元气心血上下运行旳道 密切关系 。 尤在泾亦 曰
： 动于心者 ， 神摇于上 ， 则

路 。 胞脉即胞胎之脉 ， 《灵枢 奇病论》 云 ： 胞络 精遗于下也 。

”

此即 心肾在
“

精 、 神 方面 的相

者系于肾 。 《灵枢 评热病论》 又云 ：

“

胞脉者
，
厲 交 ， 即精是神的物质基础 ，

而神又统摄和激发肾精 ，

心而络于胞 中 。

“

是以胞脉上 系于心 ，
下连于肾 ，

通 二者互存互用 。 如果心肾不交 ， 则心火亢于上 ， 乱其

上达下 ， 为心肾连续之关 ，
心肾水火可通过此脉上下 神明 ，

精亏于下或伏而不用 ， 则症见健忘 、 痴呆等 ；

交济。 心系下通命门与 肾
，
肾系上连心包及心 ，

心系 若肾精亏虚 ，
心失所养 ， 则见虚烦少眠、 惊悸健忘等

与 肾 系相互联结
，
沟通心肾 ，

乃 心肾通济之道路。 症 。 《医学心悟》 指出 ： 神主智 ， 肾虚则智不足
，

心肾相关生理病理 故善忘其言 。 心藏神
，
神明不充

，
则遇事遗忘也 。

“

中医学认为 ，
心肾两脏互 为滋养 、 相互制约 ，

构 李中梓在 《医宗必读》
曰

： 《内经》 之论健忘 ， 俱

成心肾交通的生理基础 。 心位居于上而属 阳 ，
主火 ， 责之心肾不交 ，

心不下交于肾 ，
浊火乱其神明 。 肾不

其性主动 ； 肾位居于下而厲阴 ，
主水 ， 其性主静 。 心 上交于心 ， 精气伏于不用 。 火居上则 因而为痰 ， 水居

火必须下 降于 肾 ， 与 肾 阳共 同 温煦肾 阴 ， 使 肾水不 下则 因而生躁 。 扰扰纭纭 ，
昏而不宁 ， 故补肾而使之

寒 。 肾水必须上济于心 ， 与心阴共同涵养心 阳 ， 使心 时上 ， 养心而使之善下 ， 则神气清明 ， 志意常治矣。

“

火不亢 。 否则 肾无 心之 火则 水寒 ，
心无 肾 之水则 火 总之

，
精是肾的物质基础 ，

神是精的外在表现 ， 神生

炽 。 病理状态下 ，
心与肾之 间的 阴阳 、 精血 、 津液等 于精

， 志生于心 ，
亦心神交济之义 。

的动态平衡失调 ， 可视为心 肾不交 、 水火不济 、 坎离 后世医家则 多以 《内经） 中 君火以明 ， 相火以

失济 。 如 《灵枢 厥病》 曰 ：

“

厥 心痛 ， 与背相控 ， 位
”

论述人体心肾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 ， 如张介宾在

善瘛
，
如从后触其心

，
伛偻者 ， 肾心痛也。

”

《素问 《景岳全书 杂证谟》

一

文指出 ： 其在于人
，
则上为

脏气法时论》 指出 ： 肾虚者⋯ ⋯虚则胸 中痛
，
指 君火 ， 故主于心 。 下 为相火

，
故出于 肾 。 主于心者 ，

出 了 肾虚与胸痹心痛直接相 关 。 张介宾亦曰
： 心本 为 神明 之主

，
故 曰 君火以 明 。 出于 肾者 ，

为发 生之

乎肾 ， 所以上不安者 ， 未有不由乎下 ，
心气虚者 ， 未 根 ，

故 曰相火以位 。

“

张介宾又提出 ： 君火之变化

有不由 乎精 。

”

肾寄元阴 元阳 ，
主开阖 ， 与体内水液 于无穷 ，

总赖此相火之栽根于有地 ，
虽分之则

一

而

调节密切相关 。 同 时 ， 肺 、 脾之阴 阳 皆源于肾 阴 肾 二
， 而总之则二而

一者也 。

“

心为君火 ， 神主命 火 ，

阳
，
若肾气不足

，
气化失权 ， 则津液凝聚而成痰

，
痰 相资相助 。 君火 以明

，
相火以位 。 君火统帅相火 ， 相

浊内阻脉道 ，
可发为胸痹 。 肾 中阴 阳 失调可致人体气 火为君火之根基

，

二者相养相制
，
彼此协调

，
以使周

机升降失常而 气滞 ， 气滞血瘀 ， 脉道不通 ，
也可发 身和平 。 在病理上 ，

心神的妄动会 引动相火 ，
而导致

为胸痹 。 肾 阳不足 ，
寒邪 内 生 ，

寒凝血脉 ，
也可致 阴精的耗损 ， 相火 的不安又会引 发心神的不宁 。 朱丹

胸痹 。 若肾精亏损 ， 则 心血不充 ， 心脉失养 ， 亦可 溪提 出 了著 名 旳
“

相火论
”

