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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ur saints, which is still of great guiding signi�cance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splenic congestion in modern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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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瘅”类似于现代医学的代谢综合征，其病程长、发病率高，可严重影响生命健康。中医辨治脾瘅有独特优势。清·黄
元御在《四圣心源》提出“中土枢轴、一气周流”的学术观点，对现代中医辨治脾瘅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论文通过阐述
脾瘅致病因素，具体包括“饮食不节、情志不畅、先天禀赋不足、过劳过逸”等，并在“中土枢轴、一气周流”理论指导
下，进一步阐释脾瘅的治疗路径，为临床中医治疗脾瘅病提供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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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脾瘅”一词首见于《素问·奇病论》：“帝曰：有

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

名曰脾瘅。”内经还对其病因病机及治疗有详细记载：“夫

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

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

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

兰，除陈气也。”（《素问·奇病论》）此外，《素问·通

评虚实论》中还有“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

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的描述；现代研究表明，“脾瘅”

类似现代医学中的“代谢综合征”[1]，其与内分泌、心脑血

管等系统疾病多有相关，其病程长、发病率高，可严重影响

生命健康。中医辨治脾瘅有独特优势。清代医家黄元御在《四

圣心源》提出“中土枢轴、一气周流”理论 [2]，对现代中医

辨治脾瘅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笔者试通过阐述脾瘅致病因

素，并在“中土枢轴、一气周流”理论指导下，深入阐释脾

瘅的治疗路径，以期为临床辨治脾瘅提供思路借鉴。

2 “中土枢轴，一气周流”理论简述

《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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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

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黄元御继

承内经气机学术思想并进一步阐发，其认为“天”与“人”

为对应关系，人取象在天，人的生理状态赖于脾胃中土斡旋

带动气机升降，一气周流，而有正常生理活动，而“气机周流”

是一个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质演变的过程。“由静而动则升，

由动而静则降 [3]。”当阴阳未判、一气混沌之时，爰于“祖

气”，清气左升至极为火，浊气右降至极为水，当其清气半

升则为木，当其浊气半降为金，此为四象。中土分己、戊，

对应脾胃斡旋于中，为枢纽，助温润之肝气左升，化为心火；

助凉燥之肺气右降，化为肾水。一团生气氤氲成人体脏腑、

经络、气血、形体官窍等。中土为枢轴，四象为轮毂，循环

无端，为人“生”之肇基。中土一败，百病生焉。脾胃枢轴

运动失常，气机升降逆乱，四象生理功能失司，则诸症蜂起。

3 脾瘅病因、治法辨析

3.1 饮食、劳逸成因——运轴为要

脾为己土，胃为戊土，气机一升一降；阴升而化阳，

阳降则成阴。滋养五脏六腑，共为后天生化之本。《素问·经

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

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

因此，饮食有节，五味调和，脾胃腐熟水谷，运化精微物质

功能正常，气血、营卫调和，方不致病。相反，过食肥甘厚味，

超出脾胃功能承受范围，一方面，脾胃运行负担加重，气机

升降失常，助湿生痰；另一方面，甘邪（五味过则为邪）本

身具有碍脾生痰、化热化火之特性 [4]；内外病因相加，清气

不升，痰湿浊气循脾经上泛于口，成口甘黏腻之症，脾胃气

机升降失利，成中满内热之症。此外，营卫、气血运行自有

其规律，过劳过逸则影响气血、营卫的循行规律，如《灵枢·营

卫生会》中：“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度而

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

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脾胃

作为气血、营卫生化之源，肌肉又为脾土所主之由，过劳、

过逸都将累及脾胃，内生痰浊。内在功能要随着人体外在生

命活动的变化做出调节以适应劳逸带来的影响。因此，应调

节后天生化之轴，以复气机之圆。法“效术甘苓泽汤”，健

脾祛湿化痰，恢复脾胃升降之气机；方选用“六君子汤”为

主方；方中党参、白术健脾补气，为提升脾气之主药；二陈、

茯苓燥湿化痰、渗利水湿，为降胃气之主药；甘草以和中，

调畅诸药，亦为引经报使药，清气升而浊气降、脾气升而胃

气降，效能复一气周流。

3.2 情志成因——轴带轮转，轮轴同运

自然之性，木生而火长，当生未成，郁勃而怒；故七

情之中郁怒易伤肝；中土之情，位于悲喜之间，多生忧思，

故脾主；脾瘅由情志之起，以肝木易乘脾土理也，故疏肝健

脾为要，黄氏云：“土性濡湿，疏之以木气，则土不过湿。”

又《金匮要略》云：“见肝之病，当先实脾。”其义，一为

先安未受邪之地，二为脾气之升带动肝气之升。以轴运轮之

理也；肝性喜条达，恶郁滞，如木土之气健运，气血冲和，

怒思弗作。因此，除疏肝解郁以复轮转外，还需健运脾气，

打通肝气温升之通路，复周流之气。法效黄氏“桂枝苓胶汤”

合“术甘苓泽汤”，疏肝解郁怒之气，健脾化痰湿之浊，方

可选用逍遥散加减；方中柴胡、芍药、薄荷柔肝、疏肝以解

肝郁，当归以其性温润生发，恰合肝气温升之气，用之最妙，

如《长沙药解》记载：“当归滋润滑泽，最能息风而养血，

而辛温之性，又与木气相宜。”故白术、茯苓健脾化湿以解

肝木乘克之苦，甘草引药入中土，稍加生地解肝气郁热之气，

诸药合用，使木土健运，奏轮轴同运、轴带轮转之功。

3.3 禀赋成因——以后天补先天之不足

人之先天禀赋，实受之于父母阴精阳精之交和，非草

木之品易补也；故恢复轮轴运动，一气周流无碍，以后天生

化之气血滋先天禀赋不足为可行之法。土生金，金水相生，

五行之理也，禀赋不足，水泛土湿，亦能成脾瘅；如谢维宁 [5]

等认为年老肾虚是代谢综合征发生的重要因素。法效“苓甘

姜附汤”，培土气、温肾气；主方选六君子汤合肾气丸；方

中六君子以健脾去湿，以复戊胃、己脾之枢轴；肾气丸中地

黄助肾水之精，润肝木之气，山茱萸、牡丹皮敛肾外泄之火；

山药助肺金，敛降肺气，为金水相生之义，茯苓、泽泻清利

脾肾不足之水湿外泛；桂枝扶肝升之气，附子温暖水燥土，

水不过寒，土不过湿；《长沙药解》云：“附子，味辛、咸、

苦，温，入足太阴脾、足少阴肾经。暖水燥土，泻湿除寒，

走中宫而温脾，入下焦而暖肾，补垂绝之火种，续将断之阳

根。”诸药合用，使中土不湿，复其枢轴，益金水之气；肾

水不寒，肝气温升而有根，肝升肺降，气血生化有度，一气

周流，滋养先天禀赋之不足。

4 结语

“脾瘅”有饮食不节、情志不畅、先天不足等病因，

其类似于现代医学中的内分泌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系统疾

病；在黄氏“中土枢轴、四行轮转”的理论基础上，注重中

土之升降之枢机，以复木、火、金、水四行之轮转，使土不

过湿，肝不过郁，肺复敛降，气血条畅，一气周流；“谨守

气机、邪不可干”此可为临床上脾瘅的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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