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通报·古籍研究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　　　

　
作者简介　邸若虹，女，医学博士，从事中医文献研究。

《内经》中肺系统相关病症
的整理与研究

□ 邸若虹 　何新慧　李永健　崔花顺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２０１２０３）

　　摘　要　通过整理和分析 《内经》中与肺脏密切相关的病症表现、病邪关系及病症名称等，总

结肺藏象的基本特征，挖掘其临证规律，以进一步丰富藏象学说的内容。

　　关键词　内经　肺　病症　文献整理

　　所谓肺系统相关病症研究是以肺脏及与其相关的
脏腑、经络、器官等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病症规律。

本文研究的内容与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全面地整理和

分析 《内经》中与肺脏密切相关的病症表现、病邪关

系及病症名称等，总结肺藏象的基本特征，挖掘其临

证规律，以进一步丰富藏象学说的内容。《黄帝内经》

是藏象学说的源头，其中关于肺藏象的论述精辟而深

刻，后人常在此基础上加以阐发，不断完善。故我们

以 《内经》为研究对象，整理其中有关内容，旨在探

其源委，观其原貌。

本文以１９６３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黄帝内

经素问》和１９９３年出版的 《灵枢经》为蓝本，对两

书中有关肺系统病症的原文进行摘录、整理，并予以

探讨。

１　肺系统相关病症的症状、体征

在 《素问》、《灵枢》中分别有４８篇、２３篇涉及
肺系统病症。《素问》中共记载了８３个与肺有关的不
同症状，《灵枢》中共有６３个有关症状的描述。两书
合并后的症状按系统归纳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呼吸异常症状：咳、喘、上气、少气、胸满；

躯体部位症状：手臂痛、背痛、肩痛、胁下满

痛、胸痛、胸中热、紸下满、缺盆中痛、肩背热……

皮肤毛发症状：皮肤病变 （皮槁、皮热、皮寒、

皮肤痛、黑皮、皮革焦等）、毛发异常 （毛败、毛焦、

毛拔等）……

表证类症状：恶寒、发热、寒热……

腹部症状：泄、腹胀满、呕、肠鸣、腹痛、环脐

而痛……

血症：唾血、便血、呕血……

汗症：多汗、不得汗……

神志异常症状：悲、忧、烦满、惊、狂、梦 （梦

见白物、兵战、飞扬等）、精神乃殃……

其它症状：鼻病变 （鼻出血、鼻塞不利、鼻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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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槁腊、鼻息肉、嚏等）、耳聋、齿痛、喉痹、咽干、

小便异常、紿肿、腰痛……

按频次排列居于前几位的症状，如表１所示。

表１　 《内经》肺系相关病症症状频次统计表

《素问》 《灵枢》 两书合并后

症状 频次 症状 频次 症状 频次

咳 ３２ 喘 ８ 咳 ３９
喘 ２８ 手臂痛 ８ 喘 ３６
上气 １３ 汗出异常 ８ 上气 １９
短气 １０ 咳 ７ 鼻病变 １５
背痛 ９ 上气 ６ 手臂痛 １３
发热 ８ 肩痛 ５ 背痛 １３
胸满 ７ 皮肤病变 ５ 汗出异常 １３
呕 ７ 背痛 ４ 少气 １２

皮肤病变 ７ 胸满 ４ 皮肤病变 １２
腹胀满 ６ 齿痛 ４ 胸满 １１
肩痛 ６ 鼻塞不利 ３ 肩痛 １１
恶寒 ６ 恶寒 ３ 恶寒 ９

胁下满痛 ６ 泄 ３ 泄 ８
唾血 ５ 喉痹 ３ 胁下满痛 ７
泄 ５ 小便不利 ３ 胸痛 ７

手臂痛 ５ 发热 ７
胸痛 ５ 腹胀满 ７

呕 ７
筋骨不利 ７

　　从症状的归纳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１）“咳”、“喘”一类呼吸异常表现在症状频次

上占绝对优势。

这一方面体现了 “肺主气”、“司呼吸”的功能，

说明一旦肺发生病变，常以咳、喘、短气等呼吸异常

为首要症状表现。如 《黄帝内经灵枢集注·卷七》

云：“肺主气而司呼吸，故有余则咳喘上逆，不足则

呼吸不利而少气也。”为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了

依据。另一方面除了呼吸之气外，肺统管人体一身之

气。体内各种气机活动，营卫之气、宗气、元气的生

成和盛衰均与肺有密切关系。故 《内经》指出：“肺

者，气之本。”（《素问·六节藏象论》）“诸气者，皆

属于肺”（《素问·五脏生成篇》）。

现代医学对肺的非呼吸功能的诸多研究如能量代

谢、合成、转化和激素释放，特别是对生物活性物质

代谢活动的调节，都从不同侧面试图解释 “肺主一身

之气”的功能。

（２）整体观在病症表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上述肺系统相关病症大多集中在肺脏、大肠腑的

解剖部位及其所辖的组织器官、经络循行部位。除此

之外，还有一些肺系统与其它脏腑相兼为病所表现出

的症状，这类症状的出现频次较少。

《理虚元鉴·虚火实火论》中所言：“肺居膈上，

其气清，其位高。”所以常表现出一些人体上部的疾

患，如鼻、胸、上肢、肩、背等部位的病症。正如

《内经知要·藏象》云：“肺虽在胸中，实附于背也。”

