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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少阳、少阴分别作为三阳、三阴枢机对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影响，分析肝在人体枢机运转中的

作用，阐释肝与枢机失畅而致咳喘哮病机的相关性，并归纳小柴胡汤、四逆散分别作为三阳与三阴枢机主方治疗咳

喘哮的临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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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分别从肝肺的生理病理特点及常用

调肝理肺法；哮喘“风痰气瘀虚”病机与肝的相

关性；肝与他脏相合共同影响肺；肝气（阳）虚所致

咳喘哮的证治等 4 个维度探讨“肝与咳喘哮”的关
系[1-4]。而近年来临证过程中，越加认识到枢机在人
体的重要性及肝与枢机的密切关系，运用调肝燮枢

理肺法治疗咳喘哮也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就相关

体悟阐述如下。

1 阴阳枢机理论运用之重要

《说文解字》曰“枢，户枢也。”为掌管门开闭的

门轴；“机，主发。”即弓弩上负责发箭的机关；《尔

雅》更言“制动之主曰枢机。”将其喻为事物运动的

关键，制动的要位。

以古代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中医学一向强

调气血阴阳、气机升降出入在人体的重要性，如《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

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

必求其本。”《素问·调经论》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

耳。”《素问·六微旨大论》言“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

降息则气立孤危……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但

人体气血阴阳、气机升降出入不仅依赖于相关脏

器，亦离不开枢机的运转离合。“枢机”可以理解为

人体阴阳表里、气机升降出入之动轴，也是维护气

血阴阳平衡的重要机关。当然，枢机功能正常运行

与气血阴阳、脏腑经络密切相关。阴阳气血是构成

人体的物质基础，“阳主动，阴主静”“阳化气、阴成

形”。“阳气”是枢机运转的动力，“阴血”为枢机运转

的物质保障。人体通过脏腑功能及脏腑经络之间的

密切联系也在维持着枢机的转枢离合功能正常。

枢机理论首见于《素问·阴阳离合论》及《灵枢·

根结》篇，前者曰“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

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

阖，少阴为枢。”后者再次明确“三阳三阴之开阖

枢”，从此确立了少阳、少阴为人体阴阳运转离合的

枢机。后世医家虽有将脾胃[5]或厥阴 [6]作为枢机立
论，但总体而言，少阳、少阴分别为三阳与三阴之枢

仍为多数医家所共识[7-8]。医圣张仲景开六经八纲辨
证之先河，笔者认为这正是《内经》开阖枢理论的运

用与发挥，尤其张仲景辨治少阳病、少阴病运转枢

机的理、证、法、方药，一直在启迪后世广泛运用，让

枢机理论更具临床实践意义。

经后世医家不断补充发展，枢机理论广受重

视。遵《黄帝内经》开阖枢之意，在以下解析中，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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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少阴不仅含有医圣《伤寒论》六经辨证中少阳、

少阴病证治，更多是从经络与脏腑层面来阐释枢机

作用及其与肝的关系。

1.1 三阳之枢 三阳在外。“太阳为开”，将阳气布

散于外，温分肉、充皮肤、肥凑理，调和营卫；“阳明

为阖”，将阳气缓聚于里，受纳腐熟水谷，通降胃肠；

“少阳为枢”，主半表半里，司开阖，调控阳气出入，

主内外离合，通达于上中下三焦，疏泄气血津液于

全身，正如张景岳所言“少阳主枢，可称作是阳气在

表里之间，可出可入，如枢机也。”

