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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 】 中 医药信息 ，

【 元 朱震亨 丹溪心法
丨

沈阳 辽宁科学技 术出 版社 ， 阎 俊 霞 灵枢 饮 治疗 胸痹心痛 例 丨
天 津 中 医 ，

杨晓春 ，
翁心植 性激素与男 性冠 心病 旳 关系

丨 中 华 叶小汉 补肾活血方治疗冠心病 心绞痛 例临床观察 丨

内分泌代谢杂志 ， 新中 医 ，

陈洁文 ， 陈朝凤 ， 罗荣敬 ， 等 中 医 心 肾相 交理论的 实 吴松鹰 ，
杨持 ， 林求诚 影 响脂质代谢 中 医 因素 的 多元

验研究 丨
广 州 中 医学 院学报 ， 分析 福建中 医学院学报 ， ⑵

丛法 滋 活血养心汤治疗冠 心病 例疗效 分析 丨 】 北

沈 自 尹 肾的研究 续集 上 海 上 海科学技术出 版 京中 医 ， ⑴

社 ， 林水淼 ， 陈沙维 ， 陈川 固本降脂丸治疗 中 老年高脂 蛋

【 李承军 ， 廖文君 ， 陈玉英 ， 等 老年虚 证 自 由基代谢机 白血症临床研究
——

附 例临床资料分析 】 上 海中

理研究 】 中医杂志 ， ，
医药大学学报 ， ，

高倩萍 ， 富路 ， 李元十 ， 等 睾酮在雄兔体 内 的抗动脉 丨 申定珠 ， 赵红彬 ， 邢三丽 ， 等 首参颗粒对颈动脉 粥样

粥 样硬化作 用 中 国 动 脉粥样硬 化杂志 ， ， 硬 化患者 临床疗 效 的 初 步评价 丨 中 国 中 医 急 症 ，

，

！ 杨焕斌 ， 林坚 ， 王彩霞 补肾 法治疗 冠心病心绞痛临床 （编辑 ： 黎国 昌 ）

肝 苟 生破或析

萧闵 ， 周艳艳 ， 袁芳 ， 陈会敏 ， 徐安莉

湖北 中医药大学
，
湖北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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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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与生殖功能的直接关系 另 一方面是直接转化为生殖之精 。 生殖之精可分为两

肝通过经脉联 系 阴 器 《灵枢 经脉》 曰
： 肝 类 ，

一是源于父母的生殖之精 ，
是胚胎生成、 发育的

足厥阴之脉
⋯
⋯循阴股入毛中 ， 过阴器⋯

⋯

肝者筋之 根本 ，
是先天之精 ；

二是指人生长发育到
一

定阶段而

合也⋯⋯筋聚于阴器 。

”

就肝之经脉而言 ， 阴器 为足 产生的具有繁殖后代作用 的后天之精。 枢 本神》

厥阴肝经循行所过的部位 。 《素 问 厥论》 载 ： 前 曰 ： 生之来谓之精 。 《灵枢 经脉》 载 ： 人始

阴者
， 宗筋之所聚。

“

肝主筋 ，
前阴为宗筋所聚之处 ，

生
， 先成精 。

“

〈素问 金匮真言论》 载 ： 夫精者 ，

故肝统前阴 。 身之本也 。

”

先天之精也须依赖脾胃所化 旳后天之精

肝统前阴 ，
前阴之 阴茎 以筋为体 ， 以气血为 用 。 的不断培育和充养 ，

才能 曰 渐充盛 ，
以充分发挥其生

若肝之气血充盛 ， 并适时充养于筋 ， 则 阴 茎伸縮 自 殖功能效应 。 正如张介宾 《景岳全书 杂证谟 脾 胃 》

如 ， 勃起正常 。 肝主少阳春生之气 ，
主升主动 ， 肝之 载 ： 凡先天之有不足者 ， 但得后天培养之力 ， 则补

阳气充盛 ， 为 阴茎的正常 勃起提供充足之动 力 。 如 天之功
， 亦可居其强半 。

“

对于 精血同 源
”

