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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形质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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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焦”一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但其中对三焦的描述较模糊，定位、功能也说法各异。

文中就近年来各个医家对三焦的理解和描述进行梳理总结，包括三焦的有形无形、三焦的实质，结合

西方医学对三焦的解读等。在总结的基础上，对三焦的形质进行评议，从中国古代哲学、文字、中医

学到中西医结合、西医学角度等提出了新的见解，以期为三焦理论的临床应用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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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首先确立了三焦为六腑之一，《素问·

五藏别论》曰：“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

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脏浊

气，名曰传化之腑。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古人多将

三焦分为“整体三焦”和“部位三焦”。“整体三焦”之说

出自《灵枢·本输》：“三焦者，中渎之腑也，水道出焉，

属膀胱，是孤之腑也。”《类经·脏象类》云：“三焦者，确

有一腑，盖脏腑之外，躯壳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

腑也。”“部位三焦”之说认为，上焦为心肺，中焦为脾

胃，下焦为肝肾，其依据源于《灵枢·营卫生会》：“上焦

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

之分而行……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

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

血，以奉生身……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

焉。”随着三焦理论的多样化发展，三焦病的研究也日

趋成熟，《伤寒杂病论》论述了三焦的病理表现，《诸病

源候论》进一步探究了三焦寒热虚实的病机，宋金元

时期的各家医者将三焦理论运用到疾病治疗中；而后

吴鞠通融合了“整体三焦”和“部位三焦”的理论，建立

了三焦辨证体系，三焦体系日趋成熟和完备。

随着西方医学的融入，解剖学、神经学等理论开

始被大众所接受，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解读中医理

论。其中，对三焦学说的解读就是一大亮点，在中西

方医学汇通的基础上，各学派又革新了对三焦的解

读，加快了中医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也为中医走向世

界提供了新的导向。各家学派通过形质、功能、临床

应用等角度对三焦的认识进行了再发挥，笔者就近年

来对三焦形质的新认识总结如下。

1 从文字角度论三焦

张乐通[1]从文字角度剖析，对三焦之名的分析得

出两个观点。其一，“焦”字是指君相二火，然二火由

乾元之气变化而来，结合郑钦安所说，二火往来则化

生中气，“遂分二气为三气也”，此为三焦之名的由来。

其二，“三”表示天、地、人，而“天地退位，水火立极，水

火往来，化生中土”，故“三焦”表示水、火、土的生命之

轴。田向东认为[2]三焦之“焦”字指中空的脏器组织。

《黄帝内经》所指的三焦应作两种含义理解，一是上

焦、中焦、下焦的合称，二是六腑之一的三焦。

三焦主行相火，《灵素节注类编》曰：“三焦为相火

所游行，阳气由之而出，以温肌肉、充皮肤之气水，名

为津，是由阳所化也。”《难经正义》曰：“三焦主持相

火，为肾中原气之别使，是十二经之营卫流行，皆三焦

之所使也。”三焦与相火关系密切，相火起于肾，为三

焦所行使。田向东指出三焦理论被争论不一的重要

原因，就是“三焦”一词在《黄帝内经》《难经》不同篇章

里代表的意义不同，若是不对篇中论述的内容加以区

分，只是把所有的“三焦”都归为一类，那么就会造成

对三焦理论解读的混乱。  
2 三焦有形无形评议

姜永平[3]认为三焦作为阳腑，具有自己的形态结

构，上焦、中焦及下焦前半部分分别与胃肠系统的胃

上口至咽、胃中、胃下至小肠重叠，而下焦的下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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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水液从小肠渗入膀胱的。张伟琛[4]认为三焦有

名有形，即三焦与西医的内分泌系统重叠。刘绪银[5]