少阳为阳枢。从经络而言，包括手少阳三焦经、

足少阳胆经；从脏腑而言，含三焦与胆两腑。脏腑经

络，表里相关，互相络属，共主少阳之能。肝胆秉“少

阳春生之气”。《素问·六节藏象论》，故胆腑升发阳

气，具有启动少阳枢机之功；三焦为“决渎之官，水

道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言：“人生之气化以三

焦部位为总纲”。《医学衷中参西录》言：三焦道路畅

通，兼有维持枢机运转之功。胆与三焦，枢路相辅，

沟通脏腑与枢机间的联系，以畅气机、和表里、运津

水、安内外。

1.2 三阴之枢 三阴在内。太阴为开，宣化通调，运

化水谷，化生精微；厥阴为阖，集聚阴气，阴尽阳生，

阴阳交济（肝、心包）；少阴为枢，主升降离合，交通

上下，转枢阴阳。

少阴为三阴之枢。从经络而言，包括手少阴心

经、足少阴肾经，并含手少阴心与足少阴肾两脏。心

肾为水火之宅，心火下降则肾水不寒，肾水上升则

心火不亢。正如《景岳全书》所言“水火既济，阴阳业

和，精气自固”。可见，水升火降，心肾交济，气化乃

成。少阴枢机运转正常，一气周流，亦为生命提供原

动力。

总之，少阳为三阳之枢，调控阳气之出入，促其

输布与敛聚，沟通表里内外；少阴为三阴之枢，交通

心肾之水火，调和阴阳上下。两者共同作用，以济水

火、平阴阳、利气机、畅气血。

2 肝与阴阳枢机关系之密切

2.1 生理相关

2.1.1 肝胆三焦共司少阳枢机畅运 从五行而言，

“肝为乙木，胆为甲木”（《儒门事亲》）。“乙木主升，

甲木主降”（《四圣心源》）。《素问》更言“凡此十一

脏，皆取决于胆。”既突出了胆的启枢作用，亦隐喻

了肝胆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经络而言，足厥阴肝经

与足少阳胆经相互络属，互为表里；从位置言，“胆

在肝叶之下，肝之庇荫若母子”（《李冠仙医案》）。且

“肝之余气，溢入于胆，聚而成精”（《脉诀》）。胆功能

的发挥与启枢作用均离不开肝。

“三焦为元气之别使，亦自完其阴中达阳之用

也”（《本草述钩元》）。同时，“三焦者，虽为水渎之

府，而实总护诸阳，亦称相火，是又水中之火府”

（《类经》）。作为人体元气、相火、津液运行的通道，

三焦为气化的重要场所。而肝“与三焦同司相火”

《南病别鉴》。木性条达则“少火生气”，气化如常，路

径畅达，有助于发挥少阳转枢功能，正如《医门补

要》所言“相火内寄于肝，人身气血流贯百骸”。亦如

《金匮要略解》所载“肝主疏泄，津液微生，小便

续通”。

2.1.2 肝助心肾共主少阴枢机运转 肝肾乙癸同

源。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生。肝血与肾阴相互滋

养，肝肾相生。肝心五行相关，共司气血运行。肝属

木，心属火，木生火，两者为母子关系；肝藏血，心主

血，肝主调气，心主运血，功能正常，则气血运行流

畅。肝之体用正常促使少阴之枢运转，气机升降有

度，心肾相交，水火既济，正如《读医随笔》曰“肝者，

贯阴阳，统气血……握升降之枢。”

另外，“合肾与脾以上至于肺者，肝也；合心与

胃以下至于肝者，肺也”（《本草述》）。肝行肾水，木

性条达则肾水能随肝升之性，上济于心；肺降心火，

金性清肃则心火则能随肺降之性，下济于肾。同时，

“性主疏泄者肝也，职司敷布者肺也”（《王氏医案三

编》），肝升肺降的气机运动在少阴枢机功能中也发

挥重要作用，亦如清代医家刘若金所言“水火者，阴

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始终也。”

可以说，心肾水火为少阴枢机运转提供了动

力，而肝升肺降则保障了少阴枢机运转的正常。肺

受外邪，肺失宣肃，肺气不降，不仅使肝气不升，更

引起少阳枢机不利。可见，少阳、少阴枢机与肝肺关

系尤为密切。

2.2 病理相联及肺

2.2.1 少阳枢机障碍及肺 胆降肝升，运转枢机。

肝藏血，体阴用阳。若肝血、肝阴不足，或肝气无力，

主枢无能，肝胆升降平衡被打破。一方面，枢机开阖

不利，肝不升而肺不降，肺气上逆，诱发咳喘；另一

方面，肝胆气血不能在三焦内正常敷布，气化不利，

寒湿内蕴，或聚成伏痰，痰与气结，闭拒气道，而成

哮喘之基；或当外邪袭表，营卫失和，肺失宣肃，肝

向上、向外升散疏泄之道路受阻，气机郁滞，咳喘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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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加重，而肝郁日久或气郁化火，伤及肺络，肺之宣