， 《内

陈士铎 《辨证录》 谓 ： 肝气旺而宗筋伸 。

“

而阴茎 经》 已有精血 同 取汁于水谷 的认识。 如 《灵枢

正常 的勃起才是生育的最基本条件 ，
故万密斋 《万氏 决气》

曰
： 中 焦受气取汁

，
变化而赤 ，

是谓血 。

“

家传广嗣纪要》
曰

： 男女婿精 ，
万物化生 。 夫男子 《素问 脏气法时论》 曰

：
五谷为养 ，

五果为助
，

五

阳道之坚强 ，
女子 月 事之 时下 ， 应时交接 ， 妙合而 畜为 益

，

五菜为充 ， 气味合而服 之 ，
以补益精气 。

“

凝
， 未有不成孕育者矣 。

”

反之
，
若肝之经气失 常 ，

《灵枢 五癃津液 别》 曰 ： 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 育

则 引起阴器勃起功能障碍 。 肝气不足 ，
或肝气郁结 ，

者
，
内渗入于骨空 ，

补益脑髓 。

”

《灵枢 营卫生会》

都会导致阴器失于温煦鼓动而阳痿不举 。 《灵枢 经 说 ： 人受气于谷 ，
谷入于 胃 ，

以传于肺 ，

五脏六

筋》 曰
： 肝足厥阴 之筋

⋯
⋯ 上循阴股 ， 结于阴器 ， 腑 ， 皆 以受气。 后世 医家对此认识进行 了 发挥 ， 如

络诸筋 。 其病⋯⋯ 阴器不用 ， 伤于内则不起 ， 伤于寒 孙
一奎 《赤水玄珠》 言 ：

“

夫血者 ， 水谷之精气也 ，

则 阴缩入 。 沈金鳌 《杂病源流犀烛） 曰 ： 肝木不 和调于五脏
，
洒陈于六腑

，
男 子化而为精 。

”

这一认

能疏达 ， 亦致阳痿不起 。

“

肝通过其经脉联系 阴器 ，

识充分说 明 先天赖后 天 以养 、 以长
，
体现 了 水谷

维持男子阴器正常 的生理功能 ，
从而影响生殖功能 。 血 精的生成滋养关系 。 精血 同 源

，
就是人体 中

肝通过藏血影 响 生殖 肝主血海 ，
主藏血

， 调 的精与血是来源于饮食营养 ，
血不足的时候

，
精可以

节血量
，
调摄冲任 。 肝所藏之血除营养周身 ， 供机体 化为 血 ，

反 之
，
精不足的 时候 ，

血也可 以化精 。 所

生理活动外 ，
还下注于血海 ， 使 冲任充盈 ，

二脉盛 以 ， 若肝血充盛 ， 肝血得以直接转化为生殖之精 ，
使

通
，

女子则能胎孕
，

男子则能生育 ，
从而维持人 旳正 男子精液充盈 ， 推动人体正常生长发育 ， 维持人的正

常 生殖功能 。 常生殖功能 。 反之 ， 肝血亏虚
，
则肝血无以充养生

肝藏血 ， 调节血量 ，
对男子生殖功能最直接的影 殖之精 ，

从而导致生殖之精亏虚
，
引起生殖功能低

响是生殖器官是否得到滋养与充盈。 如 《素 问 五脏 下 ，
甚至不孕不育 。

生成》
曰

： 肝受血而能视 ，
足受血而能步 ，

掌受血 肝通过疏泄影响生殖 朱丹溪 《格致余论 阳 有

而能握 ， 指受血而能摄。

“

以此推之 ，
宗筋受血而能 余 阴不足论》 载 ： 主闭藏者

， 肾也 ；

司疏泄者
， 肝

振奋 。 宗筋有赖于肝血的濡养 ， 若肝血旺盛 ， 宗筋得 也
。
二脏 皆有相火 ，

而其系上厲于心 。 心 ，
君火也

，

以滋养
，
用事之时以有形之血涨大充盈阴茎 ， 有利于 为物所感则易动 。 心动则相火亦动 ， 动则精 自走 ， 相

阴茎的正 常勃起 。 相反 ， 若肝血亏虚则 阴 茎勃起无 火翕然而起 ， 虽不交会 ， 亦暗流而疏泄矣 。 由此分

力 ， 甚至阳痿
，
如万密斋 《万 氏家传广嗣纪要》 谓 ： 析可得 ， 肝的疏泄功能与 生殖相关 。

阴瘘而不起不固者 ， 筋气未至也 。 肝主筋 ， 肝虚则 所谓肝主疏泄 ， 是指肝气具有疏通、 畅达全身气

筋气不足矣 。

”

