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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脾主“运”和“化”※

刘祯祯 1 王常松 2▲

摘 要 通常认为脾主运化，“运”是指脾将饮食物所化的精气吸收转输至全身，“化”是指脾将水

谷化为精气。然而，《黄帝内经》并未提出脾主“化”的功能，而是更侧重于转输“津液”的功能，这一功

能也可与脾运水液以达到化水湿的作用相联系。脾作为五脏之一，具有藏精气而不泻，满而不实的

特点，即藏精气而不藏水谷。而六腑则具有不藏精气而受纳饮食，实而不满的特点。脾与六腑之间

相互配合才能将水谷转化为精气并输送至全身各处。因此，脾具有“运”津液的功能，而“化”饮食物

为精气应归于腑而非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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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藏象理论认为，脾具有运化和统血的生理机

能，其中又以脾主运化为核心。“运”和“化”具有不同

的含义，《素问·天元纪大论》云“物生谓之化”，《说文

解字》认为“运，移徙也”“化，教行也”，即“运”具有运

输、移动之意，“化”具有“变”之意。脾主运化通常是

指脾将饮食物转化为水谷精气并吸收转输到全身脏

腑的生理功能，是饮食物代谢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

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生理机能。“运化”常被理解为消

化、吸收和转输，但《黄帝内经》并未将“运化”功能概

括为脾的生理机能之一，而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才

逐渐形成了“脾主运化”这一理论[1]，甚至以脾的功能

代表脾、胃、大肠、小肠等的整体功能，如“脾为后天之

本，气血生化之源”等。但是，将“运”与“化”统归于脾

却不一定准确，脾布散津液毋庸置疑，但“化”应该更

多地归于其他脏腑。

1 “脾主运化”的源流

《黄帝内经》提出，脾具有“运”的功能，即脾能够

“为胃行其津液”，将津液布散至脏腑各处，但并未明

确提出“脾主运化”这一理论。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

略》中提出“脾伤不磨”的理论，认为饮食物转化为精

微需要借助脾消磨水谷的功能。晋代王叔和又提出

“脾主水谷”的说法，认为脾虚会导致水谷不化，出现

“下痢”的病症。至此，“脾主运化”理论初见雏形。直

至宋代，严用和在《严氏济生方》中才明确提出“脾主

运化”，不仅认为脾在水谷运化中起重要作用，如“盖

胃受水谷，脾主运化，生血生气，以充四体者也”，也肯

定了《疡医大全》所言脾“运化津液，以养五气”的重要

功能。明代张景岳提出“胃损则不能纳，脾损则不能

化”的观点，认为脾在化饮食物为精微方面起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清代黄元御等名医也皆从其说。至此，

“脾主运化”一说成为主流[2]。

2 脾之“运”

2. 1　“运”精气　《黄帝内经》认为，脾主要参与水谷

精微的转输。《素问·经脉别论》指出，水饮转化为津液

的过程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五经并行”，即水

饮先入胃，“游溢精气”后才输送至脾，然后依赖脾的

布散作用将津液布散至人体各处，直接指出了脾“运”

的功能是转输布散津液。《素问·奇病论》也指出：“五

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即水谷之精气也

是需要依赖脾气的转输布散作用。《素问·太阴阳明

论》曰：“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

得禀也。”突出了脾在布散精气方面的重要作用。

2. 2　“运”水湿　

2. 2. 1　“运”内湿　“内湿”即体内的水湿，脾在运化

水湿方面有着其他脏腑不能替代的作用。从根本上

来说，脾运化水湿也是脾主运的功能及脾喜燥恶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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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具体体现。“湿”，从水，与水有关。《说文解字》解