《医经精义·下卷》指出：“肺有薄衣连及胸内，前面

之膜为肺通中下焦之路，肺系上连包脊，后著脊前连

胸。”《红炉点雪·痰火胁痛》曰：“盖右胁者，乃肺

之部位也。”

《内经》中关于经络 “是动则病”的描述较多，

尤其在 《灵枢》中更为详细。所以在症状统计中，有

关手太阴和手阳明经脉、经别、络脉、经筋发生病变

所出现的症状十分丰富，如手臂痛、缺盆中痛、肩背

痛、掌中热等。这一类症状可能常被一些临床医生忽

视，往往不易将之与肺系统疾病联系在一起，而这些

恰恰是中医整体观在藏象学说中的具体体现。

（３）神志病变与脏腑病症之间关系密切。
《内经》中特别重视脏腑与神志病变之间的关系。

认为神、魂、魄、意、志等藏于五脏之中，精神活动

是维持五脏功能正常的必要条件。故 《灵枢·本脏》

中指出：“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

五脏不受邪矣。”反之 “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肺

藏魄，魄是精神活动之一，是指精神方面的振奋作用

及本能动作或较低级的反应［１］。张景岳曾指出：“魄

之为用，能动能作，痛痒由之而觉也。”在 《灵枢·

癫狂第二十二》篇中对狂症的描述可谓细致入微，在

对该病症的几种治法中，均提及选取手太阴经、手阳

明经的穴位，可见肺与狂症之间存在一定关系。提示

我们临床中对于一些精神病症可以尝试从肺系统着手

治疗。如对于因七情过极、虚劳内伤导致的肺气不

足、魄不内藏的病证往往可以见到气短、善悲、反应

迟钝等精神躯体症状，我们可治以益气补肺定魄。

《内经》中有关肺系统病的脉象共有二十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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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肺脉表现为 “厌厌聂聂，如落榆荚”， “轻虚以

浮”。病肺脉大体可分为实证类和虚证类两种。实证

类的病肺脉如搏坚而长、脉大、急甚、滑甚等；虚证

类的病肺脉如 “不上不下，如循鸡羽”、“大而虚，如

以毛羽中人肤”、“微细、毛而微”等。

２　肺系统相关病症病名
在 《素问》中共出现了３４个与肺系统相关的病

名，在 《灵枢》中共有１３个与之相关的病名。详见
下表 （按在原文中出现顺序排列）。

表２　 《内经》中肺系统相关病症病名

《素问》 《灵枢》

痿厥、风疟、肺痹、劳风、

瘅疟、肺疟、肺消、涌水、

鬲消、柔?、虑瘕 （伏疝）、

食亦、肺咳、心咳、肝咳、

脾咳、肾咳、胃咳、胆咳、

大肠咳、小肠咳、膀胱咳、

三焦咳、肺风、伏梁、厥、

肺疝、肺风疝、痿頢、肠痹、

皮痹、温疟、金疠、金疫

狂、癫疾、痿瘘、消瘅、

鼠瘘、臂厥、孟夏痹、仲

冬痹、息贲、肺胀、大肠

胀、风厥、哕

　　从这些整理出的病名可以看出，《内经》对肺系
统疾病的认识已不局限于肺、大肠脏器自身的病变，

而是包括呼吸系统疾病 （如五脏咳、六腑咳等）、肢

体疾患 （如痿頢、臂厥等）以及以肺系统为中心的全

身性疾病 （如肺消、伏梁等），另外还涉及外科、精

神科、传染科等其它系统。

其中值得提出地是在 《素问遗篇·刺法论第七十

二》及 《素问遗篇·本病论第七十三》中提及 “金

疫”、“金疠”两个病名。原文指出：“假令庚辰阳年

太过，如己卯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

尚治天，…乙巳相会，金运太虚，反受火胜，故非太

过也。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

金疫至也，大小善恶，推本年天数及太一也。又只如

庚辰，如庚至，且应交司而治天，…且乙庚不合德

也，即下乙未，干失刚，亦金运小虚也，有小胜或无

复，后三年化疠，名曰金疠，其状如金疫也，治法如

前。”文中记述的是运气对人体疾病的影响。指出由

于五运六气的变化，庚辰年后三年 （即癸未年）可能

化成 “金疫”。公元２０００年为庚年，其后三年，２００３
年即为癸未年，恰逢 “非典”流行，且表现出的临床

症状也以呼吸系统为主，似与 《素问遗篇》中所记载

的 “金疫”、“金疠”有许多相似之处。遗憾的是文

中并未详述其症状表现，对其治疗只以针刺预防为

主。“三年至，当先补肝俞，次三日，可刺肺之所行。

刺毕，可静神七日，慎勿大怒，怒必真气却散之。”

虽然 《素问遗篇》被公认为是宋代补入的，但能据运

气学说推算出流行病爆发的趋势，直至今日仍值得我

们所借鉴。原文除了提及与肺相关的 “金疫”、 “金

疠”外，还论及 “土疠”、 “水疫”、 “水疠”、 “火

疠”、“木疠”、“风疠”等，也可供我们在预防传染

病中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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