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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肝与大肠相通'理论是肝与大肠生理特性及功能的精炼概括"肝主疏泄"大肠主津"具有传导功能! 纤维肌痛综合征主

要临床表现为广泛性疼痛与精神障碍"这与肝和大肠的功能密切相关! 从&肝与大肠相通'理论出发"通过养肝血而润肠$通

大肠而疏肝的治疗方法"使气血舒畅以达治疗肢体疼痛等病症的目的! 而&肠M肝'轴学说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治疗纤维肌痛综合征"这与&肝与大肠相通'理论不谋而合!

关键词!纤维肌痛综合征#&肝与大肠相通'#肝#大肠#脏腑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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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病因不明的风湿性疾病%以全身广泛性疼痛%

伴有晨僵(疲劳感%睡眠障碍和精神障碍等为主要临

床表现%尤以中轴骨骼"颈椎(胸椎(下背部#及肩胛

带及骨盆带等部位为常见)%*

%本病好发于女性%但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无确切的流行病学报道' 目前国

内外对于d7*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较少%不少临床

医师对其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等均认识不足%易出现

漏诊(误诊而耽误治疗%并增加患者经济负担)!*

'

d7*的诊断多以临床症状为判断依据%由于本病症

状谱多样且缺乏特异性的客观体征和实验室阳性指

标%常影响临床对 d7* 的诊断和治疗%d7* 的首诊

误诊率高达 ILg

)9*

' 从中医学角度讲%d7* 所表现

的广泛性疼痛与精神及睡眠障碍%同肝与大肠脏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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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密切相关%而$肝与大肠相通&理论具有一定的

实践意义' 因此通过分析$肝与大肠相通&理论与

该病的相关性%探讨 d7* 的临床治疗%具有现实的

指导意义'

CD%肝与大肠相通&理论

在人体解剖结构和古代文献中很少有关于$肝

与大肠相通&的论述' 该理论始载于明朝医家李蓇

.医学入门+脏腑/中的.五脏穿凿论/%记载!$心与

胆相通%肝与大肠相通00此合一之妙也'&李蓇对

此句$肝与大肠相通&的注解为!$肝病宜疏通大肠%

大肠病宜平肝经为主'&但其并没有对该理论的中

医病机以及具体治疗法则予以准确的阐述' 自此之

后%关于$肝与大肠相通&理论的著作或医集均较少

出现' 根据脏腑相关作用的关系%笔者试分析$肝

与大肠相通&理论的病机所在%扩展 d7* 的临床诊

疗思路'

CECD肝与大肠在生理上相关&在脏腑相互作用方

面%有学者提出$肝寄腑于大肠&理论%即!大肠的降

浊功能需要肝的疏泄功能辅助,肝的疏泄升发同样

也需要大肠的降浊功能辅助%二者一升一降%相反相

成)#*

' 五行学说认为!肝属木%$木曰曲直&%木性升

散条达,大肠属金%$金曰从革&%金性沉敛肃杀%金

木相克%互制互用%相反相成' 大肠者%传导之官%变

化出焉' 胃主降浊是大肠传导功能的延伸%说明大

肠具有土性的生理特征' .素问+六节藏象论/记

载!$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

之居也00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说明大肠既有

金性%还有土性的双重属性' 木得金而敛%土得木而

达%大肠在双重属性的驱动下%克制木气的同时又受

木气的挟制%完成了肝与大肠的相通互制)P*

' .素

问+五常政大论/云!$木曰敷和00木不敷和%则

心血不生%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胆不能化相火%胃

不能下降而收纳%肾无以藏精'&肝气敷和%其中$肝

气调达%助脾散津&及$肝枢气机%敷布津液&均与大

肠的生理功能存在密切联系):*

' 因此%$肝与大肠

相通&即为!肝寄腑于大肠%借大肠而降泄浊气%通

过大肠的降浊而使肝之生理功能正常,而肝之疏泄

功能正常又保证大肠的顺利降浊'

CEFD %肠 L肝&轴作用关系&现代医学提出的

$肠M肝&轴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为$肝与大肠相通&

理论提供了支持' 肝脏和肠道都是消化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各自有极其复杂的生理活动' 整个胃肠

