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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经脉流注起于肺经探讨※

姚 婷 陈朝阳 杨佳丽 邓奕辉▲

摘 要 十二经脉的气血流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体现，手太阴肺经乃气血流注之始，对其进行讨

论有助于加深对经脉的进一步认识。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整理、总结与手太阴肺经相关的理论知识，

从手太阴肺经循行及自身特性、肺脏与经脉气血生成和运行的关系、阴阳和子午流注与手太阴肺经

等方面探讨手太阴肺经作为十二经脉流注之始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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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经脉气血流注理论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其

中记载了十二经脉的循行路线，包括十二经脉起于手

太阴肺经。后世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较多的理论探讨

和临床研究，然而对十二经脉流注起于手太阴肺经的

理论研究较少。十二经脉流注起始部位的探讨不仅

丰富了经络理论研究，而且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价

值。笔者从经脉循行与手太阴肺经的特性、肺脏在经

脉气血生成和运行中的作用、阴阳和子午流注理论与

肺经的关系等方面探讨手太阴肺经作为十二经脉气

血流注之始的理论基础，分析十二经脉的气血流注规

律，以期为临床提供理论参考。

1 经脉循行与肺经特性

十二经脉的命名和循行路线是在医疗实践、生理

解剖观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十二经脉依据经脉

循行路线所属的手足、阴阳、脏腑而命名，反映了其在

人体所联系的部位和脏腑。《灵枢·逆顺肥瘦》记载：

“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

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灵枢·经脉》记

载“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

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详细记载了手太阴肺

经的起止及循行路线。经脉是气血运行的主要通道，

其循行路线主要体现人体之气血所经过和留止的部

位。《灵枢·营卫生会》曰：“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

不休，五十度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

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

而起，至阴而止。”揭示了气血流注的循环往复与十二

经脉的循行密切相关。《灵枢·师传》曰：“五脏六腑者，

肺为之盖。”张景岳在《类经·七卷》记载：“此十二经

者，即营气也。营行脉中，而序必始于肺经者，以脉气

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以行阴阳，而五脏六腑

皆以受气，故十二经以肺经为首，循序相传。”《难经·

四十五难》云“脉会太渊”，而太渊属肺，为百脉所会聚

之处。上述记载说明了肺为华盖和肺朝百脉的生理

特性是决定手太阴肺经为十二经脉之首的重要因素。

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脾胃，向下络大肠，还循胃口，向

上达到心肺，出肺中沿臂内廉上缘循行至指端。在循

行的过程中联系了上焦心肺、中焦脾胃、下焦肠腑，与

上、中、下三焦生理结构的联系也决定了经脉的循行

流注。

2 肺脏在经脉气血运行中的作用

2. 1 经脉与气血的运行　《灵枢·营卫生会》记载：

“营在脉中，卫在脉外。”十二经脉运行的主要物质为

营气，营气由气血中的精微物质所化生，营气行于脉

中，并通过经脉系统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灵枢·营

卫生会》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

六腑皆以受气。”饮食水谷经脾胃的运化而成为精微

物质，通过脾气散精的作用沿经脉循行路线上输于

肺，肺朝百脉，奉心化赤，而为营血。《素问·经脉别论》

云：“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

归于肺，肺朝百脉。”说明营血是在中焦脾胃生成后通

过脾气的转输功能分布到肺脏，再通过肺脉运行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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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并循环往复。十二经脉作为气血运行的主要通道，

