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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肾为先天之本，中医五脏一体整体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肾与血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现行中医类教材中鲜有记载，

但肾与血的关系自古就有论述。笔者就肾与血的生理关系、病理关系和辨证论治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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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idney is the birth of the country,one of the five organs of TCM overall concept. Kidneys and blood are closely linked, 
although the current TCM class textbooks rarely documented,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idney and blood was scripted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idney and blood physiology,pathology an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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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天人相应、五脏一体、

形神一体的整体观念。肾为五脏之一、先天之本，又肾藏精，

为一身之本，故肾气、肾阴、肾阳又被称之为一身之气、一身

之阴阳。五脏中心主血脉，肺主制血，脾主统血，肝藏血。肾

精、肾气、肾阴、肾阳在人体生命活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肾

与血有也着密切的关系，肾对血的来源、组成、运行和生理、

病理以及血液类疾病的辨证论治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1   肾与血的生理 

1.1 肾在血来源上的生理作用     
从血的生成方面来讲，除了脾胃所化生的水谷精微以外，

肾精也是化生血的基本物质之一。《灵枢•决气》中说：“何谓血？

岐伯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血是人体内

极富营养作用的红色液态物质，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

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1]。肾为封藏之本，藏精是其主要的生理

功能。《素问•六节藏象论》中说：“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

处也。”《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肾

所藏之精即为先天之精。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血证》中说：

“人生之初，必从精始……而血即精之属也。”清代沈金鳌在

《伤寒论纲目•热入血室》中说：“肝藏血，肾生血，心主血，

脾统血，而其源则汇于冲，冲起肾下，与肾贴近，血之由冲而

出者，即如由而生，故曰肾生血，言肾所生，以冲即在肾下也”，

故冲脉血海之充盈全赖肾精之充足。《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上古

天真论》：“肾为水脏，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肾之精液，人

心化赤为血。”《普济方•五常大论》中也记载“精者，血之本也。”

的说法。所以说肾精也是化生血液的基本物质之一。另外，《黄

帝内经》中不同章节也散在着“肾主骨”“肾生髓”“骨髓坚固，

气血皆从”的论述，说明肾主骨生髓，髓生血，肯定了肾在血

化生中的重要作用[2]。 
1.2 肾在血组成上的生理作用 

血有营气和津液组成，但肾藏精，肾精充足，亦能化血。

《素问•逆调论》篇中讲：“肾者水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

清代张璐在《张氏医通•诸血门》中说：“气不耗，归精于肾而

为精，精不泄，归精于肝而化清血。”也就是说肾精不泄，输

于肝，在肝的作用下也可以化成血。“生之来者谓之精，精与

血皆为六一之所化”，肾精之于血如造血干细胞，存于血中，

并为生血之根源。故肾精也是血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肾在血运行上的生理作用 

《灵枢•营卫生会》曰：“营行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

五十而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血液的正常运行需心气

的推动、肺的节制、脾的统摄、肝之疏泄，五脏之中为何唯独

缺少肾的作用。其实肾对于血的运行的作用古代医家早已论

述，张景岳在《景岳全书•血证》中说：“生化于脾，总统于心，

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灌溉一身，无所不及。”血

液的运行离不开气的推动和固摄，心、肺、肝、脾在血液运行

中的作用也都是气的作用的一部分。《脾胃论•脾胃虚则九窍不

通论》指出：“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之精也。”肾气为一身之

气，故肾为气之根本，元气系于肾。元气推动脏腑气化和精血

津液之施泄输布。后世也有“元气者肾气也”的论述[3]。也就

是说血液的正常循行最根本的条件就是肾气的调控。《医林改

错》曰：“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

瘀。”，故肾气旺则帅血行，肾气固则血不妄行[4]。肾气足则帅

血行于脉中，肾气不足则五脏之气如无源之水，血病必发。故

对于血的生成和运行也有源于脾、生于心、合于肺、藏于肝、

根于肾的说法[5]。所以肾对于血的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 

2   肾与血的病理 

血的病理即血的失常。血的失常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个是血虚，血量不足导致血的濡养功能失常；另一个是血的运

行失常，或血瘀，或血液妄行，或出血。从肾与血的角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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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则是在于肾精、肾气、肾阴、肾阳对血的影响。 
2.1 肾精亏损则精不化血 

