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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性疲劳是指机体的生理过程不能持续其机能在一个特

定水平上和(或)各器官不能维持预定的运动强度。一个多世纪

以来，众多学者从生理、生化等不同角度对运动性疲劳进行了

探索，有学者提出“衰竭学说”、“堵塞学说”、“内环境稳定

性失调学说”、“突变学说”、“保护性抑制学说”、“自由基损

伤学说”等假说，但是目前尚缺乏完整、公认的定论性报告。
在中医学中，虽无运动性疲劳的诊断学术语，但从临床表

现来看，其属于中医学劳倦的范畴，在中医学古籍文献中就有

对疲劳的论述。隋·巢元方在 《诸病源候论》 中提出了“五

劳”、“六极”、“七伤”的概念。宋《圣济总录·虚劳门》云：

“劳伤之甚，身体疲极。”对于其成因，《素问·宣明五气》中

有“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之说。明·张景岳《景岳全书》中也明确提出“劳倦不顾者多

成劳损”。
目前，现代医学对本病的药物治疗多集中在能量剂以及营

养剂的补充等对症治疗上，治疗方法较为局限。中医学作为一

门古老的医学，在治疗运动性疲劳方面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

特色，随着中医学对运动性疲劳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病因病

机、治则治法方面也有许多创新。目前，临床上多针对肝脾肾

三脏功能失调、气血阴阳不足的病机立论辨证论治。笔者通过

对本病的临床观察，发现络脉阻滞这一病机贯穿于发病的始

终，故对运动性疲劳从络病论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旨在为临

床治疗运动性疲劳提供新的思路。
1 络病的病因病机

络脉是经络系统的分支，包括十五别络、孙络、浮络等内

容，它犹如网络，纵横交错，遍布全身，内络脏腑，外联肢

节，具有贯通表里上下、环流气血津液、渗灌脏腑组织等生理

功能，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因此，可以说络脉气血是构成人体内环境的物质基础。由此可

知，络脉同时也是外邪入侵的通路和传变途径。
络病者，即言邪入十五别络、孙络、浮络而发生的病变，

是以络脉阻滞为特征的一类疾病。关于络病的病因，邱幸凡[2]

总结《内经》中引起络病发病的原因主要有寒凝、热瘀、跌仆

坠挫、气虚、气滞以及大怒等。王永炎[3]亦认为，其病变可有

络脉自病和他病入络两类，病因缘于邪客络脉或脏腑虚损，使

痰瘀胶固，浊毒蕴积，络脉结滞。吴以岭等[4]对络病学说进行

了 20 余年的研究探索，认为络病的病因有外邪袭络、内伤七

情、痰瘀阻络、病久入络、饮食起居、跌仆、金刃伤络等，并

阐明其病机主要有络气瘀滞(虚滞)、络脉瘀阻、络脉绌急、络

脉瘀塞、络息成积、络脉损伤和络虚不荣等八个方面。
笔者认为，络病之病因无非邪实与正虚两端，其病理演变

则是由于情志郁怒，或外邪入侵，邪气由气及血，终致津停血

滞，蕴而化浊生毒，痰瘀、浊毒痹阻络脉，或因久病气血亏

虚，络脉不荣而致络脉不通，终发为络病。故而可知络病之根

本病机应为“络脉不通”，其不通既有气郁、血滞、痰凝阻滞

之络实不通，亦有络脉气血阴阳亏虚而致的络虚不通。
2 络脉不通是运动性疲劳发生的病理基础

中医学理论中没有运动性疲劳的直接论述，一般认为运动

性疲劳类似于中医学劳倦、虚劳。对其病机的认识也主要集中

在肝脾肾三脏功能失常及气血阴阳不足两个方面。故多数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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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消除运动性疲劳应从虚证辨治入手，却没有注意到随着

疾病的发展，由于脏腑功能失调，病理产物出现，或气血阴阳

亏虚而致络脉不通才是该病发生发展的根本病理基础[5]。
2.1 运动性疲劳与肾的关系 肾藏精、主骨、生髓，《素问·
灵兰秘典论》曰：“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指出肾的

