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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浊毒是许多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现代疾病(如糖尿病 、心脑血管病等)的主要致病因素。从脾胃脏腑功能分析 ,脾胃

与浊毒的产生密切相关。对这些疾病临证应注重从脾胃对浊毒进行辨证论治 ,常用治法如解毒化浊法 、排毒泄浊法及抗毒消

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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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urbidbanemaybethemainpathopoiesisfactorofmoderndiseases(suchasdiabetes, angiocar-

diopathyandcerebrovasculardisease)whichharmpeople'shealthseverely.Intheviewoffunctionsofspleenand

stomachentrails, spleenandstomacharecloselycorrelatedtogeneratingturbidbane.Forthesediseasesweshould

determinetreatmentbasedondifferentiationofsymptomsandsignstoeliminateturbidbanelayingstressonspleen

andstomach, commonlyusedtherapyincludesneutralizingpoisontoresolveturbidness, expellingtoxintodisper-

singturbidness, andresistingpoisontoremoveturbi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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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近年来我国现代化步伐的日益加快 ,人

民的生活节奏 、饮食习惯 、社会和自然环境都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病毒性肝炎 、心脑血管病 、慢性肾

炎 、糖尿病 、高血脂等现代疾病也应运而生 , 对人

类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给传统中医药理论及

治疗体系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笔者总结多年临床

经验 ,结合传统中医药学和现代实验研究的认识

和成果 ,认为 “浊毒”是主要的致病因素 ,并且根据

脾胃与浊毒的产生和致病密切相关的特点 , 立足

从脾胃论治浊毒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1　脾胃的生理功能

《内经 》谓:“脾胃者仓廪之官 , 五味出焉 ”

(《素问 ·灵兰秘典论篇 》);“安谷者昌 ,绝谷者

亡 ”(《素问 ·五脏别论篇 》);“五脏皆禀气于胃 ,

胃者 ,五脏之本也 ”(《素问 ·玉机真藏论篇 》)。

“脾胃为后天之本 ”这一观点 ,始倡于金元 ,定论于

明清 ,经过历代临床的验证 , 已成为中医界的共

识 。

1.1　脾主运化 ,胃主受纳　《内经》云:“脾胃者仓

廪之本 , 营之居也 ”。说明脾胃是饮食营养的仓

库。所谓 “谷不入半日则气衰 ,一日则气少” , “平

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 ,水谷津液俱尽即死矣 ”
[ 1]
。

胃主受纳腐熟水谷 ,脾主运化水谷精微 ,脾胃将人

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输布全身。 《素问 ·经脉别

论篇》说:“饮入于胃 ,游溢精气 ,上输于脾 ,脾气散

精 ,上归于肺 ,通调水道 ,下输膀胱 ,水精四布 ,五经

并行 ,合于四时五脏阴阳 ,揆度以为常也 。”脾胃为

元气化生的根本 ,是人体赖以维持生命活动和生理

活动的重要保障 。虽然水谷精微须通过肝脏转化

为精气;水液的代谢需要肺的宣发肃降 ,肾的开阖

疏泄 ,脾的运化水湿来完成 ,但是其核心作用在于

脾之运化。

1.2　脾主升清 ,胃主降浊　王纶曾指出:“人之一

身 ,脾胃为主。胃阳主气 ,脾阴主血 ,胃司受纳 ,脾

司运化 ,一纳一运 ,化生精气 ,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 。

斯无病矣”
[ 2]
。升清是新陈代谢的一种表现形式 ,

是在饮食消化输布过程中将其有用的精微物质 ,用

不同的方式保留于体内 ,以供人体各组织生理活动

之需要。降浊同样也是新陈代谢的一种表现形式 ,

是指在饮食消化输布过程中将其无用的糟粕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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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方式 ,通过不同的途径排出于体外 。 《内经 》

认为 ,脾胃是升清降浊的同一体 ,清阳不升则浊阴

不降 ,浊阴不降则清阳不升 , 升清与降浊相反相

成 。脾的升清是以胃的降浊为基础的 ,胃的降浊

协助脾的升清。脾胃为气机升降沉浮之枢 , 一阴

一阳 ,一升一降。

1.3　脾胃主四肢肌肉 　《素问 ·痿论篇 》谓:“脾

主一身之肌肉”;《素问 ·太阴阳明论篇》说:“四肢

皆禀气于胃 ”。脾胃功能正常则肌肉丰满 ,四肢强

壮 。反之 ,脾经之气不行 ,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 ,

气不足而血不充 ,则肌肉消瘦 ,四肢乏力。

另外 ,脾胃还有生血 、统血的功能。中焦脾胃

为升降浮沉之枢机 ,为元气化生之根本 ,总领人体

消化系统的生理功能 ,乃身体消化 、吸收食物营养

和排泄糟粕的枢纽 ,在人体生理功能方面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故称之为 “后天之本”。

