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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肝脾理论源于叶黄帝内经曳叶难经曳袁是指导

现代中医临床重要的理论之一遥 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所致的继发性肝损伤渊以下简称野继发性肝损伤冶冤是
指肝脏在遭受原有致病因素渊如病毒尧酒精尧肝毒药

等冤损伤后袁肝脏及肠道功能受损致肠源性内毒素血

症渊intestinal endotoxemia袁IETM冤形成袁并反过来对

肝脏造成严重的二次损伤袁 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加剧

肝损伤发展的一系列病理演变总和[1]遥 该病理演变

过程包含多个环节袁十分复杂袁是导致肝功能衰竭的

关键因素之一遥该损伤可出现在各类肝病过程中袁归
属中医学野黄疸冶尧野胁痛冶尧野积聚冶尧野臌胀冶及野肝岩冶
范畴袁病因与湿尧热尧瘀尧毒有关袁病机主要为肝郁脾

虚尧湿热内蕴尧热毒炽盛尧毒瘀互结袁肝病实脾治则贯

穿于治疗全程遥 本文运用肝脾理论相关内容剖析继

发性肝损伤的发生机制及治疗思路袁 浅析肝脾理论

的现代生物学基础遥
1 中医野脾冶与西医野肠冶相关

叶素问窑灵兰秘典论曳云[2]17院野脾胃者袁仓廪之官袁
五味出焉遥冶脾主运化水谷袁其气主升曰胃主受纳和腐

熟水谷袁其气通降袁二者水谷纳运相得尧气机升降相

因袁使食物的消化吸收及精微的输布得以完成遥中医

常以野脾胃冶概括人体消化吸收功能袁正如张介宾叶类
经窑藏象类曳云[3]院野脾主运化袁胃司受纳袁通主水谷遥 冶
中医的野脾胃冶包括大小肠功能遥 叶素问窑六节藏象论

第九曳云[2]20院野脾尧胃尧大肠尧小肠尧三焦尧膀胱者袁仓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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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袁噎噎冶小肠主受盛化物和泌别清浊袁大肠主传

化糟粕袁大小肠生理功能的正常运行离不开野脾主运

化冶袁食物的消化必须经脾气的推动尧激发作用曰脾胃

为脏腑气机上下升降的枢纽袁野精微冶的输布尧野糟粕冶
的下传皆需要脾胃一升一降的推动作用遥 大小肠功

能是野脾主运化冶尧野胃主通降冶的一部分袁是脾胃功能

的进一步延伸遥 由此看来袁中医的野脾冶功能包含了

胃尧小肠及大肠功能遥
西医学理论中的野脾冶是人体中最大的淋巴器

官袁主要功能是过滤和储存血液袁与中医野脾冶的概念

截然不同袁本文探讨的野脾冶是指中医主运化的脾而

非主统血的脾袁主统血的脾与西医脾脏过滤和储存

血液有一定联系袁本文不涉及讨论遥 西医学的胃尧大
肠尧小肠是消化系统主要组成器官袁主要生理功能是

摄取尧转运尧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尧排泄废物遥 可见袁
西医学野胃肠冶之消化功能与中医学野脾胃冶之主运化

受纳功能有相关性袁肝脾理论中的肝脾关系则可表

现为西医学中肝与肠道在生理及病理上的联系遥

2 肝脾理论与继发性肝损伤相关的现代生物

学体现

2.1 大小肠功能与 IBF尧胆汁酸的肠肝循环

肠道黏膜屏障功能渊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IBF冤 是指肠道能够防止肠内的有害物质如细菌和