肾精作为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肾精亏损则精不化血，

血之化源不足而导致血虚。在临床病症中除了导致由血不濡养

脏腑组织、血不养神的面色无华、形体消瘦、心悸怔忡、失眠

多梦等症状外，还可能见到腰膝酸软、健忘、生育机能低下、

生长发育迟缓、早衰等肾精不足的症状。《类经•藏象》曰：“精

足则血足而发盛”，故肾精亏虚则发不壮，毛发枯黄。早在《灵

枢•邪气脏腑病形第四》中就记载了“肾脉……微涩为不月。”

即肾精亏虚导致的血枯闭经。 
2.2 肾气虚则运血无力 

肾气在血的失常方面首先体现在气与血的关系上。“气为

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对血有着的推动、温煦、化生、固

摄等作用。肾气为一身之气，总领五脏之气，肾气旺则血流通

畅。肾气虚则心之推动无力、脾之统摄失权、肝失疏泄、肺失

制节，从而导致气虚血瘀、气滞血瘀的疼痛，脉涩等血瘀证和

气不摄血的血尿、便血、瘀斑、瘀点、紫癜等出血症状。唐代·王

焘《外台秘要》中云：“脉涩无阳是肾气少。”说明肾气虚，无

力运血，血液运行缓慢涩滞则脉涩。 
2.3 肾阴虚则血虚、血行失常 

肾为水火之宅，主一身之阴阳。肾阴即一身之阴，对人体

具有静谧、凉润的作用。肾阴不足，阴虚则阳亢。阳亢则血行

加速，而致血行疾迫，甚至是出血；虚火炼阴，则血液黏稠，

血行滞涩。临床上常见面红舌赤、月经先期、心烦、咳血、呕

血、便血以及瘀血等症状。另外，丹家曰：“涕涶精津汗血液

七般灵物，总属阴。由此观之，则凡属水类，无非一六所化。”

精、血都属水，为肾阴所化，肾阴不足则则血亏，同时肾精也

会亏损，肾精亏损则血之化源不足而导致血虚。 
2.4 肾阳亏虚则血寒而凝 

肾阳又称之为元阳、真阳，是人体阳气的根本。阳虚则阴

盛，阴胜则寒。《素问•调经论》中说：“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

脉不通。”即“寒则血凝”，血凝即是血瘀之意。肾阳与血关系

在于的肾阳的温煦作用。肾阳不衰，肾阳温煦阴血，使阴血不

寒。肾阳亏虚则血脉失于温养，使血寒而凝，导致瘀血内阻和

疼痛以及肾阳虚衰的表现。 

3   肾与血的关系在辨证论治方面的体现 

3.1 肾虚血枯 
肾虚则肾之精气亏虚，肾精不足则血之化源不足，女子肾

气盛则月事以时下，虚则月事迟来，甚则闭经。早在内经时期

对于肾虚血枯就有体现，《内经》记载的十三个方剂中四乌铡

骨一芦茹丸就以补养精血、益肝肾、活血通经之法治疗血枯闭

经。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用“六味丸滋肾生血”。四物汤

作为补血养血的经典方剂亦用补肾之熟地黄为君，补血之当归

为臣药。现代学者以“补肾生血药”作用于阉割后公鸡和治疗

地中海贫血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6]。根据中医“理、法、方、

药”统一性的原则，在方药的角度充分体现了肾对血来源上的

关系。 
3.2 肾虚血瘀 

肾虚血瘀的理论自先秦时期即有零星的体现，到了明清时

期王清任等丰富了肾虚血瘀的理论，现代学者正式提出了“肾

虚血瘀证”的概念。肾虚血瘀，不仅常见肾虚导致血瘀的情形，

还包括肾虚与血瘀并见的情形，也有久病入络，由瘀致虚而成

的肾虚血瘀[7,8]。肾虚与血瘀二者互为因果，完善了肾脏病与血

证的病因病机理论。郑氏在辨证论治肾虚血瘀时，针对肾精亏

虚、肾阴肾阳不足、肾气不固、肾虚水犯等证型以左归丸、金

贵肾气丸、六味地黄丸等补益肾的方剂为主方进行治疗[9]。肾

虚血瘀理论从理法方药的角度全面体现了肾与血的关系，更体

现了“五脏一体观”全面性。 
肾与血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肾的精、气、阴、阳与血的关

系。肾之精、气、阴、阳与血的关系既可以体现在血的生成和

运行上又可以体现在当肾虚时导致血液的发病上，同时在辨证

论治的角度更客观的验证了肾与血的关系。通过对增加肾与血

关系的了解和应用，能够完善我们对五脏一体观的认识。能够

在临床诊断和治疗疾病特别是在肾病和血液疾病的诊治过程

中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具有广阔的前景，值得我们进一步加

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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