道存在数量惊人的共栖微生物%在人体的健康和疾

病状态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肝脏的门静脉从小肠

和大肠(脾脏和胰腺收集血液%门静脉也是消化道M

肝脏交流的标志性解剖结构' 在健康情况下%门静

脉血液中可能会包含少量的潜在致病菌或有毒化合

物%健康的肝脏及其免疫系统处理此类应激源' 反

之%肝脏分泌的胆汁通过胆管进入肠道%并被肠道摄

取进入门静脉血%从而建立了$肠 M肝&轴的双向循

环)L*

' 在病理情况下%这一防御机制被破坏%来自

肠道的细菌及炎症介质就会通过门静脉进入肝脏%

破坏肝脏' $肠 M肝&轴不仅控制着胃肠道健康和

疾病%还是影响环境和宿主之间互作的介质' 营养

物质(微生物抗原(代谢物和胆汁酸%调节肠道和肝

脏中的代谢及免疫反应%并相互影响各自的微生物

群落的结构与功能'

CEGD肝与大肠在病理上的关系&肝与大肠生理上

密切相关%病理上互相影响' 明代李蓇.医学入门/

载!$肝与大肠相通'&肝气郁结导致肝的疏泄功能

失常%可导致大肠生理功能出现异常%故出现腹胀(

腹痛(泄泻(便秘等大肠传导失职的现象' .素问+

至真要大论/云!$厥阴司天%风淫所胜00腹胀善

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指出在肝厥阴主气时%

寒多则大便溏泄%热多则大便秘结' 即肝发生病变

会直接导致大肠病$

!

泄&的表现%表明肝脏疏泄失

调%气机不通以致大肠传导失司%从而出现泄泻)9*

'

.素问+举痛论/云!$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

故气上矣'&说明情志不舒%肝郁气滞可致大肠传导

功能失调%出现泄泻之症%而肝与大肠在病理表现方

面也存在着特殊的联系'

因此%$肝与大肠相通&理论从五行属性及脏腑

功能角度均证实其临床实践的正确性' $土得木而

达&%肝主疏泄%气机畅达%传导糟粕%大肠通下%排

出肝之浊气,大肠敛闭魄门%又防疏泄太过%使肝气

不致过伤%二者气化相通%互相为用)I*

'

FD;/3和%肝与大肠相通&理论的联系

FECD肝与 ;/3&d7* 归于中医学$周痹& $气痹&

的范畴)$*

%如.灵枢+周痹/有关 d7* 的论述$此内

不在藏%而外未发于皮%独居分肉之间%真气不能周%

故命曰周痹&$风寒湿气%客于外分肉之间00真气

不能周%故命曰周痹&' 说明风(寒(湿与 d7* 密切

相关' 李蓇.医学入门/中有关周痹的病机与肝相

关!$周身掣痛者%谓之周痹%乃肝气不行也'&因此%

从肝的角度出发%探索 d7* 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傅青主男科+心腹痛门/记载!$手足心腹一身皆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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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00治足乎治肝为主%盖肝气一舒%诸痛自愈'&

提示以弥漫性躯体疼痛为核心特征的 d7*%临床治

疗上可以选择疏肝理气止痛之法%改善d7* 患者的

慢性疼痛(睡眠和情绪障碍等症状' .素问+六元

正纪大论/记载!$木郁达之%谓吐令条达也'&以疏

肝理气之法的柴胡疏肝散加减配合护理具有改善

d7*患者疼痛和情绪障碍的作用%进一步提示 d7*

发病机制的关键因素与$肝气郁结&有关)%"*

' 肝主

疏泄%少阳枢机不利%阳气内聚%相火郁遏%不能布达

于外%气血郁滞%筋脉肌肉失于濡养%不通不荣%可出

现肢体广泛性疼痛(情绪(认知等功能的异常)%"*

'

郭会卿从风寒湿及肝郁论治 d7*%主张从肝(脾论

治d7*%自拟方疏肝益脾合剂)%%*

' 方中延胡索用至

9" E%据.本草纲目/记载!$延胡索%味苦微辛%气温%

入手足太阴(厥阴四经00主治一身上下所痛'&临

床疗效显著'

FEFD大肠与 ;/3& .灵枢+本输/云!$肺合大

肠'&手太阴肺经属肺络大肠%手阳明经属大肠络

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肃降与大肠传导之间相互

为用' 肺气调则肺对大肠的调节与制约正常,大肠

畅通亦可影响肺气之运行' 因此大肠积滞不通%肺

气的运行也将会受到影响' .王氏医案/曰!$治节

不行%一身之气皆失其顺降之机'&肺气受阻则调节

功能失职%全身气机不畅%肝不能升气于左%肺不能

降气于右%使身体上下左右血行受阻%造成身体弥漫

性疼痛' 因此大肠与以弥漫性躯体疼痛为核心特征

的d7* 关系密切' .素问+举痛论/云!$怒则气

上%喜则气缓00思则气结'&指出七情致病对气机

的影响%肺在志为悲忧%当出现过悲(过忧情绪时将

会影响肺的气机%而研究显示约 %J9 的 d7* 患者伴

有抑郁症状)%!*

' 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不畅%大肠

的功能也将受到影响' 因此%当 d7* 患者出现过

悲(过忧等情绪时%大肠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肝与大肠相通&理论是肝与大肠的生理特性

