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通报2020年6月 第19卷 第3期 TCMJ，Vol. 19，No. 3，Jun 2020

从“浊邪”论治脾胃疾病的思路与方法※

● 杜 斌* 陈 静▲

摘 要 本文论述了浊的生理基础以及浊邪产生的病理基础、所涉及的脏腑、致病特点及其与

痰、湿等邪气的鉴别以及治疗方法等方面。认为脾胃居于中焦，主受纳腐熟水谷，升清降浊，若因各

种致病因素导致脾失运化，清不升而浊不降，浊就会停留中焦而化生浊邪，导致疾病的发生。浊邪的

产生与脾胃最密切，与肺、肝、肾相关，浊邪为阴邪，具有胶黏、浑浊的特点，但与痰邪、湿邪等的致病

特点均有不同，临床治疗常采用升清降浊、芳香化浊、温中健脾祛浊、淡渗利浊等方法。掌握浊邪的

治疗方法能够显著提高中医药对脾胃疾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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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居于中焦，主受纳和腐熟

水谷精微物质，是人体气机升降的

枢纽，具有升清降浊的功能，可以

将清气向上输布于肺脏，亦可以将

浊气向下输布于大肠、膀胱排出体

外。若由于各种致病因素损伤脾

胃，脾胃失于运化，不能升清降浊，

则中焦气机升降失常，水谷化生无

权，导致清气不升而浊气不降。清

气不升则气血化生无源，浊气不降

则停留于中焦，从而导致疾病的发

生。浊气停聚中焦则为浊邪，是导

致脾胃疾病常见的致病因素。浊

邪与气滞、食积、痰邪、湿邪等常见

的病理因素有明显的不同。正确

认识浊邪，对于辨治脾胃疾病具有

重要的意义。笔者试从浊邪的概

念、产生机制、致病特点、鉴别诊

断、治疗方法等方面阐述如下。

1 浊的含义

浊与清相对应，是一种事物的

两个方面，可以阐述多种生理、病

理现象。《灵枢·阴阳清浊》言“受谷

者浊，受气者清，清者注阴，浊者注

阳，浊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浊者

则下行”，最早提出了浊与清。结

合后世医家对浊认识的进展，可以

从生理和病理两个方面[1]来理解浊

的含义。

1. 1 浊之生理 在生理上，浊与

清均为精微物质，来源于水谷精

微，是通过脾胃的运化而来，具有

濡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

能。如《素问·经脉别论》所言之

“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

这里的浊就是水谷中的精微物质，

内归于心，然后通过血脉输送到全

身而起到营养作用。浊与清在代

谢上又有不同的特点。清属于比

较清薄的部分，具有向外、向上的

倾向性，浊属于比较浓稠的部分，

具有向内、向下的倾向性，如《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清阳发腠

理，浊阴走五脏”。同时，浊也指代

谢产物，即水谷精微代谢后的废

物，由前后二阴排出体外，如《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之“清阳出

上窍，浊阴出下窍”。

1. 2 浊之病理 在病理上，浊称

为浊邪，质地比较浓稠，是具有浑

浊、黏滞、重着的特点[2]，易导致病

程缠绵不愈的一类致病物质。《灵

枢·血络论》曰：“阳气蓄积，久留而

不泻者，其血黑以浊。”后世医家常

常以浊来描写邪气的特点。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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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

并治第七》云：“寸口脉数，其人咳，

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何，师曰：为

肺痿之病。”浊为有形之邪，通过一

定的方式可以排出体外，如《素问·

气厥论》曰：“鼻渊者，浊涕下不止

也。”浊邪具有向内、向下的趋势，

若停滞局部，可以阻滞气机，停留

于中焦，则导致腹胀、口中异味、大

便溏黏，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所言：“浊气在上，则生䐜胀。”

