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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肾相关理论的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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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为先天之本
“ ,

脾为后天之本
” ,

脾与肾为中医藏象体

系中重要 的两脏
。

脾肾同病可见于临床各科病症而颇受重

视
,

脾肾相关理论对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

上相互影响
,

临床上常见脾病传肾
、

肾病传脾而最终表现为脾

肾同病的病理状态
。

尤其是肾阳虚发展阶段所呈现的病象常

辨证为脾肾阳虚证
,

肾虚证是脾虚证的进一步发展
。

1 历代医家重视脾肾相关理论

脾肾相关理论肇始于(黄帝内经》
。

《素问
·

五脏生成篇》

曰 : “

肾之合骨也
,

其荣发也
,

其主脾也
。 ”

仲景据内经之旨
,

在

论述太阴病
、

少阴病时对脾肾相关加以发挥
。

由于太阴虚寒

和少阴寒化证多以阳虚为主要病理特点
,

肾阳虚是脾阳虚的

进一步发展
。

因此仲景确立了温脾为主兼以温肾
、

温肾为主

兼以温脾及温脾以治肾等多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

为后世脾肾

同治开启了源头
。

后世医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脾肾相关理论

嗣后
,

明代医家对脾肾关系的研究更趋深人
。

如薛已在

《内经)’’治病求本
”
和

“

虚则补之
”

的治疗原则基础上
,

认为调

治脾肾为治本的关键
。

景岳将脾与肾视为人身之本
。

称
“

脾

为五脏之根本
” 、 “

肾为五脏之化源
” 。

张氏重视脾与肾各自的

功能发挥
,

但也突出脾与肾之间的相互关系
,

力主
“

水谷之海
,

本赖先天为主
,

而精血之海
,

又必赖后天为之资
” 。

温补学派

巨匠赵献可
,

更是以
“

养火
”

为主
,

他更加强调脾胃无命火温

煦
,

则不能蒸腐水谷
,

赵氏的论点
,

基本上是延伸了严用和补

肾论
。

从以上可以看出
,

历代医家对脾肾相关的论述可谓仁

者见仁
、

智者见智
。

他们不断丰富了脾肾相关的理论
。

2 脾肾在生理病理方面广泛联系

在中医藏象理论中
,

脾阳根于肾阳
,

脾的阴阳皆以肾水肾

火为根蒂
。

脾阳赖肾阳温煦而生化精微
,

脾土得肾水濡养而

健运不息
。

本文在挖掘和整理古
、

今文献的基础上
,

认为脾肾

在生理病理方面广泛相关
。

脾肾两脏还在气血的生成有密切

的联系
,

现代医学认为骨髓具有造血功能
,

血液系统疾病临床

上越来越多地重视补益脾肾
。

在生殖发育及性功能方面
,

本

文揭示古代医家十分重视脾肾在这方面的作用
,

这便打破了

单一肾主生殖之说
,

对临床治疗不孕症
、

性功能障碍及小儿发

育迟缓等进行脾肾同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

谈及
“

涎
” 、 “

唾
” ,

多

数学者会引用(素问
·

宜明五气篇》所说
: “

脾为涎
” 、“

肾为唾
” 。

而现代研究表明
“

涎
” “

唾
”

为脾肾所共主
,

五版《中医基础理

论》认为
: “

唾液中较清稀的称作涎
” 、 “
唾液中较稠厚的称作

唾
”
川

。

这也符合临床实际
,

多唾与多涎证从脾肾论治收效 良

多
。

临床上见到一些精神分裂证患者
,

思维紊乱
、

注意力不集

中
,

从脾肾调治取得了好的疗效
。

脾肾生理上密切相关
,

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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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脾肾同治是临证大法