， 指出 心火会 引 动相火 ，

致心痛 。 如其论 主闭藏者 ， 肾也 ； 司疏泄者 ， 肝也。
二脏 皆

心主血
， 肾藏精 ，

精化为气
，
通过三焦布散到全 有相火

，
而其系于上厲于心

，
心君火也 。 为物所惑则

身
， 促进机体的生长 、 发育和生殖 ， 调节人体的代谢 易 于动

，
心动则 相 火翕 然而 随

”

。 张 介 宾认 为 ：

和生理功能活动 。 《素问 上古天真论》 云 ： 肾者 遗精之始
，
无不病由乎心 ，

正以心 为君火
，
肾为 相

主水 ， 受五脏六腑之精气而藏之 。

”

肾中之 阴 ， 精也 。 火 ，
心有所动 ， 肾必应之 。 故凡以少年多欲之人 ， 或

心 中 之阴 ， 血也 。 肾精和心血均为水谷精气同 源化 心有妄思
，
或外有妄遇 ，

以致君火摇于上 ， 相火炽于

生
，

共 同构成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 必要物质 。
二者 下 ， 则水不能藏 ， 而精随 以泄 。

“

君火相火 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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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导患者心身方面旳调养均有重要的意义 。 所云 ： 欲补心者
，
须实肾

，
使 肾得升 ； 欲补肾者

，

此外 ，
因心肾 阴阳虚衰 、 精血失于资生、 手足少 须宁心

，
使心得降⋯ ⋯乃 交心肾之法也 。

”

阴经脉失调、 水火不能相济 ，
心肾在病理上的联系也 近年来

，
诸多 医家 报道运用补肾法治疗冠心病 、

可表现在心肾之间病邪的经络传变 ，
诚如 素问 玉 心绞痛取得 良好效果 。 杨焕斌等 “ 采用补肾法治疗冠

机真脏论》 中具体 阐述 ： 肾传之心 ， 病筋脉相引而 心病 、 心绞痛 ， 肾阴 虚 以左 归丸 为主 ， 肾 阳 虚 以右

急
，
病名 曰瘛 。 病邪传变

一

说 ， 对疾病的防治传变 ， 归 丸为 主 ， 肾气虚 以 大补元煎为 主 ， 结果心绞 痛 、

在临床上仍具指导意义 。 心电图 总有效率分别 为 和 。 阎俊霞”气 叶

从肾论治心病 小汉等 分别采用 自拟补肾方药治疗冠心病 、 心绞痛

冠心病好发于 岁 以上肾气渐衰的 中 老年人 ， 均取得显著疗效。 除此之外 ，
补肾 中药还可有效改善

临床症状除胸闷 、 心悸外 ， 常有盗汗 ，
心烦不寐 ，

腰 高脂血症 、 脉搏波传导速度 及血管内 中膜厚度

膝酸软 ， 耳鸣头晕 ，
舌有紫斑 ， 脉细涩 ， 或有畏寒肢 （ 等冠心病易 发因 子 。 吴松鹰等 发现 ， 在影响

冷 、 面色苍 白等肾 阴 、 肾 阳虚衰的症候群 。 历代医家 脂质代谢的过程中 ， 肾虚是首要 的中 医学易患因 素。

发现 ， 胸痹 、 心痛 、 厥心痛等病在症状上有交叉重合 丛法滋 通过临床研究发现 ，
胆 固醇、 甘油三酯分别

之处 。 《内经》 早就指出 ： 肾病者 ⋯ ⋯虚则胸 中 与肾 阳虚 、 肾阴虚呈正相关
，
补肾益精之法可降低血

痛 ，
强调 肾亏体衰是胸痹 、 心痛发病 的重要 因素 。 脂 、 阻止动脉硬化的发展 。 林水淼等“

采用补肾方药

张 介宾 曰
： 肾 为 五脏 六腑之本

，
为 元气之根 。

”