2　浊毒的性质 、成因及致病特点

浊 ,即不清也 。 《丹溪心法 》中载有 “浊主湿

热 ,有痰 ,有虚 ”之说
[ 3]
。古代有人称其为害清之

邪气。湿与浊性质相近 ,而又有不同 ,湿轻浊重 ,

积湿成浊 ,湿易祛而浊难除 。浊为阴邪 ,浊为湿之

渐 ,其性重浊黏腻 , 缠绵难去 , 胶着难愈 , 反复日

久 ,阻滞脉络 ,耗伤元气。浊邪的产生原因:(1)外

感湿邪 , 由表入里 , 阻于中焦 , 湿困脾土 , 脾失运

化 ,胃失受纳 ,脾不升清 ,胃不降浊 , 故而积湿为

浊;(2)饮食不洁 ,情志不舒 ,脾气失其运化 ,水湿

积聚 ,湿邪内生 ,进一步阻碍脾土之运化 ,日久成

浊 。

毒 ,在中医学文献中广泛应用 ,经过医家的阐

述 ,产生了毒邪学说。毒邪学说早在 《内经 》中已

有论述 , 《内经 》首先提出寒毒 、热毒 、湿毒 、燥毒 、

大风苛毒等概念 。中医学的毒邪学说是很广泛

的 ,任何造成机体阴阳失调的外来因素或者是内

在因素都可以称为毒。现代普遍认为毒为阳邪 ,

性质酷烈顽恶 ,致病迅猛 ,化热伤阴 ,败腐气血。

毒的产生原因:(1)热甚为火 ,火热不解 ,深入血分

为毒;(2)浊邪内蕴 ,邪壅经络 ,气机不畅 ,郁久化

热 ,继而蕴结为毒。故毒可由温热转化而来 ,亦可

由湿浊演变而生 。

浊毒互结 ,浊以毒为用 ,毒以浊为体 ,胶着难

愈 ,邪壅经络 , 气机不畅 ,邪不得散 ,血不得行 ,津

不得布 ,津血停留 ,化生痰浊瘀血 , 日久痰浊 、瘀浊

相互搏结 ,反复日久 ,耗伤脏腑气血津液 ,从而造

成浊毒内壅 、气滞络阻 、脾不升清 、胃失和降 、阴血

耗伤 、气虚血郁的证机变化 ,而浊毒相干为致病的

关键 。

3　脾胃与浊毒的关系

李东垣认为:“元气之充足 ,皆由脾胃之气无

所伤 ,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本弱 ,饮食自倍 ,则

脾胃之气既伤 ,元气亦不能充 ,而诸病之所由生

也”
[ 4]
。可见脾胃为后天之本 ,为气血化生之源 ,

元气的根本在脾胃 ,元气充足则邪不可干 。李东垣

进一步指出:元气 “非脾胃不能滋 ”。虽然元气禀

受于先天 ,可是更加需要后天的滋养。脾虚胃弱 ,

气血生化不足 ,元气不能充 ,为浊毒的产生提供了

可能 。

虽然浊 、毒的产生皆有不同的途径 ,但是无论

浊邪由外入里 ,湿浊困脾 ,还是饮食不洁 ,情志不

遂 ,浊邪内生 ,脾失运化;或是火热郁内 ,伏于血分

为毒;或是浊邪内蕴 ,郁热为毒;都与脾失运化 ,脾

不升清 ,胃失和降密切相关。脾为阴土 ,喜燥恶湿 ,

易为湿邪所困;胃为阳土 ,喜湿恶燥 ,易为热邪所

扰 ,浊为湿之渐 ,毒为火热之极 ,故而浊毒邪气易犯

中焦脾胃。

脾不运化 ,水谷精微无法上归于肺 ,无法下输

膀胱 ,营养物质不能输布全身 ,水液不能代谢 ,日久

化生为浊邪 。升清是运化的结果 ,脾不运化 ,清阳

则不能上升 ,元气不能充足 ,脏腑功能减弱。胃失

和降 ,胃除不能受纳和腐熟水谷之外 ,还无法使食

糜有规律地下降传至小肠 、大肠 ,进行泌别清浊和

传化糟粕 ,胃肠虚实无以更替 ,新陈代谢失常 ,浊毒

内生 。另外浊毒结滞经络 ,阻碍气血津液运行输

布 ,脾胃受困而不能运化 ,元气不能充足 ,气机不能

通畅;浊毒积滞体内 ,脾胃升降受限 ,气机无法升降

沉浮 。如此邪不得散 ,津血停滞 ,日久进一步使浊

毒加重。如此循环反复 ,使病情不断加重 。

可见脾胃与浊毒的产生 、发展以及致病的各个

环节关系密不可分。

4　浊毒的诊断要点

舌为脾之外候 ,足太阴脾经连舌本 ,散舌下。

古人认为 ,舌苔是由胃气蒸化谷气上承于舌面而生

