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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肿之病，于《内经》中日

“水”，或谓之“水胀”。其治疗散

见于《素问》、《灵枢》多篇。究

其内容，虽详于针刺而疏于方药，

但对其治则和治法的论述，约而周

详，蕴意幽深，开后世治疗水肿病

之先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临床指

导意义。笔者愿结合有关经文，归

纳总结，试作如下之探析。

1治疗原则

《素问·汤液醪醴论》提出

“平治于权衡”、“去菀陈垄”的治

疗总则。前者着眼于“权衡”，后

者侧重“去”邪。

1．1 “平治于权衡” “权”，

秤锤；“衡”，秤杆。意指治疗水

肿时务要衡量病之轻重缓急，恰当

取舍，以平调阴阳的偏盛、偏衰。

《素问·吴注·卷四》： “平治之

法，当如权衡，阴阳各得其平，勿

令有轻重低昂也。”张景岳引申其

义，有云： “水胀一证，其本在

肾，其标在肺，⋯⋯肺主气，气须

何法以化之?肾主水，水须何法以

平之?然肺气生于脾，肾水制于

土，故治肿胀者，必求肺脾肾三

脏，随盛衰而治得其平，是为权衡

之道。”又，喻嘉言则强调“脾足

以转输水精于上，肺足以通调水精

于下，而其权尤重于肾司开阖、主

水液。所谓平治于权衡者，即权衡

肺脾肾三脏。”考仲景治水之越婢

加术汤，为权衡在肺；立真武汤则

权衡在肾，《济生方》拟实脾饮乃

权衡于脾，皆属平治于权衡之义。

1．2 “去菀陈茎” “菀”，通

郁，郁积也。陈，陈旧。“堇”，铡

草日堇。王冰注云：“去菀陈荃谓

去积久之物，犹如草茎不可久留于

身水也。”观此原则，用之临床有

卑作者简介阴斌，男，教授，曾任天津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塞主任。

J6 m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二义：其一排除体内郁积过剩之水

液，包括逐水、导痰、蠲饮、通泄

等法。故凡遇通利、攻逐、荡涤之

类尽属其中。如《千金》之大腹水

肿方，以及十水丸、神佑、禹功、

舟车等古方的应用，皆“去菀陈

荃”之类。其二含有去除血脉中陈

旧郁积之意。 《灵枢·小针解》：

“菀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即言

针刺放血法，正如《太素》所云：

“有恶血聚刺去也。”我院郭霭春教

授将此句直译为“去瘀血、消积

水”，于义更为深切。盖血水同

源，关系尤密，前人不乏阐述。因

此，水肿患者常在直接利水发汗无

效时，酌情予以活血化瘀药物，往

往可奏殊功。近年来临床运用此法

治疗急慢性肾炎、心源性水肿等每

获良效，其理论即源于此。

2治疗大法

“开鬼门、洁净府”，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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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汤液醪醴论》，既是治疗