认为三焦与膀胱类似，有纹理有经脉，故当是实体性

的由膜绉卷聚合而成的包裹诸脏腑的相互联通的空

隙性器官。其指出，古说三焦“无形”是指没有如心、

肝、肺、肾一样形态固定，而并非没有形态，正如刘禹

锡所说：“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熊倩等[6]认为三

焦为有形之腑，根据三焦“水道出焉”的功能推知三焦

应与小肠共同发挥行水的功能，故认为三焦是与小肠

相连的十二指肠。而根据《黄帝内经》所述，部位三焦

是人体生理活动的理论形式，与六腑之一的三焦当加

以区分。蒋宏岩等[7]认为三焦是连接五脏与五腑的桥

梁，是属阳性的实体器官。

陈智奋[8]从中国古代哲学角度分析认为，三焦之

无形并非今天人们所认为的没有具体的解剖结构，三

焦之无形可类比于道之无形，道之“无”既具备生成万

物的势能，又提供容纳万物的空间，三焦亦是如此。

三焦为内具虚空的空间，如“道”容纳万物一般，三焦

可容纳五脏六腑，进而发挥其联络内外、沟通上下的

作用。

吕国安[9]认为，论三焦有无形体不应受西医学解

剖理论的影响，其从藏象角度分析认为，三焦因具有

“传化物而不藏”的功能特性，故被古人划分为六腑之

一。其存在与否取决于其功能存在与否，而非有实质

结构。

立足《黄帝内经》《难经》对三焦的记载，结合古今

医家的评述，笔者认为三焦作为六腑之一，首先是有

形的，但通过其行气、行水、调和脏腑功能来看，其应

不似他腑有具体的形质，三焦无常形。因此，笔者认

为《难经》说三焦无形，乃是指其无常形。后世评述三

焦形态皆有所偏重，故理解不一，若是综合《黄帝内

经》《难经》对三焦的论述则会发现，有形是指功能而

言，无形是指形象而言，无形是说没有固定的形态。

《素问》曰：“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

本，营之居也，名曰器。”《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为有形之物，故说三焦是有形

的。因此，笔者认为六腑各自有其独立的形态和功

能，不与他脏重叠，更不能替他脏代行功能，故说三焦

与胃肠系统重叠是没有依据的。

3 三焦实质评议
3. 1　三焦为胃肠、胰腺说　田合禄[10]认为三焦本质

为腠理，其根为胃，“根于胃而后出上下两焦”。一方

面，三焦属少阳相火，是人体阳气之本源，而人体阳气

源于胃脘，即脾土，故三焦本源是脾土。另一方面，腠

理间是气体交换的场所，又生成组织液，这与三焦行

水、行气的功能不谋而合。故认为三焦腑即为腠理。

田向东等[2]认为，《灵枢·营卫生会》所指上焦是胃上口

的贲门，中焦是胃体，下焦是直肠；《难经·三十一难》

中中焦所指是胃体。田雨河[11]、张权[12]通过分析历代

文献对三焦的论述和三焦病的临床表现认为，不论是

生理功能还是病理表现，三焦与胰腺的定位、功能、病

证表现均吻合，因此认为三焦的实质为胰腺。马宁[13]