而 阳痿是影响 男性不育 的
一

个重要原 机 ， 进而促进精 、 血 、 津液的运行输布
，
脾胃 之气的

因 。 所以 ， 肝通过藏血和调节血量而直接影响男 子 升降 、 胆汁的分泌排泄以及情志的舒畅等作用 。 故周

的性功能 ，
从而维持男子旳生殖功能 。 学海 《读医随笔） 载 ： 故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 ，

皆

肝藏血 ， 调节血量 ， 对男子生殖功能直接影 响的 必藉肝胆之气化 以鼓舞之 ， 始能调畅而不病 。

”

陈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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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在 《古今 图 书集成 医部全录 卷九十六》 中 《素 肝与生殖功能的间接关 系

问 平人气象论》 脏真散于肝 下注道 ： 肝主疏 肝通 过影响 肾 而 影 响 生 殖 肾主生殖 是

泄
， 故 曰 散。

”

把五脏真气 由肝而散布周 身的作用也 《内经》 对人体生殖功能的主要认识 。 肝位于上腹部
，

归于肝之疏泄 ， 肝作为 主疏泄 、 调畅人体气机的脏 横膈之下 。 其主要生理功能是主疏泄和藏血 ， 在五行

器
，
主要通过疏泄作用对其他四脏产生影响 。 属木。 肾位于腰部

，
其主要生理功能是藏精 ，

主生长

肝主疏泄 ，
畅达气机

，
协助脾升胃降 ，

促进胆汁 发育和生殖
，
在五行属水 。 肝肾同居 下焦 ， 水木相

分泌
， 饮食才能得以消化吸收 ，

水谷化为精微 ， 气血 生
，

乙癸同源 ，
为母子之脏 ， 肝藏血 ， 肾藏精 ， 精血

化生源源不断 。 如唐容川 恤证论》 所言 ：

“

食气入 互化 ， 故有 肝肾 同源 ， 精血同源
”

之说。 所以 ， 肝

胃
，
全赖肝木之气疏泄之 ， 而水谷乃化 。

”

肝之疏泄 的生理功能失常 必然会影响到肾主生殖的生理功能。

正常 ， 气血生化有源 ， 肝血才 能营养 阴器 ， 充养肾 肝藏血 ， 肾藏精 ， 血能化精 ，
精能生血 。 张璐

精
， 维持正常 的生殖机能。 《张氏医通） 载 ： 气不耗

，
归精于肾而为精 ；

精不

肝的疏泄功能正常 ， 则气机调畅 ， 气血和调 ，
经 泄

，
归精于肝而化清血 。

”