由上可知，在生理上，浊指水

谷精气中比较浓稠的部分，倾向于

向内、向下运行，能够濡养脏腑组

织；在病理上，因脏腑功能异常，浊

则变为浊邪，停留于局部，可以影

响脏腑功能，导致疾病的产生。

2 浊邪的形成与脏腑的
关系

浊邪是水谷精微在代谢过程

中，由于脾胃运化、升清降浊功能

异常，以致浊不能下输于肠、膀胱

而停留于中焦所产生的病理产物。

因此，浊邪的产生与脾胃关系最密

切，涉及到肝、肺、肾三脏。

2. 1 脾胃是浊邪产生的主要脏

腑 浊邪的生成与脾胃关系最为

密切。脾胃居于中焦，主运化水

谷、升清降浊，是全身气机升降的

中枢。脾胃功能正常，才能将水谷

中的清气上输于心肺，化生气血以

营养全身；亦能够将水谷中的浊气

向下输布，分别输送到膀胱、大肠，

化生为糟粕以排出体外。脾胃的

功能正常也是小肠能够分清泌浊

的前提。《素问·灵兰秘典论》云：

“小肠居于胃下，受盛胃中水谷而

分清浊，水液由此而渗入前，糟粕

由此而归于后，脾气化而上升，小

肠化而下降。”由此可知，水谷中浊

气的代谢与脾胃的关系最为密切。

若脾胃失于运化，不能升清降浊，

就会导致浊气的输布代谢异常，从

而停留而变生为浊邪。浊邪产生

后，首先停留于中焦，阻滞脾胃的

气机，影响气机升降，导致疾病的

发生。日久可随气逆上犯于肺，或

下注于肠腑，导致浊邪犯肺、浊邪

蕴肠等病理变化。因此，脾胃运化

功能的正常，是“升清降浊”“分清

泌浊”的基础，否则，浊邪就会内

生，困遏气机，甚至与痰邪、湿邪、

食积等相搏结。由此可知，浊邪的

生成与脾胃的关系最密切。

2. 2 浊邪的产生与肺、肝、肾亦有

关系 浊邪产生于水谷代谢过程

中，肺、肝、肾对此过程亦有一定影

响。肺主气，主通调水道，将脾输

送来的精微散布于全身，如果肺脏

功能异常，不能通调水道，可影响

到脾气升清降浊，从而导致浊邪内

生。肝主疏泄，可以佐助脾胃的运

化功能，有助于气机的通畅。肝失

疏泄，可以影响脾胃运化，致使气

机升降紊乱，清浊不分，从而导致

浊邪的产生。肾主水，内藏元阴元

阳，肾阳可温煦脾阳，脾阳是运化

功能的动力，若肾阳亏虚无力温煦

脾阳，水液代谢异常，从而影响到

脾的运化功能，也会导致清不升而

浊不降，浊聚而为浊邪。

3 浊邪的致病特点及与
湿邪、痰邪的鉴别

3. 1 浊邪的致病特点[3] 浊邪浑

浊：浑浊指浊邪污浊、不干净、不清

澈。浊是水谷中浊稠的部分，本应

向内、向下运动，在濡养脏腑组织

之后，其所化生的糟粕由前后二阴

排出体外。由于脾胃升清降浊的

功能异常，浊气不能排出体外而停

留于内则形成浊邪。因此，浊邪浑

浊、污浊。

浊邪胶黏：胶黏指浊邪黏腻、

胶稠，容易停滞于局部而不易移

动，难以祛除。浊邪由水谷中浊稠

的部分停聚而成，其性黏腻、稠厚、

胶着。同时，浊邪胶黏之性易于阻

滞气机，不易祛除，常导致疾病缠

绵难愈。

浊为阴邪：是指浊邪具有阴邪

的特点，在运动特点上，易于向内、

向下、收敛，在致病特点上，浊邪蕴

结中焦，易于困遏脾胃气机，损伤

阳气。同时，浊邪易与寒邪相兼

致病。

浊易兼邪：浊邪是水谷代谢过

程中因脾胃功能异常所致水谷中

浊稠的部分停聚而生，在这个过程

中，非常容易与食积、气滞、寒邪、

湿邪等相互兼夹，共同致病，形成

食浊、痰浊、湿浊、气浊等邪气，导

致患者口中异味、口流浊涎、脘腹

痞满、大便黏腻、腹胀等症。

3. 2 浊邪与痰邪、湿邪的关系

浊邪、痰邪、湿邪均可因水谷代谢

异常而化生，三者致病特点有类似

之处，都具有黏腻、胶着之性，易于

阻滞气机、困遏阳气，涉及的脏腑

与肺、脾、肾都有关系。但是，浊

邪、痰邪、湿邪也有显著不同，主要

有以下两点。首先，根据三者的生

成特点，痰邪、浊邪、湿邪易于侵犯

的病位不完全相同。浊邪的形成

主要与脾胃有关，其生成后首先阻

于中焦脾胃。《丹溪心法·赤白浊》

曰：“胃中浊气下流为赤白浊。”浊

邪最易停留于脾胃，导致口中异

味、大便黏溏不爽等症。痰邪的形

成与肺、脾、肾有关，其形成后常停

留于上焦肺系，正如《证治汇补·痰

证》所记载的“脾为生痰之源，肺为

贮痰之器”。《素问·太阴阳明论》

曰：“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湿为阴

邪，其性趋下，湿邪形成后容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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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注，更易侵犯中、下二焦。其