认为三焦是以胰腺为中心的解剖结构，其以胰腺与消

化管道、体腔的生理关系作为基础，将三焦分为胰腺

三焦、胃肠三焦、膜后三焦和体腔三焦，其中，以胰腺

三焦为中心，调控并联系其他部位三焦发挥作用。

田合禄[10]认为三焦是腠理，是以功能推断三焦的

形质，将三焦在体的功能扩大到三焦本质上。三焦运

行卫气于体表，卫气充盈腠理之中，调控腠理之开阖，

辅助腠理发挥调节津液代谢和体温高低的作用，又促

进卫气之所发。三焦具有调节腠理的功能，但非本质

为腠理。

田雨河[11]、张权[12]、马宁[13]认为三焦是胰腺或以胰

腺为中心是从三焦参与水谷消化吸收的角度进行解

读的。《黄帝内经灵枢集注》云：“食气入胃，淫散于心

肝，饮食并入，藉三焦之气，蒸化精微，济泌别汁。”三

焦之气参与脾胃对水谷的腐熟功能，但不能说三焦的

主要功能就是消化吸收水谷，更不能因此推断三焦是

以胰腺为主的消化器官。笔者结合古今有关三焦的

论述及临床研究认为，三焦实质是胸膜层与脏膜层之

间的腔隙结构，其为腑，故为空腔器官，具有以通为用

的特性。

3. 2　三焦为膜系说　古人自秦汉时期已经认识到

“膜”的存在，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五脏痿》记载：

“膜者，人之皮下肉上膜，肉之筋也。”现代研究也发现

了膜的存在，西医认为膜的连续性可能是疾病转移、

传变的途径之一。三焦为膜系的理论是在总结前人

数十年经验后提出的，也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推崇的对

于三焦形质的解释。

姜欣等[14]认为，人体膜系分为内膜系和外膜系，

内膜系即三焦膜系，其实质为胸、腹、盆腔所在的脏腑

内外及肌肉筋骨间的膜层；外膜系即卫气循行的“脉

外”之处。陈启兰等[15]认为上焦是指呼吸膜、胸膜、心

包膜；中焦是指胃和小肠等消化道黏膜；下焦包含大

肠黏膜、肾小球与肾小囊之间的滤过膜以及相关的腹

膜。李洪海等[16]通过宏观和微观的分析，认为三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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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就是不同的膜所构成的空间结构。蒋宏岩[7]认为

《黄帝内经》将味、营、卫三气的运动称为三焦，指出三

焦的实质是肠系膜，其发挥功能的部分是腹腔动脉、

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下动脉。严健民[17]认为，“焦”