功能正常，就能使身体强健，运动技术熟练而灵巧。如果肾不

藏精，肾精亏虚则使肾不能作强，出现四肢痿软、神思迟钝、
动作不灵活、训练效率降低等表现。而进行长期且大运动量的

训练，也会出现“因而强力，肾气乃伤”，即是说劳倦过度必

然会引起肾气的亏虚。
肾、脾分别为先天与后天之本，肾中精气必赖水谷精微的

充养才能有所藏，脾的健运亦必借肾阳的温煦才有所化，两者

相互促进、相互滋生。若肾气亏虚，不能温煦脾阳，则脾之运

化功能受损，气血生化乏源而致络虚不通，同时脾之运化功能

受损，则滋肾精之水谷精微亦不足，使肾气受损而不能“作

强”；肾藏精，精生髓，精髓为血液化生的基本物质之一，若

肾中精气不足，则肾精不足以化生肝血以充实血液而致络脉血

虚不通；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本，推动和激发全身脏腑经络的各

种机能，温煦全身脏腑形体官窍，进而促进精血津液的化生和

运行输布，若肾阳不足，血液的运行推动乏力，则致血脉瘀

滞；同时肾阳不足，津液运行障碍而内停，久则化生为痰湿而

复阻于脉络，进而致络脉阻滞不通。
2.2 运动性疲劳与脾的关系 脾为后天之本，运动过程的物

质消耗有赖于脾胃纳化产生营卫之气源源不断地补充，以促进

疲劳后的恢复。脾主肌肉四肢，脾胃的受纳及运化功能正常，

则谷气自旺，化源不乏，四肢肌肉乃得温养。若脾气虚弱，健

运失司，水谷精微的输布与气血生化俱不足，则少气懒言、四

肢倦怠、乏力等。
劳累太过，或兼以饮食不节，或兼以忧思过度，都损伤脾

气。脾气亏虚，气血生化乏源则络脉气血亏虚，虚而不通；脾

主运化水液，脾气亏虚则运化失司，不行津液，水谷精微失于

输布，便可聚生痰湿而阻滞脉络；又人体之卫气来源于脾化生

水谷之精转化为水谷之气中的剽悍滑利部分，脾的运化功能受

损则卫气不足，易因野外、水上训练而感受外湿，湿浊内蕴，

日久化热，痰湿或湿热瘀阻经络，致络脉不通而出现经气不

畅，气血壅滞而肢体重着、酸痛等症；同时脾亦主统血，若脾

气虚弱，血液失于统摄而溢于脉外，亦见血脉的阻滞不通。
2.3 运动性疲劳与肝的关系 肝为“罢极之本”，主藏血，主

疏泄，在体合筋。若肝的藏血功能正常，则能予运动机体正

常的营养调节。若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则血脉和顺，经络通

利，濡筋骨利关节；气血不瘀不滞，有利于营血循环和运动

能源物质的补充；能协调精神情志，气和志达，情绪稳定，思

维敏捷，对运动技术水平的发挥和延缓疲劳的产生均起积极作

用。
因肝主藏血、主疏泄，为气血调节的枢纽。若邪犯肝体，

最易阻气伤血，初为肝经气机受阻，久之可见气滞致血行障碍

而致络瘀不通；若肝失疏泄，经气郁滞，则易致脾气失于健

运，水湿运化乏力，湿阻于络而致络脉阻滞不通；肝失疏泄，

脾之运化无力，亦致气血生化乏源而可见络脉虚而不通；脾血

不足，则脾气不健，故不能发挥正常的统血功能，致血溢脉外

而亦见络脉阻滞不通；同时肝失疏泄，肝气上逆，日久化火灼

伤血络，络脉受损而致络脉不通；肝主藏血，若肝脏功能受

损，肝血失于统藏亦可见血溢脉外而致络脉阻滞。
由上可知，在运动性疲劳的基本病机应该为肝脾肾三脏受

损，气血阴阳不足及虚实夹杂三个方面，而络脉不通作为基本

病机之一是运动性疲劳发生的病理基础。
3 通络法为运动性疲劳治疗的根本大法

络脉不通作为运动性疲劳的病理基础及根本病机，故而治

疗时应把通络法作为运动性疲劳的基本治疗原则，根据其不同

的发病原因及病机，辨证采取通络法，如理气通络、益气通

络、活血通络、养血通络、祛风通络、散寒通络、化痰通络、
利湿通络等。并将其贯穿于运动性疲劳治疗的始终，以期做到

标本兼治的目的。这是随着中医学对络病学说的认识的逐渐加

深及运动性疲劳病机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对运动性疲劳的治疗

的另辟蹊径，在临床的过程中值得重视，余之拙见，不足之处

望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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