毒素穿过肠黏膜进入人体内其他组织尧器官和血液

循环的结构和功能的总和遥该功能是阻止继发性肝

损伤形成的关键因素袁它作为阻止 IETM 形成的第

一道屏障袁将细菌或内毒素等类似野糟粕冶限制在肠

内而不被血液吸收的过程可归于 野泌别清浊冶尧野传
化糟粕冶的功能遥另外袁小肠的野泌别清浊冶也在胆汁

酸的肠肝循环中有所体现遥胆汁酸是胆固醇的代谢

产物袁以结合型胆汁酸的形式由肝脏分泌并随胆汁

进入肠腔袁 经肠道细菌酶的转化成游离型胆汁酸

后袁 绝大部分被小肠重吸收再经门静脉进入肝脏袁
而不能被重吸收的部分则进入大肠后随粪便排出

体外遥 此过程与 IETM 密切相关袁这是因为胆汁酸

的利用是机体抑制细菌过度增殖的机制之一袁其
渊结合型冤在肠道内的去结合尧去羟基的过程对细菌

具有抑制作用[4]袁因此可以降低发生细菌移位的概

率而减少 IETM 的发生袁从而保护肝脏遥 由此可见袁
与继发性肝损伤相联系袁小肠野泌别清浊冶尧大肠野传
化糟粕冶 功能的现代生物学基础与 IBF 及胆汁酸的

肠肝循环有关遥

2.2 肝脾功能相互为用与肠-肝轴学说之肝脏与肠

道免疫功能相互依赖

上文提到的脾主运化尧胃主受纳的功能袁中医学

认为不仅靠脾胃二脏就能完成袁 肝脏在其中亦发挥

重要作用袁有肝脾二者功能相互为用之说遥叶素问窑宝

命全形论曳云[2]53院野土得木而达遥 冶脾之健运有赖于肝

疏泄功能正常袁肝疏泄功能正常袁则脾胃升降有序袁
水谷精微的吸收及传输才能得以完成曰脾胃为野气血

生化之源冶尧野后天之本冶袁脾气健旺袁运化正常袁水谷

精微充足袁肝体得以濡养而使肝气冲和条达袁其疏泄

功能才能得以正常发挥遥 西医学中肝脏与肠道在解

剖学尧血液循环尧免疫功能等方面关系密切遥 Marshall[5]
1998 年提出的野肠-肝轴冶学说中指出袁肝脏与肠道在

免疫功能方面相互依赖尧影响袁两者为对方免疫功能的

完整提供了必要条件遥就继发性肝损伤的形成来说袁二
者关系也正是体现在免疫防御方面袁IBF 是防止内毒

素进入体循环的第一防线袁 而肝脏是机体重要的解毒

器官袁对于那些逃逸 IBF的内毒素袁肝脏的固有免疫系

统则构成第二防线袁 通过肝库普弗细胞以胞饮的形式

将其吞噬[6]遥 这两道防线相互依赖袁共同维持机体内环

境的稳定袁无论是哪道防线的破坏袁最终皆导致 IETM
的形成遥 可见袁西医学野肠-肝轴冶学说中肝脏与肠道免

疫功能相互依赖是与中医野肝脾功能相互为用冶有关的

现代生物学基础遥
2.3 肝脾病变相互影响与 IBF 障碍和肝损伤间的

恶性循环

肝脾在病理上相互传变袁包括野肝病传脾冶尧野脾
病传肝冶遥 叶素问窑气交变大论曳云[2]139院野岁木太过袁风
气流行袁脾土受邪袁民病飧泄食减袁体重烦冤袁肠鸣腹

支满袁噎噎冶肝失疏泄袁气机郁滞袁导致脾运化失司袁
出现精神抑郁袁胸闷太息嗳气呕吐袁纳呆腹胀袁肠鸣

泄泻的症状袁后期累及脾肾功能可见水湿内停袁发为

胁痛尧痞满尧黄疸尧积聚尧臌胀等袁此为野肝病传脾冶曰
叶素问窑气交变大论曳云[2]141院野岁土不及袁噎噎袁民病飧

泄霍乱袁体重腹痛袁筋骨繇复袁肌肉瞤酸袁善怒遥 冶叶素
问窑至真要大论曳云[2]188院野诸湿肿满袁皆属于脾冶袁脾失

健运亦可影响肝之疏泄功能袁形成野土壅木郁冶之证袁
或因脾虚生湿化热袁湿热郁蒸肝胆袁则可形成黄疸袁
此为野脾病传肝冶遥 IBF 障碍是继发性肝损伤形成的

重要机制之一遥 肠道屏障受损后袁肠通透性增高袁细
菌移位尧内毒素进入门静脉系统袁激活肝内库普弗细

胞释放大量炎性因子袁造成肝脏损伤及炎症反应袁此
过程与野脾病传肝冶相关曰另一方面袁这些炎性因子尤

其是肿瘤坏死因子 琢 可通过免疫机制破坏肠黏膜机

械屏障[7-8]袁进一步损伤 IBF袁加剧肝损伤袁形成恶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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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袁又与野肝病传脾冶有一定联系遥 从临床表现来看袁
继发性肝损伤的患者可有厌食油腻尧 恶心欲呕尧胁
痛尧黄疸尧便溏等表现袁若进一步发展为肝硬化失代