释为“覆土而有水”[3]。湿在五行属土，表明其产生转

化与属土的脏腑和事物有关。在天地之间，湿的产生

条件是水在土下，湿气因此氤氲而生，在人体湿气的

产生则与属土的脏腑有关。湿具有弥漫、黏滞等特

性，可知湿的形成来自水液代谢失常。五脏六腑之

中，脾可为胃行津液，即脾具有输布水液的功能。所

以祛湿的关键在于充分调动脾布散水液的功能，促进

水液正常代谢，使“水”不停滞，则人体无酿湿之弊。

脾具有喜燥恶湿的生理特性，故喜将津液向五脏输送

及四周布散，不使中焦腻滞而酿生痰湿。孙欣等[4]也

指出，治脾以燥药意在祛脾湿而运脾。所以，脾运化

水湿的功能是偏于“运”，脾“运”的功能正常才能达到

“化”水湿的结果。

水湿的形成，与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素问·至

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即

脾运不及，水谷精微无法正常输布至人体各处，易酿

生湿、痰、浊等病理产物，进而导致人体出现“肿”或

“满”的表现。冯博等[5]认为，“脾运失司”会导致本该

正常输布的“膏浊”停聚于体内，无法营养人体反而产

生痰湿，致使人体肥胖。刘彤等[6]认为，脾运化水湿的

功能异常，其病理产物如水湿、痰、饮等物质则易与瘀

互结，若痹阻血脉，则会形成冠心病的病理基础。可

见，湿的形成与脾的功能密切相关，脾“化湿”的功能

也是脾“运”津液功能的体现。

2. 2. 2　抵御外湿　中医理论认为，脾为水湿转运的

枢纽，外湿最易影响脾脏。清代章虚谷提出，湿邪“始

虽外受，终归脾胃”[7]。《灵枢·营卫生会》云：“谷入于

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

为卫。”卫气具有防御外邪的作用，若人久居潮湿之

处，湿气侵袭人体，使脾为外湿所困失于运化，土为金

之母，脾虚连及肺金，则会导致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

下降，引起人体皮肉筋骨层面的疾病[8]。不仅如此，脾

不能正常运化水湿，湿又影响脾的功能，日久水湿停

聚于关节，则会导致关节肿胀、变形，肌肉得不到正常

的营养输布，再遇风、寒、湿外邪的入侵则极易形成痹

证[9]。可见，外湿会影响脾的功能进而导致各种疾病

的发生。而外湿的治疗也常从健脾着手。于振宣主

任医师[10]认为，湿邪侵犯人体是脾虚所致，因此治疗

湿邪所致的疾病常以健脾为本，兼调理三焦气机。闫

雪柔等[8]认为，治湿时，不论外湿还是内湿，一定要加

入健脾药，以求从根本上治疗。

综上所述，脾维持其功能的正常不仅有利于清除

内湿，还有助于外湿的祛除，而运化水湿的功能，也依

赖于脾气的健运。

3 基于《黄帝内经》再谈“化”

3. 1　胃之“化”　《黄帝内经》未提出脾具有“化”的功

能，其对脾胃的重视程度也更侧重于胃。《素问·平人

气象论》云“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

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五脏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

之本也”，可见，胃气的有无关系到五脏六腑的功能，

甚至决定人的生死。而脾的功能是“为胃行津液”，说

明胃具有“化”饮食物为“津液”的作用。于东林等[11]

提出，胃具有化生精微的功能。袁晓辉等[12]也认为脾

主“运”，具有“化”功能的则是胃。

3. 2　其余腑之“化”　《素问·天元纪大论》云：“物生

谓之化，物极谓之变。”可知“化”指物质的产生，即这

里可作为水谷转为精气的过程。从脏腑功能看，《黄

帝内经》认为，五脏的功能是“藏精气而不泻”，六腑的

功能是“传化物而不藏”“化水谷”等，可见作为五脏之

一的脾，直接作用的物质为“精气”，即接受水谷之精

气充盈自身，并转输余脏布散周身，而传导饮食物及

糟粕并将饮食物转化为“精气”之功能应归之于腑。

据《黄帝内经》对各脏腑功能的描述，脾胃包容五谷，

作为仓廪之官，可营养四傍。大肠作为“传道”之处，

有“变化”之能，即传导不洁之物的通道，有变化物之

形状之能力。小肠作为“受盛”的场所，有“化物”之

功，即小肠处于胃之下，可受盛从胃中传来的水谷糟

粕并分清别浊，将糟粕传入大肠，即小肠的“化”是指

分清别浊。周丽等[13]认为，水液的形成主要是在胃、

大肠、小肠中进行，弓淑珍等[14]也认为不可忽视小肠

的“化”物功能。而被称为“州都之官”的膀胱，是三焦

水液所归之处，为藏津液之所，水液由此可以通过小

便排出体外或通过气化重新被人体吸收利用，即膀胱

的“化”指的是水液的气化。由此可见，腑在“化物”的

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3. 3　脾影响“化物”　通常认为，脾主运化是指运化

饮食物和精微物质，包括消化、吸收和输布三个方面

的生理功能，有些医家也将气化功能纳入脾的功

能[15]。虽然将运化功能统归于脾似乎不妥，但历代医

家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从脾主运化理论着手也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效果。从脾入手可促进饮食物转化为精

气，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脾与胃相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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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在生理、病理上联系极为密切，互相影响。而在

治疗疾病过程中，若胃的功能异常，通过健脾的方式

及时加强脾的转输功能可起到先安未受邪之地的作

用，而脾的功能异常也可能导致胃功能的异常。其

次，除了化生精气，脾胃在人体气机调节方面也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如环无

端，而脾胃为气机升降的枢纽，脾气上升，有利于胃气

的下降，即脾气及时将精气转输至五脏六腑，有利于

食物糟粕往下传导。不仅如此，因脾具有运输精气到

五脏六腑的作用，所以脾的功能保持正常才能将水谷

之精运输至胃，胃在精气滋养的条件下有利于其功能

的恢复。综上所述，通过调节脾“运”津液的功能，也

可以间接地调整脏腑促进水谷到精气的转化效果。

4 小结

“运”与“化”统归于脾的原因，可能是传统医学中

的脏腑无比较严格的界限，不可能像现代医学一样将

各脏腑功能进行更为明确的区分。李朝[16]认为，“脾

主运化”理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

景，基于临床实践，人们从对“胃”功能的重视逐渐转

移至对“脾”功能的探索和重视，并将“运”与“化”统归

于脾。

因此，脾主运化并非将消化、吸收、转输之功能统

归于脾，而是更侧重于脾主运，脾之“化”也是脾“运”

的延伸。现代医学表明，与中医脾相关的胰腺分泌的

消化酶也参与了饮食物的消化，但胆、小肠等也在将

饮食转化为营养物质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吕

林等[17]也认为，现行的中医教材中脾运不化证涉及大

肠、小肠的功能。因此，脾应主“运”，而“化物”的过程

主要是由六腑主导。脾主运化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

展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但辨明脾的功能也有助于为

临床治疗提供更为清晰的思路，为更精准的用药打下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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