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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时间为序"阐述了秦汉#晋唐#宋元#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医家对肾性水肿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的研究"为肾性水肿

的中医理论研究提供了文献参考$

关键词!肾性水肿%中医证治%探源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肾性水肿是因肾脏原发性疾病引起的全身性水

肿$其基本病理生理改变为水钠潴留"其特点是水肿

首先发生在组织松弛部位$如眼睑或颜面部$或足

踝%下肢部位$颜面部的水肿多晨起明显$而四肢部

的水肿则活动一天后加重$静卧后减轻$严重时水肿

波及全身"其水肿性质软而移动$常伴有其他的肾脏

疾患的症状$如高血压%蛋白尿%血尿等& 中医学虽

无肾性水肿的专门论述$但对此病的认识$自'黄帝

内经(以来$历代医家就多有论述&

"!"黄帝内经#对肾性水肿的理论阐释

就现存中医文献而言$将水肿作为一种疾病予

以全面阐述者$当推'黄帝内经(为首& 书中详细地

探讨了)风水*%)石水*%)涌水*%)水胀*等常见水

肿病证的发病机制%病证特点及治疗原则+",

&

"&"!对水肿病因病机的认识!!"#外邪侵袭所致

水肿& 如'素问-水热穴论(云.)勇而劳甚$则肾汗

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藏府$外不得越于皮

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紿肿& 本之于肾$

##############################################

名曰

血化瘀等大法&

肝肾亏虚的病机特点是虚实夹杂%本虚标实&

可症见目黄%胁肋隐痛%口干咽燥%两目干涩$遇劳加

重$舌红少苔$脉弦细数& 因为肾为先天之本$病久

又及肾$故辨证治疗中$肝肾阴虚型$治宜滋补肝肾%

固本培元$临床以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汤%知柏地

黄汤%杞菊地黄汤合一贯煎化裁& 肝郁脾虚型以身

目黄染%胁肋胀痛%走窜不定%善太息得嗳气则舒为

其主症$同时可伴有纳呆%脘腹胀满& 舌苔白腻$脉

弦& 治宜疏肝解郁%理气健脾$以柴胡疏肝散合四君

子汤加减$同时和患者进行沟通$调畅情志$保持心

情开朗$更有利于本型的治疗& 肝胆湿热型以目黄

尿黄%胁肋胀痛%厌油%口苦等为主症$舌苔黄腻$脉

弦滑$治疗以龙胆泻肝汤为主方$所用药物多为清

热%苦寒之品$疗程不宜过长$防止久用伤及正气$症

状缓解后可逐渐减量至停用& 笔者导师江一平教授

认为$无论如何分型最后的转归都是瘀血内结$因为

该病病程迁延$久病必虚$虚又致瘀$虚瘀互为因果&

瘀血在整个发病过程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它

既是病理产物$又是病程进展的重要因素& 相关症

状和体征可以佐证$如瘙痒%肌肤甲错%肝脾肿大等$

可见舌质紫暗$脉沉涩& 根据)有诸于内必形诸于

外*的理论$这些都是内有瘀血的表现$所以在整个

治疗过程中$活血化瘀都需贯穿始终& 临床以血府

逐瘀汤为主方加减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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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三之气$天布政$