成 ,与脾胃运化功能相应 。《素问·五脏别论篇 》指

出:“五脏六腑之气味 ,皆出于胃 , 变见于气口 ”。

血脉由脾胃所化气血水谷相生 ,与脾胃的生理功能

变化相应。大 、小便与脾胃的功能关系密切 ,所以

观察二便的异常改变可以诊察脾胃的病变。基于

脾胃和浊毒的关系 ,笔者将浊毒的诊断要点归纳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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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浊邪通过舌苔 、脉象和排泄物 3个方面:

(1)舌苔色泽或黄或白或黄白相间 ,苔质腻 ,或薄

或厚。 (2)脉有滑象 , 或弦滑或细滑或弦细滑。

(3)大便黏腻不爽 ,小便混浊 ,汗液垢浊有味 。只

要具备上述两条 ,便可诊为浊邪。诊断毒邪主要

通过以下 3个方面:(1)舌质或红或红绛或紫 ,此

为毒邪深伏血络之象 。(2)脉有数象 。(3)大便色

黑 ,臭秽难闻 ,小便色黄或深黄或浓茶样。

5　从脾胃论治浊毒

基于脾胃的生理功能及脾胃与浊毒的密切关

系 ,在治疗浊毒时从脾胃入手 ,调理脾胃功能与祛

除浊毒邪气相结合 ,培养脾胃以祛除浊毒 ,祛除浊

毒以固护脾胃 ,具体治法有以下 3法 。

5.1　解毒化浊　解毒化浊法泛指解除体表或体内

之浊毒 ,是治疗因浊毒致病的基本手段 ,也是最为

常用的治法。针对结滞经络 、阻碍气血津液运行

输布的无形之浊毒邪气 ,用茯苓 、猪苓 、泽泻 、白术

等淡渗利湿之品 ,健脾助运;用砂仁 、茵陈 、紫蔻

仁 、藿香 、佩兰 、广木香 、陈皮等芳香温化之品 ,醒

脾健运。根据证机不同 ,结合随证施治 , 助脾运

化 ,则湿去浊化 ,毒无所依。用连翘 、地榆 、丹皮 、

玄参 、栀子 、黄芩 、板蓝根等清热凉血之品 ,清除体

内毒邪 。并根据体内浊 、毒邪气偏胜不同 ,而有所

侧重不同。浊重毒轻则化浊为主 ,解毒为辅;毒重

浊轻则解毒为主 ,化浊为辅;浊邪与毒邪并重则解

毒化浊并重 。然而诸药配合 ,重在化浊 ,使毒随浊

去 ,以达解毒化浊之功效。

5.2　排毒泄浊　排毒泄浊法即给邪以出路 ,不使

留蓄体内 ,针对浊毒的不同病位 ,就近引导 ,给浊

毒以出路。针对积滞体内 ,阻碍脾胃升降沉浮之

有形之浊毒 ,重用枳实 、厚朴 、槟榔 、莱菔子等消积

导滞之品 ,使胃为和降;用黄连 、黄柏 、大黄 、芦荟 、

龙胆草 、白头翁 、秦皮 、虎杖等苦寒燥湿解毒之品 ,

排泄浊毒使其不能耗伤阴血;并且通过调理或补

益人体阴阳 、气血 、脏腑功能等 ,恢复排毒泄浊系

统的功能 ,利于浊毒排出体外 。

5.3　抗毒消浊　抗毒消浊法是指用扶助正气的方

法 ,提高机体的抵抗浊毒的能力 ,减轻浊毒邪气对

机体的损害程度。针对浊毒致病后期 ,迁延日久 ,

正气已伤 ,余毒深入或素体禀赋不足 ,正气本虚 ,

无力祛除浊毒 ,浊毒为害较重者 。用黄芪 、白术 、

当归 、太子参 、何首乌 、龟板 、鳖甲等药补益气血阴

阳。正气已虚 ,运化无力 ,补益之品性多滋腻 ,故

须用柴胡 、枳壳 、白术 、茯苓 、黄芩 、焦三仙等药协

助脾胃升清降浊;并用绞股兰 、半边莲 、黄药子 、虎

杖 、垂盆草 、三棱 、水蛭 、地龙等药活血化瘀;抗毒消

浊。诸药配伍 ,共奏补益气血 、调理气机 、抗毒消浊

之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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