偿期袁患者可出现食欲明显减退袁易饱胀袁恶心呕吐袁
腹水等袁亦与中医之野肝病传脾冶尧野脾病传肝冶所描述

的临床表现相符遥 由此得出袁野肝脾病变相互影响冶的
现代生物学基础与 IBF 障碍和肝损伤之间的恶性循

环密切相关遥
3 肝病实脾法则在继发性肝损伤治疗中的体现

中医学治疗疾病历来非常重视保护脾胃功能袁
叶素问窑平人气象论曳云[2]34院野人无胃气曰逆袁逆者死

噎噎冶肝病实脾理论最早见于叶难经窑七十七难曳[9]院
野所谓治未病者袁见肝之病袁则知肝当传之于脾袁故
先实其脾气袁噎噎冶遥 东汉张仲景继承并发展了叶难
经曳 肝病实脾思想袁叶金匮要略窑脏腑经络先后病脉

证曳云 [10]3院野夫治未病者袁见肝之病袁知肝传脾袁当先

实脾袁噎噎冶野脾实袁则肝自愈冶袁并认为黄疸病与脾密

切相关袁叶金匮要略窑黄疸病脉证并治曳云[10]58院野脾色

必黄冶尧野黄家所得袁从湿得之冶袁故在治疗时非常重视

调理脾胃遥仲景治疗湿热黄疸代表方剂为茵陈蒿汤袁
该方由茵陈蒿尧栀子尧大黄组成袁而大黄已被证实可

通过保护 IBF 的机械屏障 [11]尧免疫屏障 [12]尧生物屏

障[13]及化学屏障[14]来维持 IBF 功能袁从而减少 IETM
的发生袁最终达到保护肝脏的目的遥 现代实验研究

也证实[15]袁肝病实脾法可通过增强胃肠动力提高胃

动素水平袁改善 IETM 来治疗慢加急性肝衰竭大鼠遥
笔者认为袁继发性肝损伤的产生属野正虚邪实冶袁脾胃

运化功能失司是重要的发病基础之一袁 病因与湿尧
热尧瘀尧毒有关袁故在辨证施治时主张扶正与祛邪兼

顾袁达野扶正以祛邪尧祛邪以扶正冶的目的遥 其中扶正

主要以恢复正常的脾胃功能为主袁临床多用西洋参尧
黄芪尧白术尧茯苓等健脾益气之品袁所谓野实脾冶曰更十

分强调饮食的重要性袁提倡患者以白米粥为主食袁配
合时令蔬果袁选择优质蛋白并严格控制其剂量袁所谓

野顾护胃气冶遥 针对病理产物袁主要以清热祛湿尧化瘀

解毒为大法以祛邪袁以清热解毒化浊片为代表袁治疗

湿热并重之肝病疗效显著袁且通过临床研究证实[16]袁
其机制亦与降低血浆内毒素水平袁终止肝损伤恶性

循环有关遥 目前袁西医学者已广泛认同 IETM 是加剧

肝脏损伤向肝衰竭发展的重要因素袁其对于肝损伤

的治疗亦越来越重视保护胃肠道屏障功能袁诸多研

究将调整肠道黏膜屏障的制剂如谷氨酰胺[17]尧双歧

三联活菌制剂[18]尧乳果糖[19]等运用于临床实践袁这种

从改善 IBF 来预防 IETM 的形成袁 减少肝脏二次损

伤的发生袁最终减轻肝脏损伤的治疗手法袁体现了中

医野肝病实脾冶的治疗思想遥
综上所述袁 继发性肝损伤发生机制及治疗思路

是中医肝脾理论的现代生物学基础体现遥 说明中医

理论与西医理论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袁 该内在联系

的阐明有利于理解中医科学内涵袁 亦可为西医临床

治疗疾病时借鉴中医治疗理念方面开阔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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