湿气降$地气腾$雨乃时降$寒乃至& 感于寒湿$则民

病身重$紿肿$胸腹满&*又云.)湿盛则水闭浮肿&*

在外邪所致水肿当中$尤以风%寒%湿邪为主&

!##脏腑功能失调导致水肿& 如'素问-水热穴

论(云.)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 肺者太阴也$

少阴者冬脉也& 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

//肾者胃之关也$关闭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

上下溢于皮肤$故为紿肿& 紿肿者$聚水而生病

也&*又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湿肿满$皆属

于脾&*'素问-脉要精微论(云.)脾脉//软而散$

色不泽者$当病浮肿$若水状也//肝脉//其软而

散$色泽者$当病溢饮& 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

皮肠胃之外也&* '素问-阴阳别论(云.)三阴结$谓

之水&*'灵枢-五癃津液别(云.)三焦不泻$津液不

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水溢则为水胀&*'素问-

汤液醪醴论(云. )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藏阳以竭

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

'内经(阐述水肿的病机$主要突出脏腑功能失

调以致聚水为肿的观点& 无论外感内伤$总与肺脾

肾三脏最为密切$又与肝及三焦%膀胱等脏腑息息相

关&

"&#!对水肿症状#诊断的认识!在病证分类方面$

根据水肿发病机理及临床表现有风水%涌水%溢饮%

石水%水胀等不同的命名& 对其各阶段的临床表现

及鉴别诊断要点指出.)诸有水气者$微肿先见于目

下*!'素问-评热病论(#$故以)目窠微肿如卧蚕起

之状*作为本病初起的基本特征"以)其颈脉动$时

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 !'灵枢-水胀(#为

)其水已成的标志*"若四肢肿$大腹)起脐以下//

上至胃脘*则多属)不治*的死候!'灵枢-邪气脏腑

病形(#& 此外$还将)按其手足上而不起* !'灵

枢-论疾诊尺(#及其)按腹不坚*%)如囊裹浆*!'素

问-气厥论(#作为水肿病的一个主要诊断指标&

"&$!对水肿治疗的认识!'内经(论水肿的治疗当

首推'素问-汤液醪醴论($其他篇章的论述多为此

篇的补充说明$现引文如下.

)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芕$微动四极$温衣缪刺

其处$以复其形& 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

布$疏涤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

平&*

)平治于权衡 *$)权 *$秤锤")衡*$秤杆 & 平

治权衡意指治疗时要衡盘轻重缓急$恰当取舍$以平

调阴阳的偏盛%偏衰& )去菀陈芕*$) 菀*$通郁$郁

积也") 芕*$斩也& 观此原则$用于临床乃有二义.

一指排除休内郁积过剩之水液$推而广之包括逐水%

导痰%蠲饮%渗利%通便等诸法"二是含有去除血脉中

陈旧郁积之意$即所谓活血祛瘀& )开鬼门*指发汗

法$因肺主皮毛$为水之上源$故发汗寓有宣通肺气

之义& )洁净府*$指利小便法& 盖膀胱者$津液之

府$气化则能出$与肾相表里$故利小便即寓有温通

阳气之义$使水邪从膀胱而泄& 可见$'内经(治水

肿$主要侧重于讨论其原则和治疗大法& 对摇动四

肢宣通阳气$添衣保暖护卫肌表的辅助疗法也有提

及&

此外还有运用针刺治疗水肿病的记载$!"#刺

络.施 )缪刺 *$即病在左而刺右$病在右而刺左$刺

络脉而不剌经脉& 如'素问-缪刺论 (云.)故络病

者$其痛与经脉缪处$故命曰缪刺&* !##刺经.即针

刺经脉俞穴之意& '素问-水热穴论( 提出治水 )五

十七穴* !其穴从尻至足$在身半之下& 即尻上五

行$行五者$共 #- 穴.伏兔上名二行$行五者$共 #'

穴.踝上各一行$行六者$共1# 穴#$均与肾之经脉有

关$困其穴为阴气所积聚$水液所入出$若水气稽留

则病水$通过针刺其俞穴可泄邪行水$故五十七穴均

能治水& !$#放血.指针刺放血疗法& 因血与水关

系密切$故适用于肿而血脉盛满患者$通过泻去其恶

血$达到)祛瘀生新* 以疗其肿& 此即'素问-针解

篇(和'灵枢-小针解 (所谓)出恶血* )去血瘀*之

类&

综上可知$'黄帝内经(对水肿的认识已有一定

的深度$开创了中医水肿的辨证施治先河$为后世医

家对其病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代医家对肾性水肿证治的发挥

在'黄帝内经(对此病认识的理论基础上$历代

多有医家对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研究与发挥&

#&"!秦汉时期!汉代张仲景+#,首次提出毒邪为患

可致水肿& 其所著'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

云.)风气相搏$风强则为隐疹$身体为痒$痒为泄

风$久为痂癞$气强则为水$难以俯仰& 风气相击$身

体洪肿$汗出乃愈&*说明了风热入搏于卫$邪毒)久

为痂癞*而成水肿的病理机制& 张仲景在继承'内

经(有关水肿分类的基础上$据其表里上下的病变

部位及发病机制$分述风水%皮水%正水%石水等证候

类型$从水气涉及五脏所表现出来的症状类归为心

水%肝水%肺水%皮水%肾水五型& 在治疗方面$张氏

进一步发挥'内经(理论$据水肿病位而因势利导$

提出了)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

发汗*的治疗方针$并创制出越婢汤%防己黄芪汤%

麻黄附子汤%十枣汤等效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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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唐时期!隋代巢元方强调了脾肾虚弱在水

