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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肾主纳气呼吸酸碱平衡 内分泌CA

中医认为，人体的呼吸功能虽为肺所主，但必须

依赖于肾的纳气作用。《类证治裁》说：“肺为气之

主，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阴阳相交，

呼吸乃和。”肾气充盛，则吸入之气可下纳于肾，呼

吸均匀和调。肾之精气不足，摄纳无权，气浮于上，

则呼吸表浅，动辄气喘，称之为“肾不纳气”，说明

呼吸之幅度由肾所主。中医理论来源于实践，由于应

用填精补肾的办法可以治愈或缓解呼吸表浅、呼多吸

少、动辄气喘等病理现象，逐渐认识到了肾脏与呼吸

相关，进而总结出了“肾主纳气”的理论。

虽经历代医家衍化，中医理论中之“肾”已远非

单纯解剖概念，但中医理论形成之初，脏腑之概念毕

竟源于解剖，似很难想象肾脏何以与呼吸相关。但从

现代病理生理和分子生物角度探究，肾脏与呼吸功能

确有很大程度的相关性，为“肾主纳气”找到了一定

的现代理论依据。

1 “肾主纳气”与肾脏调控酸碱平衡

相关

化学感受性呼吸反射是呼吸调控的重要机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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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介质为CO：和H+。当动脉血CO：分压在一

定范围内升降或动脉血H+浓度增减时，通过中枢或

外周化学感受器反射性地使呼吸相应地加深加快或变

浅变慢。HCO，一是CO：在体内主要的存在形式，。肾脏

的泌H+和HCO，一重吸收功能及其代偿机制是维持血

浆H+、HCO，一浓度的重要方面。

2 “肾主纳气”与肾脏有关的内分泌

调控相关

2．1 儿茶酚胺的影响 当交感一肾上腺髓质系统被

兴奋时，儿茶酚胺分泌显著增加，使呼吸加强、加

深、加快。当该系统被抑制或儿茶酚胺受体功能低下

时，呼吸变弱、变浅、变慢。

2．2 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影响EPO主要由

。肾皮质管周细胞产生，是一种分子量为34000的糖蛋

白。目前，用分子生物学手段从肾组织细胞中已提取

出编码EPO的mRNA，并已确定EPO基因定位在7

号染色体上。因此EPO应属于“肾精”范畴。EPO

调节红细胞生成的反馈环，使红细胞数量保持相对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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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红细胞是O：和CO：的运载工具。因此，肾脏可

通过EPO而影响呼吸。肾性贫血出现呼吸浅快，即

为“肾不纳气”之实例。

2．3 糖皮质激素的影响 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多，可

使骨髓造血功能增强，使血中红细胞数量增加，使运

载“气”的能力增强，是为肾主纳气的又一佐证。

3 “肾主纳气”与CA相关

CO：的运输和转移与CA密切相关。CA存在于肺

泡上皮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红细胞和胃粘膜上皮

细胞中，是CO：和HCO，一相互转化的催化酶，可使

反应速度增快数千倍。

，+ ，兰垒H，COCO HO CO，；±H++HCO，，+，芦H1 1；=±H++ 1

在周围组织，从组织扩散人血的大部分CO：弥散

进入红细胞，于红细胞内在CA作用下迅速与水结合

生成H：CO，，进而离解为HCO，一和H+。H+大部分被

Hb缓冲。HCO，一与K+结合而起到运输CO：的作用。

在肺部，因肺泡气的CO：分压比静脉血低，血浆中溶

解的CO：向肺泡扩散，上述反应向左进行，以

HCO。一形式运输的CO：在肺部释出。在肾脏，小管液

中的HCO，一不易透过管腔膜，它与分泌的H+结合生

成H：CO，，在管腔膜上的CA作用下生成CO：和

H：0，CO：为高脂溶性，可迅速透过膜进入小管上皮

细胞内，在细胞内CA作用下与水结合生成H：CO，，

进而离解为H+和HCO，一。H+通过Na+一H+交换而泌

人小管，HCO，一则与Na+一起输运回血。

。肾脏与肺脏同时富含与CO：转运密切相关的CA，

说明肺与肾在气体运输、交换(纳气)方面密切相

关。此为“肾主纳气”又一理论依据。

总之，肾脏通过调节酸碱平衡、调节促红细胞生

成素和儿茶酚胺释放及其所含CA对CO，转运和

HCO，一重吸收的干预而影响呼吸功能，起到“纳气”

作用，为“肾主纳气”提供了现代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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