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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由浊、痰、瘀所致疾病的发生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中

医学界，浊、痰、瘀等致病因素也愈来愈引起理论工作者和临

床工作者的重视，痰、瘀在各版、各类教材中均有明确的概念

及致病特点的论述，对浊的认识(包括病因、病机、致病特点)
尚不明确，笔者旨在探究浊病的病因病机，与同道商榷。
1 浊与浊病概念

明·宋濂 《篇海类编·地理类·水部》 记载：“浊，不清

也。”东汉·刘熙《释名·释言语》称：“浊，渎也，汁滓演渎

也。”浊，指不干净、混乱。《内经》对“浊”的论述有两种

含义：其一是指饮食精微，如《素问·经脉别论》曰：“食气

入胃，浊气归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清阳发腠

理，浊阴走五脏。”此处的“浊”即是指饮食精微中富含营养

而质地稠厚的物质；其二是指人体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粪、
尿等产物。多数学者认为，浊阴、浊气的内涵是指饮食精微中

质地稠厚、营养成分较高的部分，是构成和维持机体新陈代谢

的重要物质，包括机体消化吸收的一切营养物质[1]。与中医学

对“六淫”、“六气”的认识相同，这些饮食精微物质超过机

体所需，过多、过剩，成为多余的有害物质时，可以称之为

“浊邪”，由浊邪所导致的疾病称为浊病。
2 浊病的病因

2.1 饮食物摄入过量 现代医学将营养物质分为蛋白质、脂

肪、碳水化合物、水、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纤维素等。中医学

则将人体赖以生存并能食用的物质统称为饮食物。随着我国人

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餐桌上的饮食物极大丰富，饮食物的结

构和摄入过量就成为突出的问题。中医学认为，饮食五味是化

生精微物质的基础，是五脏精气之源，但过度摄入则破坏人体

阴阳平和协调，使五脏受损而发病。如《素问·生气通天论》
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此处的

“阴”即是指阴精，精微物质，五味泛指饮食物。并指出：

“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

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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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病。分析研究浊病的病因，主要与饮食物摄入过量、精微物质的输布障碍、精微物质的消耗不足等三方面有关。浊病致病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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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浊邪；浊病；病因；病机

［中图分类号］ R2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6- 7415 （2014） 06- 0004- 02
DOI：10.13457/j.cnki.jncm.2014.06.002

4· ·



新中医 2014 年 6 月第 46 卷第 6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June 2014 Vol.46 No.6

辛，筋脉沮驰，精神乃央。”这是依据五行理论对饮食物，即

精微偏嗜、过剩伤及人体所造成的病理变化的最早描述。
2.2 精微物质的输布障碍 《内经》中已有关于饮食物入胃

后其精气输布、运行过程的论述。 《素问·经脉别论》 曰：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中

医学认为，饮食物的消化、腐熟在胃，精微物质的输布在脾。
而脾之运化功能失常的主要原因责之于三方面：一是情志失

常，肝失疏泄条达，克犯脾土；二是劳倦损伤脾土；三是先天

禀赋不足，脾土虚弱。脾气虚弱，运化失司，则富含营养的饮

食精微不能被正常转输，不能被机体有效地利用而滞留蓄积，

就成为新的致病因素———浊邪，此即近代已故名医祝谌予教授

认为“气虚浊留”[2]。随着时间的推移，浊邪从无形之邪逐渐

积聚，发展成为有形之邪，或蓄积于脉道，或沉积于脏腑，引

起多种疾病。
2.3 精微物质的消耗不足 饮食物中的精微物质是人体赖以

生存的物质基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

的体力劳动工作，许多脑力工作者安坐于空调办公室，或出入

均以车代步，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体力消耗明显减少，精

微物质的消耗相对不足，不能被机体有效地利用而滞留蓄积。
3 浊病病机

“浊”性黏滞、重浊，易停滞脉络，伤及气血，阻滞脏腑

气机，导致脏腑功能紊乱，病情缠绵难愈，病程较长。
3.1 导致血脉凝涩 对近十年维普资讯中有关脂浊、痰浊、
湿浊、糖浊、毒浊等相关文献报道进行检索、分析和研究，发

现均可用“浊邪”加以概括。血浊或脂浊即是血液中超出正常

值之血脂[3]。根据中医学理论，人体对维系生命活动的精微物

质，不仅有质也有量的要求。机体所摄取利用者为正，不能满

足机体所需为虚，不被机体利用者则为浊。《灵枢·血络论》
“血气俱盛……其血黑以浊，故不能射”，即指出“血黑以浊”
的原因是在于“血气俱盛”。

笔者认为，血液在脉道中正常运行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

脉道通畅；二是血液充盈；三是心气充沛。撇开血液充盈和心

气充沛不论，浊邪在脉道蓄积，常致血脉凝涩，血行不畅。因

此，可以认为血脉凝涩，气血运行失常是浊病的基本病机。浊

邪在脉道中逐步积聚，血液运行不畅，血中津液环流迟滞逐渐

成痰；血运迟缓则可致血瘀，又加重浊邪积聚，浊邪自身也趋

于凝聚而成痰；浊邪郁而化热，热邪灼津也可成痰[4]。研读近

十年来多篇相关文献报道，通过清浊、化浊、泄浊等方法治

疗，可降低血脂、血黏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并被多数临床

工作者采用。临床工作中，笔者在清浊、化浊、泄浊的基础

上，联合健脾、运脾药，常能使高脂血症、高黏血症患者之胆

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血黏度等降低或正

常，疗效满意。
3.2 影响脏腑功能 浊邪在脉道中蓄积，随气血无处不至，

经年积月，未得到有效治疗，则常阻塞气机，影响脏腑功能活

动。王永炎[5]指出：“邪气亢盛，败坏形体即转化为毒。毒系

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体内的生理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

排出，蕴积体内过多而成。”浊邪由无形到有形的逐步积聚，

加之与痰、瘀互结，病情则会进一步加重或恶化，虽然浊与

痰、瘀为不同的病理产物，但病理性质相近，同气相求，极易

相生互助，混杂为一体，随血液运行至全身各组织器官，并

“逐步从功能性失调转变为器质性损害”[6]。
心主血脉、藏神，浊邪蓄积于动脉血管，血行不利，心失

所养，导致冠心病或肢端动脉闭塞；蓄积于脑血管，扰于脑

窍，气血逆乱，可导致脑中风或血管性痴呆；心肺同居于上

焦，肺朝百脉，浊邪沉积于肺，可导致肺动脉高压症、肺纤维

化；肝主藏血，浊邪随血行堆积于肝，则导致脂肪肝、肝囊肿

等。此外，浊毒痰瘀混杂复合物沉积于肾，导致肾淀粉样变

性、肾纤维化；沉积于眼，导致糖尿病视网膜变性[7]。
综上所述，浊病是现代中医学与时俱进，自主发展和创新

过程中面临的新课题，厘清中医学浊病的概念，深入研究浊病

的病因病机是中医药防治浊病的前提和条件，也是时代的要

求，为进一步完善浊病治疗学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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