降难复，则咳喘哮难愈。

2.2.2 少阴枢机障碍及肺 少阴枢机不利多与肝

的疏泄有关。肝之疏泄有太过与不及之别，“太过则

旺，不能疏泄则郁”（《靖庵说医》）。如疏泄无力，气

机不畅，热郁于内，不能外达。营卫不和，易于外感。

又气结火郁，灼伤肺络，宣降失常，可致咳喘哮；而

疏泄太过，木火化风，既可木火刑金，又易内风招引

外风[9]，风摇钟鸣，而形成上热下寒，寒热错杂之证。
心火独亢于上，火犯肺金，则肺失清肃之性；脾肾虚

寒于下，则易成痰饮湿浊之体，痰浊贮肺，故咳喘哮

迁延难愈。具体示意见图 1。

阴阳枢机分别负责调节气之升降与出入，不仅

两者相关，且皆通过肝而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少阳

枢机不利，阳气失于敷布，肝疏泄无能，肾水不能上

达，又可损及少阴枢机；而少阴枢机不利，心肾不

交，“君火不明，则相火烈焰冲天”（《理虚元鉴》）。火

不归原，胆火不降，不能启枢；水寒木郁，三焦湿阻，

道路不畅，又可影响少阳枢机。

3 调肝燮枢理肺法方之应用

临床中，凡因外感或内伤产生的风、痰、郁、瘀、

虚诸邪，一旦延及肺脏引发咳喘哮诸症，皆可通过

调肝燮枢理肺法治之。因临床见证繁多，难以一一

列举，现将调理阴阳枢机主方在临床中的运用简析

如下。

3.1 三阳枢机主方 “小柴胡汤为少阳枢机之剂，

和解表里之总方也。”（《伤寒附翼》）。许宏在《金镜

内台方议》更言“小柴胡汤，上通天庭，下彻地户，此

非智谋之士，其孰能变化而通机乎。”因其具有沟通

表里，调畅枢机之能，故临床在咳喘哮的治疗中应

用广泛。

当外邪袭表，营卫不和（卫闭营郁或卫强营

弱），可与麻黄剂或桂枝汤合用；当邪气入里，表里

同病，又可施以三阳合治之法，太阳少阳阳明同调，

以小柴胡汤作为枢纽，调畅三阳，散外邪，清郁热，

促进阴阳平衡；当三焦水道不通，寒湿水饮弥漫或

痰火湿热侵淫，而致少阳枢机不畅，可在姜辛味剂

（小青龙汤、射干麻黄汤）或温病清化湿热之品（连

朴饮、甘露消毒丹）的基础上合用小柴胡汤，以畅达

三焦，调理枢机。

小柴胡汤正是从调理阳枢入手，畅达表里、肝

肺同调、扶正祛邪，以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充分发

挥经方与验方合方之优势。

3.2 三阴枢机主方 四逆散出自《伤寒论》，主治少

阴病四肢厥冷，陈修园概括“厥，以手足厥冷而言。

阳厥用四逆散，阴厥用四逆汤”。少阴的枢机功能主

要体现在交通心肾，沟通阴阳，作为调理少阴枢机

的重要方剂，四逆散未用温阳或育阴之品，而全在

调畅肝气，调理气血。临床四逆散所治之四肢厥冷，

不在于少阴阳虚，而在于气血郁滞不通，肝胆疏泄

不利，少阴枢机运转失常。正如刘渡舟老师所言“四

逆散是治疗少阴阳气郁遏，枢机不利而致四肢厥冷

之主方”。

四逆散全方仅四味药，柴胡疏肝气，芍药降胆

火，枳实解郁气，甘草缓肝急。气血疏通，表里和解，

则内热自散，外厥自除；枢机通利，气机调畅，则诸

病皆愈，咳喘自平。逍遥散、柴胡疏肝散、血府逐瘀

汤等多张古今名方均在四逆散基础上加减化裁而

来，可见其用之广，在临床治疗肺的咳喘哮时，喜用

四逆散加减化裁，也每每取效。具体临证时，需根据

肝气郁结原因之不同（气血阴阳虚损或湿热、寒湿、

气滞、血瘀等因素），以四逆散为基础进行合方，且

加入宣降肺气之品，疗效更佳。

3.3 阴阳枢机同调 如上所述，小柴胡汤与四逆散

分别为调理三阳与三阴枢机的主方。少阳枢机不

利，每多兼有郁火，所以小柴胡汤以黄芩清之；少阴

枢机不利，往往气血阴阳不利，所以四逆散以柴枳

芍草调之。而两方均使用“调肝要药”柴胡，也凸显

了调肝对于阴阳枢机调理之重要。

临床中，少阳与少阴同时枢转不利在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中亦不少见。如久病少阴枢机不利，心肾

不交，气血凝滞，本应以四逆散畅达气血，调理枢

机，而此时如感外邪，咳喘加重，营卫失和，多伴有

少阳枢机不畅，可合用小柴胡汤，阴阳枢机同调，往

往取得更好的效果。

因临床咳喘哮病因复杂，见证繁多，在上述三

个方面的阐述中，侧重强调阴阳枢机方的重要性及

应用原则，未将所有可能见证一一列举。临证中，可

图 1 肝肺枢机病理相关示意图

419



天 津 中 医 药 大 学 学 报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栽蚤葬灶躁蚤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燥枣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第 41卷 第 4期
圆园22年 8月

灾燥造援41 晕燥援4
Aug援2园22

The fifth discussion about liver and cough and asthma院the importance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iver and pivot

WU Weiping1袁GAO We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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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haoyang and Shaoyin as three yang and three yin pivots on the normal life
activities of human body袁analyze the role of liver in the operation of human body爷s pivot袁explai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iver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cough and asthma caused by the failure of the pivot袁and summarize the
clinical thinking of Xiaochaihu Decoction and Sini Powder as the three yang and three yin pivots respectively in the
treatment of cough and asthma.
Keywords院cough and asthma曰liver曰Shaoyang曰Shaoyin曰pivot曰Xiaochaihu Decoction曰Sini powder

根据具体病因，四诊合参，圆机活法，灵活应用。

总之，在临床诊治咳喘哮时，主张以辨证为前

提，在明确疾病病机特点、临床分期及病势缓急的

基础上，准确分析阴阳枢机运转状况，灵活应用阴

阳枢机主方，阴阳枢机分治或阴阳枢机同调，必要

时可酌情加入宣降肺气之品，或合化痰祛风行血之

药，共复气机升降出入之常，以促进咳喘哮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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