字为“集”字的误抄，三焦实为“三集”，还认为上集指

小网膜，中集指大网膜，下集指肠系膜，三集解释了人

体的消化生理过程。

三焦为膜系的说法与三焦运行气血津液的功能

相吻合，诚然，三焦通过膜系结构将气血津液等精微

物质输送到全身各处，并通过膜系参与水谷腐熟，但

不能将膜系结构误认为是三焦的本质。膜系属于三

焦体系的一部分，三焦通过膜系发挥作用。膜系结构

广泛分布于全身。在内，三焦可通过脏腑膜系辅助脏

腑气血津液的正常循行；在外，三焦通过体表膜系将

精微布散至体表，以濡润皮肤肌腠，又通过膜系发挥

固护腠理的作用。

3. 3　三焦为间充质干细胞说　安星燕等[18]结合现代

细胞生物学研究认为，三焦源于胚胎发育中的间充质

干细胞系统，三焦广泛分布于人体，包括皮肤真皮层、

胃肠道、肺部、泌尿系统、血管等几乎所有器官和组织

的黏膜下层，这与其发现的间充质干细胞系统的分布

位置一致。

此说法与膜系理论相似。从功能上来看，间充质

干细胞的功能和膜系功能一致；从位置来看，间充质

干细胞所在人体位置与膜系分布相似，但间充质干细

胞系统是由间充质干细胞组成的，不具有组织结构，

更不是器官，因此不具备腑的功能。

3. 4　三焦为神经系统说　韩春波[19]、王人澍等[20]在中

国古代解剖学和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相比较的基础上，

对三焦理论进行深入剖析，认为三焦是连接脑与脏

腑、脑与肢体功能的中间器官，并通过三焦“主持诸

气”、总管脏腑功能来分析，认为三焦的实质器官是脊

髓，而其主调控功能的组织应为自律神经系统。

此种说法混淆了中西方医学理论的概念。西医

学中脑的作用以调控为主，包括调控人体的思维活动

和肢体活动，调控激素分泌等，而中医学中人体以象

思维下的心为中心，心所主的功能包括人体的各种生

命活动，也包括西医学中脑的功能。脊髓是低级中枢

系统，主人体的感觉神经、运动神经及各种反射活动，

即属于中医中“心”的功能，而心包代心行事，为人体

精神活动的主导，同时也主导三焦及膜系的功能，故

此处发挥功能的是心包。

3. 5　三焦为离子通道说　张晓文等[21]认为，三焦的

实质与西医所发现的离子通道密切相关，尤其是水离

子通道，无论是在人体的分布、参与脏腑各种活动，还

是病理状态下，水离子通道受阻引起的各种脏腑疾

病，均与三焦的功能和分布密切相关，因此认为三焦

的实质可以从离子通道理论进行研究。

三焦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通道，离子通道也可以供

水液通行，但离子通道只是细胞膜上的一个微小结

构，既不具备细胞功能，也不能组成组织、器官，更不

能称为腑及行腑的功能，故离子通路可能在分子层面

上与三焦有关，但不是三焦的本质。

4 其他
王永洲[22]所创的大三焦理论，认为三焦通过两次

整合统一了生命，一次是通过上焦统心肺，中焦统脾

胃、下焦统肝肾，将三焦与脏腑联系起来；第二次是通

过三焦一体化将其分属的脏腑合三为一，从而实现生

命的一体化。其认为，三焦之有形在于三焦所统摄的

人体脏腑是有形的，其无形在于三焦主导的气化活动

及能量的改变是无形的。

杜梦玄[23]通过系统论原理对三焦的实质进行剖

析，认为三焦是系统中的高层系统，上焦、中焦、下焦

是中层系统，而三焦统摄下的五脏六腑是低层系统。

反过来说，五脏六腑是三焦存在的结构基础，脏腑间

的非加和性关系表征出上焦、中焦、下焦系统，而该系

统内部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又形成了三焦系统。因此

认为三焦系统是有名无形的，但三焦有其存在的结构

基础即五脏六腑。

三焦是六腑之一，与心包相表里，与其他脏腑共

同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三焦系统通过膜系发挥作

用，虽然膜系遍布全身，但其不具有统摄其他脏腑的

功能，也不以其他脏腑为存在的基础，而是与其他脏

腑功能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

李军伟[24]根据三焦的功能认为，上焦为呼吸系统

毛细血管，中焦为消化系统毛细血管，下焦为泌尿系

统毛细血管。血管在中医中指脉管，具有运送血液的

功能，三焦可以行气以助行血，但不是血液运行的通

道，故该说法过于片面。

5 总结
从甲骨文到大篆、小篆，再到隶书、楷书，文字简

化，汉字的寓意具有多样性，《黄帝内经》《难经》对三

焦的记载在此基础上产生差异，使得许多医家对三焦

的解读有些偏颇，例如很多学者都对《灵枢·营卫生

会》中关于三焦的论述作为对三焦形质的解读，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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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所讲即是三焦的形态分布，实则不然。该篇论述

的是三焦统摄下的营卫之气生成和运行的过程，而非

对三焦本体的论述。总的来说，不管各家对三焦如何

剖析，都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三焦的功能与人体内气

血津液的运行密切相关，而气血津液均是细微，肉眼

不可见的物质，因此承载气血津液运行的系统也是细

微不可见的，但不是不存在的。因此认为，三焦有形，

但无常形。

《中藏经》曰：“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也，

其于周身灌体，和内调外，养左荣右，导上宣下，莫大

于此。”《难经正义》：“夫三焦者，禀元气以资始，合胃

气以资生，上达胸中而为用，往来通贯，宣布无穷，造

化出纳，作水谷之道路，为气之所终始也。”由此看出，

三焦的功能贯通人体上下内外，禀元气，行营卫，通水

谷，调气血，如此则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运行，那

就是三焦系统。笔者认为，三焦通过三焦系统发挥其

功能，三焦系统是指心包-三焦-膜系统，心包与三焦

互为表里，膜系遍布人体各处，以供三焦内而脏腑，外

而肌腠地发挥调控全身生理功能的作用。

结合《类经》所说三焦为一腔之大腑，以及《黄帝

内经》中上、中、下三焦的功能，笔者认为三焦实质是

胸膜与脏膜之间的腔隙结构，故说其包罗诸脏，其功

能是由心包-三焦-膜系统行使的，心包与三焦互为表

里，通过调控膜系来发挥功能，心包代心行事，主神

志，也可调控三焦的功能，三焦主气，主水，通过膜系

输布气血津液，并辅助脏腑行使功能。其中，上焦运

行卫气和布散精微；中焦辅助脾胃腐熟水谷并运输水

谷化生的精微，供血液和营气的生成；下焦辅助胃肠

将糟粕中的水液部分运输至膀胱以排出体外。同时，

三焦也通过膜系将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输送到全身

各处以发挥作用。三焦主导气血津液的形态无常，故

三焦无常形。现在各派医家所认为的三焦是腠理、毛

细血管、细胞间隙、离子通道等，皆属于该系统的范畴

之内。由于古人对人体许多细微结构不能明晰，故多

以象比类去论述脏腑的功能和形态，论述上就会过于

抽象化，也是符合当时时代的一种解说。而现代人对

古代理论的解读，应立足在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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