脾肾协同对水液的吸收
、

输布
、

排泄有重要作用
。

特别是

笔者对《临床中医内科学))[
Zj中 13 个类别 163 种疾病的证型

、

症状及方药进行了统计分析
,

发现有 41 种疾病在其发展过程

中可出现脾肾同病的证型
。

在泌尿系统疾病中有急性肾功能

衰蝎
、

尿酸肾病
、

慢性肾功能衰竭
、

糖尿病肾病
、

慢性肾小球肾

炎
、

肾病综合症
、

隐匿性肾炎
、

慢性肾盂肾炎
、

过敏性紫瘫性肾

炎
、

泌尿系统结石
、

前列腺炎等 11 种疾病中出现脾肾同病
,

所

谓扶正培本即健脾补肾
,

许多健脾方药配有补肾药
,

补肾方中

配有健脾药
,

亦即此理
。

例如临床上血液系统疾病如再生障

碍性贫血
、

缺铁性贫血
、

溶血性贫血
、

过敏性紫瘫
、

白细胞减少

症与粒细胞缺乏症
、

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斑血液系统的病

越来越多地重视补益脾肾
。

汤方中补肾的真武汤
、

肾气丸
、

济生肾气丸
、

右归丸常与

补脾的理中汤 /丸
、

实脾饮
、

附子汤
、

补中益气汤
、

参荃白术散
、

荃桂术甘汤等常常合用以脾肾同治
,

多为温阳利水
。

中药频

次超过 10 次的有获菩
、

泽泻两味利水药
,

其余大都为温脾肾

之阳药
,

说明不管从病症与方药来看
,

中医水肿病症多以脾肾

同治为其大法
。

另有一味熟地黄频次较多
,

其能补脾肾之阴

血
,

显示临床上脾肾阴虚是存在而不可忽视的
。

4 脾肾相关的实质研究及假说

对于脾肾相关证型的实验研究 目前大多集中于对脾肾阳

虚证
、

脾肾阴虚证的探讨
,

实验大多从免疫学
、

内分泌方面着

手
,

指出脾
、

肾虚证均出现免疫功能低下的状态
。

采用温补培

元方对实验组予以治疗后
,

可使脾肾阳虚证小鼠红细胞免疫

功能发生改变[s, 4 ]
。

也有学者从微量元素
、

激素水平等方面探

讨了解
、

肾的相关性
。

脾虚模型组门 正常
,

”
、

T4 虽也降低
,

但不如肾虚模型组明显
,

甲状腺轴功能部分受损
。

肾虚模型

组予以补肾
,

脾虚模型组予以补脾能使上述改变恢复 ;而肾虚

模型组予补脾
,

脾虚模型组予以补肾也有作用
,

说明脾肾之间

密切相关[5, 6]
。

有学者研究了脾肾阴虚证患者血清铜
、

锌含量

的变化
,

及铁可能是脾与肾关系至关重要的生化物质基础之

一 [v]
。

通过上述实验
,

我们认为对脾肾相关证型的研究还可

进一步完善
、

提高
。

如在造模方法上应尽可能接近中医理论

的病因
,

在观察指标的确定上应根据中医理论选择有相关性
、

特异性强的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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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护理本科生写毕业论文是非常必要的
,

有必要长期坚

持下去
:

在实习期间撰写毕业论文能使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

题
,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助于其了解护理学科的发展状

况
,

开拓思路
,

更好的理解和巩固学习的内容[s1
。

通过这次科

研训练
,

学生普遍认为毕业论文锻炼了自己的科研思维
,

有很

大的收获
,

使自己具备了护理科研的初步能力
,

为将来临床工

作中搞护理科研奠定了基础
。

学生亲身体会
, “

护理科研是一

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

通过亲自实践
,

不但掌握了论文的写作过

程
,

而且从中收集学习到很多知识
,

并且可以了解国内外的最

新动态
” ,

尽管学生知道作毕业论文存在很多的困难
,

但是在

开放式问题的回答中有 78
.

20 %的学生对毕业论文持赞同的

态度
,

所以对护理本科生在生产实习期间完成一篇毕业论文

是极其必要的
,

希望护理学院能将此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并

能开展的更好
。

从长远来看
,

能够提高护士队伍的护理科研

能力和素质
,

使本科护理开展的更有意义
、

有价值
。

3
.

3
,

2 提高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各项素质
:

指导教师要有丰

富的科研实践经验
,

对护理科研实践的各个环节非常熟悉
。

在指导毕业论文之前要对所有的指导教师进行统一的培训
,

包括毕业论文的各个步骤
,

每个步骤应达到的要求
,

统计学方

法
,

资料收集方法
,

制定指导老师的评定标准
,

可以通过考核

的方法选择论文指导教师以保证学生在护理科研实践中得到

锻炼
,

培养其应具备的能力
。

3
.

3
.

3 加强毕业论文教学的管理工作
:

学院应在学生进行护

理科研训练前期
,

中期
,

后期进行全程监督和管理
。

首先
,

了

解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心理
,

讲解论文写作在护理工作

中的意义
,

让学生从思想上重视这一科研训练 ; 其次
,

合理安

排实习与毕业论文实践的时间
,

使同学们有充分的时间去准

备论文 ;然后
,

制定护理科研实践大纲
,

明确每一段时期内的

实习内容与要求
,

并且在每一阶段都要进行监督检查
,

如第 1

一 10 周完成论文选题
,

研究背景与意义
、

研究 目的
,

第 n 一 14

周完成文献综述
,

第 巧 一 20 周完成研究设计
,

确定并完成抽样

和收集资料的方法
、

工具
,

第 21 一 32 周完成收集资料
、

数据统

计分析
、

对结果进行讨论
、

完成整篇论文
。

3
.

4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研究虽然分析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知情况
,

但作为

一项调查研究 76 份的样本量不足
。

调查试用范围存在局限

性
,

可能在一些阐述的观点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

4 结论

科学研究对护理专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

护理学科必

须具备自己独特的理论
,

并以科研成果不断充实与发展理

论[6]
。

截至 2(X) 5 年本科毕业生仅占全国 n 6 万护理人员的 0
.

26 % [,]
,

护理事业要发展
,

要出成果
,

必须培养相应的科研人

才
。

护理本科教育日益繁荣
,

探索如何提高本科护生的护理

科研水平迫在眉睫
,

怎样让学生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应引起更

高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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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中的脾与肾在生长发育与衰老
、

饮食物的消化吸

收
、

血液生成以及水液代谢等诸多方面均有密切的联系
,

都涉

及西医的多个系统和器官
,

尤其表现在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系

统等方面
。

沈自尹等通过补肾与健脾对免疫系统不同作用方

式的研究
,

发现健脾药对免疫系统是直接作用 ;补肾药是先作

用于神经内分泌系统
,

而后才影响于免疫系统
,

亦即是作用于

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下行道路 [s]
。

病理生理学家侯灿于

1拓2 年提出
“

脾
”

是体内能量转化机构的总称
, “

肾
”

是能量转

化机构(脾)的调节者
。

广义的
“

脾
”

所指的并不限于能量转化

与营养物质代谢
,

还包括机体的调控系统 (上层 )及其支配下

的各功能系统(下层 )
,

即等同于
“

肾
”

[9]
。

有学者认为中医的

肾与基因相关〔l0] ;
有人认为中医脾可等同于线粒体[jl l

。

有人

提出脾与肾的关系是副交感神经与交感神经协调配合
,

维持

人体的动态平衡〔侧
。

故我们可以拓宽思路
,

从不同角度对脾
、

肾的关系加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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