及功能的精炼概括%其在 d7* 的发病中有重要作

用' 肝主疏泄%少阳枢机不利%阳气内聚%相火郁遏%

不能布达于外%气血瘀滞%筋脉肌肉失于濡养%可出

现肢体广泛性疼痛%情绪(认知等功能的异常' $肝

寄腑于大肠&%大肠可助肝脏疏泄%维持肝脏正常的

生理功能%肝脏的正常疏泄又可保障大肠排泄糟粕%

大肠疏泄有度不致肝郁于内%肝气调达有常不使肠

壅在里%二者相辅相成)%9 M%#*

'

GD从%肝与大肠相通&理论治疗;/3

GECD治;/3不离治肝&.血证论/言!$肝藏血焉'

至其所能藏之故%则以肝属木%木气冲和条达%不致

遏郁%则血脉得畅'&肝郁则气滞%气滞则血行不畅%

四肢关节(经络失于濡养%可见全身广泛性的疼痛(

关节肿痛(疲劳(晨僵' 肝气郁结证是 d7* 常见的

中医证型%本证患者躯体症状和心理症状呈正相

关)%P*

' d7*疼痛多由气血瘀滞或血不荣筋所致%治

疗应以行气活血(养血柔筋为法%以肝为重%解气血

之郁以止痛%滋补肝血以荣筋(安神' 研究证实%采

用针刺肝俞(脾俞(膈俞(血海(合谷(太冲(足三里(

三阴交等穴治疗 d7*%在改善疼痛及全身压痛(睡

眠障碍(疲劳及焦虑症状的优势突出)%:*

' 少阳枢机

不利是d7*发病及治疗的关键%$柴胡剂&这类具有

疏达少阳(疏肝解郁(调和气血的方剂%在临证时辨

证加减%在改善d7*全身疼痛(失眠(抑郁等症状方

面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

GEFD肝病宜疏通大肠&.素问+至真要大论/记

载!$阳明司天%燥淫所胜00妇人少腹痛%目昧眦

疡%疮痤痈%蛰虫来见%病本于肝' 太冲绝%死不

治'&阳明大肠病变致肝失疏泄%出现胁肋胀满疼

痛(少腹痛等症状' 大肠主降泻浊气%若降泻不及%

则浊气可因肝与大肠相通而上逆入肝%大肠浊气不

降对肝的影响多反映于精神(神经症状上' 由此可

见%当d7*患者出现全身疼痛及精神障碍时可尝试

从大肠入手' 若肝气郁结%疏泄功能不畅%则会导致

情志活动的异常%即心情抑郁不畅%闷闷不乐%久之

形成郁证)%L*

' 中医学认为%肠道微生物参与体内水

谷精微物质的代谢%而大肠主传导糟粕%从生理功能

上来说%是有相似之处的' 现代研究显示%肠道微生

物群主要通过$脑 M肠&轴途径调节大脑功能和人

类行为' 肠道微生物失调会导致各种情绪问题%而

益生菌能够帮助机体产生有益的微生物%从而改善

人体的情绪及认知功能)%I M%$*

' 这为治疗 d7* 情绪

障碍提供了新思路'

综上%$肝与大肠相通&理论在d7*治疗中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肝之俞在颈项&%从$肝与大肠

相通&理论出发%通过养肝血而润肠(通大肠腑而疏

肝的治疗方法%使气血舒畅以达到治疗肢体疼痛等

病症的目的' 而$肠M肝&轴 学说在部分疾病发展

过程中已被验证%并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治疗

d7*%这与$肝与大肠相通&理论不谋而合)!" M!%*

'

HD结语

$肝与大肠相通&%两者相互作用%当其中一脏

腑异常%必然影响另一脏腑' 在临床治疗上%肝与大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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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确与d7*相关%但目前$肝与大肠相通&理论的机

制研究仍停留在浅表层面%没有足够的循证医学证

据支持' 因此%进一步论证和阐释$肝与大肠相通&

的科学内涵%探析中医脏腑相关理论%对临床治疗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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