治疗高脂蛋 白血症患者
，
结果提示补肾中药与西药非

《素 问 五脏生成》 亦云 ： 心之合脉也 ， 其荣色也 ， 诺贝特降脂效果接近 ，

且补肾中药同时具有提高患者

其主肾也 。 均说明 肾在脏腑疾病 ， 尤其是在心系疾 比值 ， 降低致动脉硬化指数 ， 提高细

病的病 因病机中 的主导地位 。 冠心病其病位虽在 心 ， 胞免疫功能和降低男性患者 比值的作用 ， 表明

但因 心主血脉 ， 肾主藏精 ，
心肾之间不仅精血同源互 补 肾 中 药对高脂蛋 白 血症患者内 分泌系 统有调节功

补
，
而且有着阴 阳水火关 系 ，

经脉相连
，
两脏上下协 能

，
并 能促使脂代谢重新恢复平衡 。 申定珠等 证

调
，
功 能相助 。 故肾精虚衰不能上滋 心血 ，

心脉首 实
，
补肾中 药复 方首参颗粒可降低颈动脉粥样硬化患

受其害 ， 继而出 现筋脉失养 、 心脉 不通或心脉挛急 者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 和 ， 进而有效干

而心痛 。 预动脉粥样硬化。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 ，
心肌细胞 中存在性激素受 综上可知 ，

从肾治心是中医学整体观及治病求本

体
，
并且性激素能影响心肌细胞代谢和脂肪代谢 ， 说 原则的重要体现 ， 有着深厚的理论 、 临床研究及现代

明 心肾互相影响 。 心肌细胞分泌 的心钠素有利尿 、 医学研究依据 。 心病从肾论治反映了 中 医学治疗疾病

扩血管作用 ，
在肾中有其受体 ，

心钠素可通过与受体 的整体观
， 即不孤立地看待各脏腑 ，

见心之病不独治

结合产生
一系列效应 ，

体现心火下降于 肾以助肾 阳化 心。 溯本求源 ，
补中寓通为 心病治 肾之大法。 通过对

津液 的作用 。 沈 自尹等 发现 ， 肾 阳 虚证患者存在 从肾治心之渊源的追溯 ， 笔者更加深刻地领会到 中 医

下丘脑 垂体 靶腺 肾上腺 、 甲状腺 、 性腺等 多 轴 学多层次 、 多靶点的整体综合调理与纠正局部病理因

的功能紊乱 。 肾虚可导致超氧化物歧化酶 活性 素相结合的辨证论洽思维模式旳精髓 。

下降 ， 致清除 自 由基的 能力下降 ， 引起细胞 、 组织、

器官损伤 而致冠心病的 发生 。 体 内雄激素水平的 降 参考文献

低与动脉粥样硬化及血栓形成亦有关 丨 丨 明 张介宾 类经 丨
上海 ： 上 海古籍 出版社 ，

：

冠心病厲本虚标实之证 ， 以心肾虚衰为主 ， 以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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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的 生 殖活动过程非 常复 杂 ， 与人体各个脏腑都有 密切关 系 。 肝具有疏泄 、 藏血 、 调节血量的功

能 ；
肝气调达 、 肝血充足 ， 则 冲任得 以协调 ， 精气得以疏泄 ， 宗筋得 以荣 养 ， 女子 则 能胎孕 ， 男子 则 能生育 ，

从而调节和维持人的生殖机能 ，
故肝司 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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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脏象理论指出 ， 人体是以五脏为 中心 ，
通 主生殖 众所周知 ，

且又 肝 肾同 源 ， 故肝与生殖

过经络系统
，
把六腑、 五体 、 五官 、 九窍 、 四肢百 功能有密切联 系 。 肝的 生理功能主疏泄和藏血 ， 其

骸等 全身组织器 官联系 成有机的整体 ， 并通过精 、 经脉环绕 阴器
， 因此 ， 肝对维持人体正常生殖功能

气 、 血 、 津液 的作用 ，
共同完成机体生理机能活动 。 有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 。 但肝肾在生殖功能的维持有

《灵枢 天年》
曰 人之 始生 以 母 为 基

， 以 父 为 主次之分
， 故笔者在前人提 出 肾主生殖 之说的

楣 。 男女生殖之精相结合 ，
才能产生

一

个新的生命 基础上
，
提出 了 肝司生殖 之说。 现将肝与生殖的

个体 。 中 医学理论体 系中 对生殖 的高度概括 以 肾 关系阐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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