次，浊邪、痰邪、湿邪的病理形态特

点不同。痰邪的病理形态最小，乃

水液代谢异常浓缩而成，其或随咳

嗽而出，或随气上下阻滞于经络，

导致中风、瘰疬、痰核等；浊邪病理

形态略大，其质最为浑浊，浊邪产

生于中焦，生成后停留于胃肠，困

遏气机，影响部位比痰邪广泛，常

可见脘腹痞满、口苦、苔腻等症；而

湿邪的病理形态最为弥散，在致病

部位呈弥漫分布，由于湿性趋下，

最易蕴结于中、下二焦，导致泄泻、

水肿等症，病变影响范围最大。

同时，痰、浊、湿可以互相转

化。虽然痰、浊、湿的病位、形态、

致病特点各不相同，但因三者生成

来源相同，涉及脏腑都与肺、脾、肾

有关，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

转化。

4 浊邪的治疗方法

浊邪生于中焦，首先蕴阻中焦

气机，影响中焦脾胃的受纳与运化

功能，导致胃脘痛、痞满、恶心、泄

泻、口臭等各种病症，常可以采用

以下治疗方法。

4. 1 升清降浊，调整气机 脾胃

是中焦的主要脏腑，具有主运化、

主升清降浊的功能。浊邪的形成

与脾胃气机紊乱、升降不能密切相

关。因此，通过调整脾胃升降功

能，促进气机恢复正常，使清气升、

浊气降，则浊邪自化。此治疗方法

重点在于升降同用，调整气机，常

用的药物有枳壳、桔梗、香附、丁

香、柴胡、陈皮、旋覆花等。

4. 2 芳香温化，浊邪自除 由于

浊为阴邪，其性胶黏，易于阻滞气

机，若单用理气药物或温阳药物，

往往达不到理气化浊的治疗效果。

可以选择既能辛散又能温化的芳

香类药物，以促进气机通畅、温化

阴寒浊邪，最常用的药物有木香、

砂仁、蔻仁、草果、荜茇、石菖蒲等。

4. 3 健脾益气，温中祛浊 脾胃

阳气亏虚，运化失调，失于升清降

浊是浊邪内生的基础。因此治疗

浊邪亦应重视温中益气、健脾促

运，以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温补

脾阳的药物可以温化浊邪，正如李

东垣在《脾胃论·脾胃胜衰论》中提

出的“若用辛甘之药滋胃，当升当

浮，使生长之气旺”，以达到“益火

之源，以消阴翳”的目的。常用的

药物有附子、干姜、蜀椒、吴茱

萸等。

4. 4 淡渗利浊，循序渐进 浊邪

来源于水谷津液中的浊气，其停于

中焦，又可以影响水液的代谢，从

而导致浊邪与津液之间的相互转

化，形成恶性循环。此时若应用淡

渗法既可以利湿，又可以化浊。

湿、浊渐退而气机通畅，脏腑的功

能也可逐渐恢复正常。常用的淡

渗利浊的药物有泽泻、萆薢、茯苓、

猪苓、车前子等。

综上所述，浊邪是由于脾胃失

于运化，不能升清降浊而导致水谷

中浊稠的部分停聚于中焦形成的。

其具有浑浊、胶黏的特点，可以阻

滞气机、损伤阳气，易与湿、痰、食

积、气滞等相兼，是中焦脾胃疾病

重要的致病因素。在治疗上可以

采取升清降浊、芳香化浊、温中健

脾祛浊、淡渗利浊等方法。理解和

掌握浊邪内涵及其治疗方法，对于

辨治中焦脾胃疾病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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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加蜈蚣、僵蚕、土鳖虫等虫类药

搜风通络，诸药合用，寒温并用，清

补兼施，共奏养血、健脾、清里、透

表之功，调和营卫，调和阴阳，阴阳

气血调和，则不寐、头晕均得愈。

4 结语

老年顽固性失眠情况普遍，以

早醒、不能维持睡眠为主要特点，

目前西医领域方法有限，而中医药

治疗有广阔的前景。

乌梅丸寒温并用，可以治疗具

有厥阴枢机不利，阴阳气不相顺

接、寒热错杂、部分病症在后半夜

出现或加重的疾病，故治疗以早醒

为主的老年人厥阴失眠症效果显

著，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高

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失眠的水平，此

方切中祖国医学的病机学说，确是

治疗厥阴失眠之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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