与络脉系统共同参与调节全身气血的分布。一般来

说，经脉所及之处也是气血运行和分布的主要位置。

2. 2 肺参与气血生成和运行

2. 2. 1 肺脏在气血生成中的作用　全身气血皆由脾

胃运化的水谷之精化生，而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气

血的生成也始于中焦，故气的生成有肺脏的参与。肺

主气，人身之气的生成与运行均有赖于肺主持和调

节。人体之气来源于先天之精所化生的先天之气（即

元气）、水谷之精所化生的水谷之气和自然界的清气，

后两者又合称为后天之气（即宗气），三者结合而成一

身之气。水谷精微于中焦生成后须“上注于肺脉，乃

化而为血”，即《灵枢·决气》记载：“中焦受气取汁，变

化而赤是谓血。”脾为生气之源，肺为生气之主，所以

化生气血的精微物质于中焦生成，在脾主升清，肺朝

百脉、奉心化赤的作用下使气血存于肺脉中，并为肺

所吸入的清气所补充，从而生成气血并运行至全身

各处。

2. 2. 2　肺脏在气血运行中的作用　气血的运行主要

依靠气的推动作用。宗气是经脉运行的推动力，元气

是经脉运行的动力源。肺主一身之气，主司呼吸，主

治节。气血于中焦生成后沿肺脉直至上焦心肺，在一

身之气和胸中宗气的推动下沿十二经脉循行路线运

行至全身，因此气血的运行始于上焦肺。此外，肺是

气体交换的场所，经脉中气血可在此完成体内外清浊

之气的交换。由于宗气的生成离不开肺脏的作用，生

成之后积聚于胸中，胸中为肺脏之所在，而宗气又推

动气血在十二经脉中运行，并在胸中肺脏完成清浊之

气的交换。肺主气，司呼吸，推动气血的运行并完成

与外界物质的交换。肺脏在气血生成和运行中所具

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决定了手太阴肺经为十二经脉

流注之始。

2. 2. 3　十二经脉气血的盛衰　关于气血的盛衰有多

种理论，其中较为公认的是经络流注学说，即气血沿

着十二经脉的流注顺序由盛向衰流注。有学者[1]发

现，经脉气血盛衰随着十二经脉流注不断发生改变，

但有一定的规律，如：从胸走手者皆多气；从足走腹者

皆多血；从手走头和从头走足者，每经手足两组相同，

皆为多气多血（手阳明、足阳明）、少气多血（手太阳、

足太阳）、多气少血（手少阳、足少阳）。《素问·血气形

志》记载：“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少血

多气，阳明常多气多血，少阴常少血多气，厥阴常多血

少气，太阴常多气少血，此天之常数。”太阴为三阴，阴

极则阳生，故常多气；阴极当衰，故常少血。太阴为多

气少血之经，气推动和统摄营血在脉中运行，调控着

气血的运行。十二经脉中营血的运行也遵循由气推

动和统摄营血在脉中运行的规律，故手太阴肺经为多

气少血之经，是作为十二经脉流注的起始的有利条

件。气血在流注过程中的盛衰变化，形成了由气血阴

阳最盛的太阴与阳明，依次消长转化递减，经少阴与

太阳，至气血阴阳衰少的厥阴与少阳，衰尽复生，终而

复始[2]。

3 从阴阳和子午流注理论认识手太阴
肺经

3. 1　从阴阳理论理解太阴　阴阳为对立统一的相对

属性，是中医学理论中的基础概念。“阴阳”一词最初

见于周易，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周易·系辞传》曰：

“阴阳之义配日月。”《说文解字》对阴阳的定义是阳为

水北山南，阴为水南山北，这里的阴阳指日光的向背。

后世在长期实践中取类比象，使阴阳概念得到广泛延

伸[3]。万物皆有阴阳，人体阴阳调和，则疾无所生。阴

阳是自然运动的总规律，自然事物的发展变化，均源

于事物内部阴阳两方面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既对

立又统一的关系[4]。经脉的命名原则根据《素问·天元

纪大论》中“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的理

论，将阴经、阳经推衍为三阴经、三阳经。阴经可分为

三阴：阴气最盛者为太阴，阴气稍少者为少阴，阴气最

少者为厥阴[5]。人体之阴阳的多少主要反映机体推动

和抑制功能的强弱。“太阴”在经络学说中表示经脉的

阴阳属性，反映了阴阳气的多少。太阴为阴气最盛之

时，重阴必阳，阴气盛极之时必然蕴涵着阳气的生成，

即阳气开始发挥作用。阴为静，阳为动，阳气的生成

推动着人体的生命活动，十二经脉的气血流注也由此

开始。

3. 2　肺经对应十二时辰的寅时　古人在“天人相应”

思想的指导下发现了经脉与十二时辰的配属关系，将

肺经与寅时相配[6]。《灵枢·阴阳系日月》记载：“寅者，

正月之生阳也。”可知寅为十二时辰之首[7]。《皇极经世

书·以元经会》云：“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

因为“人生于寅”，所以人的经气从寅时开始运行。肺

主气，司呼吸，肺是“天人交通”的要脏，所以古人就把

寅时的“时间”和肺经的“空间”结合在一起[8]。《史记·

律书》亦云：“寅言万物始生。”寅时指凌晨三点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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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夜与日的交替之际。寅时是一日之中阳气初生

之时，阳气初生，阳主动，人体的气血运行和功能活动

也随之开始，推动着一切向上、向外的活动，包括十二

经脉的气血流注活动。冯永辉等[9]在讨论经络理论时

提到古人曾有歌诀总结：“寅时气血注入肺，卯时大肠

辰时胃，巳脾午心未小肠，申属膀胱酉肾位，戌时心包

亥三焦，子胆丑肝各定位。”寅时也是机体各部开始由

静转动的时机，机体对气血的需求量开始增加，肺作

为“相傅之官”担当起均衡身体的职责。即寅时之际，

气血流注肺经，肺朝百脉，主一身之气，调节气血的运

行和整个生命活动。这与古人认为的经脉气血的循

行从手太阴肺经开始是一致的。李永升[10]基于五更

泻的发病时间在寅时，为肺经所主，故选用肺经腧穴

治疗该病，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现代医学对“肺

经主时”的研究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理论出发，

发现凌晨 3～5 时皮质醇分泌开始增多，即在寅时出

现分泌的高峰期[11]。皮质醇为肾上腺皮质分泌的激

素，具有维持机体生理功能的平衡稳定，调节蛋白质、

脂肪和糖代谢等重要作用。因此，“肺经对应寅时”也

是十二经脉流注起于肺经的重要参考。

4 小结

十二经脉是气血运行的主要载体，其循环往复的

气血流注是生命活动的根本。手太阴肺经能够作为

气血流注的起始经脉，与其自身特性、经脉所属脏腑

的生理功能、肺经与气血的关系密不可分。综上，经

脉的循行与肺经特性，气血的生成和运行均赖肺脏的

参与，阴阳和子午流注理论都能说明气血流注为何始

于手太阴肺经。肺经的许多穴位不仅可以治疗本经

属络脏腑的疾病，还能治疗全身性疾病，是手太阴肺

经作为十二经脉之首的临床价值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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