即说肾精化为肝血 。 肝血

脉通利 ， 才能使任脉通 ， 太冲脉盛 ， 宗筋得以濡养 ， 有赖于肾精的资助 ， 肾精足则肝血旺 ， 肾精亦赖肝血

男子精液溢泻有时
，
女子月事以时而下

，
为正常孕育 的滋养

，
肝血旺则 肾精充 。 正是由于精血之间可以互

之基础 。 肝气疏泄条达 ，
则精液能按时溢泻 ，

保持男 生互化
，
所 以

，
肾精与肝血 ，

一

荣俱荣 ，

一

衰俱衰 。

子精关启 闭合时
， 女子月 事正常 ，

藏泻有度
，
男女结 肝血充足 ，

精血互化
，
可 以充养肾精 ， 使肾精得充 ，

合乃有子也 。 肝木本以疏泄为常 ， 若肝疏泄失常 ， 则 腎 中精气需肝血化生之精以补充 ， 肾精是促进和维持

气机郁结 ， 男子精关失启 ， 女子月经失 常 ， 表现为男 人体生殖机能的最基本物质 ， 故经调摄精成孕而嗣

子精液不射
，
女子月事不下 ；

若肝之疏泄太过 ， 男子 子 。 朱丹溪 《格 致余论》 曰 ： 精成其子
，
血成其

则表现为遗精 、 早泄 ， 女子则表现为月经量多 ； 若情 胞 ， 胎孕 乃成 。 若肝血亏虚
，

日 久必致肾精亏虚 ；

志失和 ，
抑郁太过 ，

或为 外感湿热之邪 ， 循肝经下 肝血不足则精不足 ， 精亏血少 ，
天 癸化生匮 乏 ，

胞官

注 ， 或肝对水精的疏泄不及 ， 水精输泻障碍 ，
停聚下 失养 ，

精室空虚 ， 难以孕育 ，
即

《素问 上古天真论

焦 ， 或肝对气机的疏泄不及 ， 气机阻滞 ，
不能推动精 所 曰

：

天癸竭 ， 精少 ， 肾脏衰。

“

液的排泄 ， 精液滞 留 ， 或肝对血液的疏泄不及 ，
血液 肝主疏泄 ， 肾 主封藏

，

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反相成

运行涩滞
， 阻滞精室精道 ，

精血瘀滞精室
，
久则化生 的关系 。 肝木条达 ，

疏泄有度
，
可使肾精藏泻有时 ；

湿热 ，

湿热搏结 ，
从而影响人的正常生殖功能 。 肝气疏泄可促使肾之精关开合有度 ， 肾 气闭藏可防肝

在机体调节心理应激的环节中 ， 中医学肝主疏泄 气疏泄太过 。 疏泄与封藏 ， 相反而相成 ，
从而调节女

的功能起着重要作用 ， 情志活动与肝主疏泄功能密切 子的 月 经来潮 、 排卵和男子的排精功能 。 若肝肾藏泄

相关 。 而性欲是人之情志活动的
一

种表现 ， 是成年 失调 ， 女子可见月 经周期失常 ，
经量过多或闭经

，
以

男女在
一

定刺激条件下产生的性交欲望 ，
是人类完成 及排卵障碍 ； 男子可见阳瘘 、 遗精 、 滑泄或阳强不泄

生殖机能的
一

种本能冲动 ，
它是在天癸作用 下产生的 等症。 因此

， 肝主疏泄可影响精关 ， 导致遗精 、 早泄
一

种情志活动 ，
受心神的主宰调控 ， 并与肝主疏泄而 等 ，

从而进一步影响男子的生殖功能。

调畅情志的功能活动密切相 关 。 在正常情况下 ，
天癸 肝背 阴阳互济是肝贤 同源关 系的另

一

表现 ， 也是

旳节律有序
，
心神的调控有度 ， 肝气的疏泄有权 ， 就 肝通 过肾影响 生殖的 又

一

表现 。 主要表现在阴 液相

能保持正常 的性欲 。 如果肝失条达 ，
肝气郁结 ， 疏泄 关 。 在五行上

， 肝厲木 ，
肾厲水

，
水能生木 ， 肾 为肝

不及
，
情志不舒

；

或肝气不足 ，
肝阳亏虚

，
疏泄 不 之母 ，

如 《素问 阴 阳应象大论》 曰
： 北方生寒 ，

及
， 情怀不畅 ， 均可导致鼓阳 不足而引 起 生欲减退 ，

寒生水 ，
水生咸

， 咸生肾 ， 肾生骨髄 ， 髗生肝 。

”

在

表现为 性欲低下或性欲淡漠 。 若肝气过盛 ， 久而 化 生理上
， 肾阴 为

一

身 阴液之本 ， 具有滋养肝阴 、 制约

火 ； 或 阳偏亢 ， 升发太过 ； 或情怀放荡 ， 扰动肝 肝阳的作用 ， 为生殖之樁的生成提供了 阴阳 平衡的 内

阳 ， 均可导致鼓阳过度而引起性欲亢进 。 所以 ， 只有 在环境。 在病理上 ， 肝肾 之阴常 常相互影响 ，
若肝阴

正常的性欲 ，
人类才能生殖繁衍 。 先亏

，
亦可影响及肾 ， 导致肾 阴 不足 ，

而致相火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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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若 肾阴 不足 ， 可致肝阴不足 ， 阴虚不能制约肝 与天癸有密切关 系 。