肿病发病中的重要性$如'诸病源候论-水肿病诸侯

-通身肿候(云.)水病者$由肾脾俱虚故也*$)风水

病者$由脾肾气弱所为也*$)夫水肿病者$皆由荣卫

否涩$肾脾虚弱所为*

+$,

&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

方(中不仅对水肿的病因病机有所发挥$尤为难能

可贵的是首先提出水肿病人应少食盐或忌食盐的正

确主张$认识到水肿病的复发$同)不慎口味*有直

接关系& 孙氏还特别注重对水肿病预后的辨别$强

调)凡水肿有五不治.一%面肿苍黑是肝败$不治"

二%掌中无纹理是心败$不治"三%腹肿无纹理是肺

败$不治"四%阴肿不起是肾败$不治"五%脐满肿反者

是脾败$不治&*

+%,

#&$!宋元时期!刘完素提出湿热郁滞而致水肿的

病机$认为.)诸水肿者$湿热之相兼也& 如六月湿

热太甚$而庶物隆盛$水肿之象$明可见矣&*此外刘

氏还阐述了热毒致水肿的机理)妄谓脾虚不能制其

肾水者$但谓数下致之$又多有水液故也& 岂知巴豆

热毒耗损肾水阴气$则心火及脾土自甚$湿热相搏$

则怫郁痞隔$小便不利而水肿也* !'素问玄机原病

式-热类(#

+-,

& 朱丹溪认为前人对水肿分类过于繁

杂$主张将水肿病以阴阳分类$凡)遍身肿$烦渴$小

便赤涩$大便闭*者归属于阳水")遍身肿$不烦渴$

大便溏$小便少$不赤涩*归属于阴水& 他认为阳水

之治可从仲景发汗%利小便法$阴水之治则)宜补中

行湿利小便*!'丹溪心法-水肿(#&

+(,

#&%!明清时期!明代王肯堂从肝肾阴虚%相火化风

为肿立论$阐发阴虚水肿病发于内+),

& 张介宾对水

肿病病机的阐发也颇有见地$指出.)凡水肿等证$

乃肺%脾%肾三脏相干之病& 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

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其治在脾&

今肺虚则气不化精而化水$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克$

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水不归经而逆而上泛&*在

辨证治疗当中则主张若其病之已成$则需分辨其气

肿与水肿$若)随按而起$如按气囊*者为气分之肿"

)如糟如泥$按而散之$猝不能聚*者为水分之肿&

强调治肿者必先治水$治水者必先治气$若气不能化

则水必不利$)惟下焦之真气得行始能传化$惟下焦

之真水得位始能分清* !'景岳全书-肿胀(#

++,

& 清

代喻昌认为冒雨涉水或兼风寒暑气$或饥饱劳役$或

因久病%产后正虚$或疮毒内淫诸因素均可导致水

肿$对其病因作了全面的归纳+K,

& 唐容川认为)瘀

血流注亦发肿胀者$乃血变为成水之证$此如女子胞

水之变血& 男子胞血之变精$疮科血积之变脓也&

血既变水$即从水治之& //观于妇人入水分%血分

之说$则知血家所以多肿胀者$亦是水分%血分之病

也*!'血证论-肿胀(#& 沈金鳌将水肿按虚实来分

类$)先胀于内后肿于外者$小便赤涩$大便秘结$色

泽红亮$声音高爽$脉滑数而有力$实热也*$)凡实$

或六淫外客$或饮食内伤$阳邪急速$其至必暴$每成

于数日之间*者为实水")先肿于外后胀内者$小便

淡黄$大便不实$气色枯白$语言低怯$脉微细而无

力$虚寒也*$)凡虚$或情志多劳$或酒色过度$日积

月累$其来有渐$每成于经月之后*者为虚水&

+"',

综上所述可知$历代医家对肾性水肿的认识$相

对于'黄帝内经(时代$无论是理论抑或是临床都大

有发展& 概括而言$对此病病因的认识大致可分为

外感%内伤两端$或由风寒湿热邪气及疮毒内淫$或

因饥饱劳伤%七情郁损及久病体虚"对此病病机的认

识$多由上述原因导致肺脾肾三脏气化失司$水道不

能通调$三焦决渎失权$或气血瘀阻$血化为水$水湿

泛滥而成"对此病治疗的认识$汉唐以前主要是攻

逐%发汗%利小便$后世医家充实了健脾%补肾%温阳%

活血等扶正固本及攻补兼施之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黄帝内经(到历代医

家$对肾性水肿的证治逐步深化和完善$甚或在某些

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于后人把握肾性水肿的中医

诊断治疗$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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