水肿的基本方法，也是驱除水气的

重要手段。

2．1 “开鬼门” 指发汗法。肺

主皮毛，为水之上源，故发汗寓有

宣通肺气之意，令水邪以汗而透，

从皮毛而驱。历代注家多倾向此

说，如张志聪谓“鬼门，毛孔也，

开鬼门，发表汗也。”观《内经》

以后，仲景以防己黄芪汤治风水表

虚；越婢加术汤治里水郁热等等。

主张“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正是此意。后世更遵循经旨，立疏

风解表、宣肺行水、表里分消等法

治疗头面先肿，渐及全身之阳水，

皆属“开鬼门”之类。

2．2 “洁净府” “净府”，膀

胱也。“洁净府”乃通利小便之意。

张景岳云：“净府，膀胱也。上无

入孔，而下有出窍，滓秽所不能

人，故日净府。”膀胱者，津液之

府，气化则能出，与肾相表里，故

利小便寓有温通气化之义，使水邪

从膀胱而泄。仲景谓“腰以下肿，

当利小便”，则与经文不悖。名医

秦伯未言利尿之法“用于水在里，

肿在腰以下。⋯⋯药如车前子、泽

泻、茯苓、猪苓、大腹皮、冬瓜

皮、木通、防己、葫芦瓢”等，验

之临床，颇有良效。他进而指出：

“膀胱司小便，为水湿的主要出路，

⋯⋯利尿法通用于表、里、虚、

实、寒、热证候。”观此，强调了

本法在论治水肿中的普遍意义。

3针刺疗法

针刺疗法在《素问》的《骨

空论》、《水热穴论》、《汤液醪醴

论》等多篇中均有记载。主要包

括刺络、刺经、放血等诸法。

3．1 刺络施以“缪刺”。《素问

·缪刺论》：“夫邪客大络者，左注

右，右注左，上下左右与经相干，

而布于四末。其气无常处，不入于

经俞，命日缪刺。”缪刺系指左病

取右，右病取左的一种交叉刺法，

功专疏通阳气、温化水气，以去其

大络之留滞。张志聪认为“缪刺以

调血气”。即所谓治水重在调气，

俾气机运行，则水邪自消。

3．2 刺经 针刺经脉俞穴之意。

《素问》的《骨空论》和《水热穴

论》均提及治水“五十七穴”，或称

“水俞五十七穴”皆与肾之经脉有

关。因其穴为阴气所积聚，水液所

人出，若水气稽留则病水。通过针

刺其俞穴可泄邪行水，故“五十

七穴”均能治水。验之I临床，确

有良效。对五十七穴的认识，各家

看法不尽一致，有待进一步研究。

3．3 放血指针刺放血疗法。因

血之与水关系密切，故适用于肿而

血脉盛满患者。即是通过泻其恶

血，达到“祛瘀生新”，以疗水肿

的目的。正如《素问·针解篇》

与《灵枢·小针解》所谓“出恶

血”、“去血脉”之意。然此法仍

属“去菀陈荃”之畴，即针刺泻

血，或引申其义应用药物化瘀，均

可消水以治肿。

4辅助疗法

“微动四极，温衣”语出《素

问·汤液醪醴论》。二者功擅护卫

和振奋阳气，以利疏通，进而温化

水气，故有助于水肿的消散。

4．1 “微动四极” 四极即四

末，四肢也；微动者，即四肢作轻

度运动，可促使阳气的流布，有助

于水肿的驱除。王冰谓：“微动四

肢，令阳气渐以宣行。”此法类似

现代体育保健疗法，值得重视。

4．2 “温衣” 指注意衣服保

暖，以护卫肌肤之阳，故张志聪

日：“温衣，以暖肺气”，又，张

景岳说：“欲助其肌表之阳而阴凝

易散也。”可谓一语中的。

5放腹水法

《灵枢·四时气》载有放腹水

的具体方法和步骤，颇具临床价

值，值得深入发掘。如篇中有云：

“徒水，先取环谷下三寸，以铍针

(注：九针之一)针之，已刺而筒

之，而内之，入而复之，以后其

水，心坚，来缓则烦倪，来急则安

静，间日一刺之，水尽乃止。”应

注意的是，于针刺时，必急刺之，

缓则会令病人烦闷，速则可使病人

安静。续文还指出以针去水的同

时，尚寓做到药补与食忌等护理事

宜，以防止复发。此术几乎与现代

临床放水术的操作要领相吻合，实

在令人称奇。“环谷下三寸”的部

位待考，惟杨上善认为“环谷当

是脐中，脐下三寸，关元之穴

也”，可供参考。

总之，本文在归纳、引证

《内经》原文基础上，对其治疗水

肿的原则及诸多方法进行了系统的

总结与探析。《内经》提出“平治

于权衡”的治疗总则，实寓有

“治水胀者，必求肺脾肾三脏，随

盛衰而治得其平”之深义。至于

“去菀陈荃”、“开鬼门”、“洁净

府”以及针刺治水“五十七穴”、

“缪刺”、“放血”等治则治法，可

谓内涵丰富、蕴理幽深。无疑为促

进和发展后世治疗水肿病的诸多手

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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