阳
， 而致肝阳上亢 ， 又名

“

水不涵木 。
二者皆可导 综上所述 ， 肝与生殖的关系主要直接和间接影响

致男子梦遗失精和女子月经失调的生殖功能异常 。 精血等精微物质通过经络输送到肾以充养 。 因此
，
应

肝气郁结又称肝气郁滞 ，
是因肝的疏泄功能失常 该加强肝对人的生殖功能影响 的研究 。 肝是人体的重

引起气机失调所致。 多 由精神刺激 、 情志抑郁 ，
影响 要器官 ，

具有疏泄、 藏血、 调节血量的功能。 肝气条

了 肝旳疏泄功能而致 。 肝气的疏泄功能不及 ，
常 因 达

， 肝血充足则气机得以调畅 ， 气血得以调和 ， 冲任

抑郁伤肝 ， 肝气不舒 ， 疏泄失职 ， 气机不得畅达 ，
形 得以协调 ， 精气得以疏泄

，
宗筋得以荣养

， 女子则能

成气机郁结的病理变化 ， 称为肝气郁结 ， 临床表现多 胎孕 ， 男子则能生育 ， 从而调节和维持人的 生殖机

见 闷闷不乐
，
悲忧欲哭 ， 胸胁、 两乳或少腹等部位胀 能 ， 故 肝司 生殖 也 。

痛不舒等 。 肝气郁结是以气郁 、 气滞等气机失调的 情志因素对人的生殖功能的影响也越来越重 ， 应

病理为特点
，
病久则可进

一

步导致肾气亏虚
，

从而影 该加强肝对人的生殖功能影响的研究 ， 故开展肝与生

响到肾的正常生理功能。 若肝气郁结 日 久
，
因乙癸同 殖关系 旳研究具有

一

定 的临床意义 。 因此 ， 将 肝司

源而及肾 ， 化火伤阴 ， 肝阴耗伤 ， 致肝肾阴虚 ；

或气 生殖 理论进
一

步充实 ， 为临床从肝论治不育不孕奠

滞不能行水 ， 水湿内盛而伤 阳 ， 肾阳不足 ， 进而影响 定理论基础 。

人的 生殖功能。 由此可见 ， 肝气郁结可通过影响 肾之

功能进而影响人的生殖功能。 参考文献

肝通过影响天癸而 影响生 殖 肝司生殖的 功能 王慧
，
金玉 忠

，
王欣 中 医肝郁 阳痿与现代医学勃 起功

还体现在肝与天癸的关系上 。 天癸是促进性发育和维 能障碍相 关性探析 丨
现代 中 西医结合杂志 ，

持生殖机能的 种精微物质 ，
其功能是促进男女性特

征及生殖器官的发育和成熟 ，
维持生殖功能 ， 激发性

毕焕洲 ’ 中 治 证医学 』

欲和性冲动 ， 参与生殖之精的化生以繁衍后代等 ，

过 — 士」 二 仏
曹继刚

，
周安方 略 论脏腑经络 与性功 能的 关系 湖

男性具有化生精液旳作用 ， 在女性具有化生卵子的 乍
北 中 医学院学报 ，

用 。 肾主生殖的功能就是通过天癸来实现 的 。 天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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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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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与肝亦有密切关系 。 肝与天 理论肝主疏泄功能 丨

广 州 中 医药大学学报 ，

癸的 关系 ，
在生理上表现在肝血与 肾精的关系上 。 精

（ 丨

能化血 ，
血能化精 ， 肝的疏泄功能影响男子精室中精 丨 】 彭学敏 肝气郁结 证 治 初探 丨

长春 中 医 学院学报 ，

子生长 、 发育、 成熟及排泄 ， 和女子卵巢中卵子的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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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海 ， 子宫 内膜随着天癸的周期性变化相应地也呈周

期性的增生 、 分泌、 脱落变化
，

月事 以时下
”

。 在
‘ 叶

一

萍 天 癸论 丨 中 华 中 医药学刊 ’

—

男子
，
则精液生化有源 ， 精关开合适时。 若肾精不

足
，
天癸缺乏 ，

天癸减少 ，
则生殖机能减退 。 所以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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