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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明,即两阳合明,一名盛阳,阳气极盛之意。
《内经》中指出“阳明”内涵主要有二:一是手、足阳明

经及其所属脏腑胃和大肠;二是六气的燥。“燥者,阳
明金气之所化也”,燥为阳明本气[1]。脑为奇恒之腑,
阳明与脑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现试浅述之。

1　阳明经络与脑

生理上,《灵枢·经脉》云“胃足阳明之脉,起于

鼻,交頞中,旁纳太阳之脉,……循发际,至额颅”,即
十二正经 中 手 足 三 阳、足 三 阴 和 心 经 都 偱 行 于 头

部[2];而肺经与心包经又通过各自的经别循行到头

部[3]。《重订通俗伤寒论》曰:“胃之支脉,上络心脑

……故昏不识人。”手阳明大肠经与督脉在大椎穴处

相会,而督脉与脑相连,是阳气阴精入脑的通道[4]。
《内经》云:“督脉者又脑髓神经之根也。”可见阳明经

脉与脑联系密切。
病理上,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邪气侵扰,易于化

热,热势循经上扰,气血不畅,心神失养。另外,阳明

经里热炽盛,与肠中燥屎相结,兼浊气上扰,则有心烦

甚[5]。正如后世医家俞根初所言“胃之支脉,上络心

脑,一有邪火壅闭,即堵其神明出入之窍,故昏不识

人,谵语发狂”。

2　阳明胃肠与脑

生理上,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与脾的运化功能相

结合,一纳一运,二者密切配合,化生水谷精微,以生

气血津液,供养全身。胃主通降,主为降浊,喜润恶

燥。肠分小肠、大肠,主受盛化物、泌别清浊,主传化

糟粕,肠主津液。胃肠主管吸收营养和排泄糟粕,清
阳得升,浊阴得降,则九窍安和。

病理上,张仲景《伤寒论》阳明病篇不仅对阳明胃

肠病做了系统阐述,也为现代医学脑肠相关学说奠定

了基础[6]。“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此“胃家”泛
指胃肠,为阳明主病。胃肠一旦受邪,虚则消化、吸收

不足,实则津液代谢障碍,气机紊乱,清阳不升,浊阴

不降,进而导致九窍失和、精神不安。《素问·通评虚

实论》云:“头痛、耳聋、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阳
明胃肠,主里主腹,胃喜润主降,肠主津、液。从中医

角度看,阳明是胃肠燥热而成“胃家实”[7]。胃肠受

邪,易化热化燥伤阴,胃肠失于津润,无水舟停,宿食、
糟粕不得下行,大便不通。胃肠皆以通降下行为顺,
胃燥失养,胃气不降,大便不通亦甚,故张锡纯指出:
“大便不通,是以胃气不降”。胃肠积滞与热邪相搏

结,腑气不通,瘀热上攻,清窍被扰,可见头晕、耳鸣、
目眩等症状。

此外,阳明胃肠之气不通,影响津液的代谢。《素
问·太阴阳明论》:“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胃主受纳、
腐熟水谷,以降为顺;脾主运化而转输精微,以升为

健。二者彼此协调,相济为用,合为后天之本、气血化

生之源。胃冲和之气损伤,往往连及于脾,脾气因之

难于升布。《东垣试效方》:“肠胃复伤,而气不能化。”
气不化,津液输布失常,久之聚而成痰、成饮。痰饮反

之阻碍气机运行,升降失司,清阳不升,神明失养;气
不下达,小便不利,大便不通。痰湿壅而不散,郁而化

热,痰热结合,腑气不通,痰热、湿热上蒙清窍[8]。

3　阳明燥气与脑

生理上,《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太阴司天,其
化以湿……阳明司天,其化以燥。”两阳相合谓之阳

明,合有聚合之意,即指阳气从一种生发、释放的状态

收拢聚合,使其进入收藏的状态。燥为秋季的主气,
故阳明燥气的本性为凉[9]。从《伤寒论》条文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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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可知,阳明经以阳热燥气为主气,阳明胃及大肠

的腐熟、传化功能是以阳热燥气为主导完成的[10]。阳

明与太阴相表里,太阴主湿,阳明主燥,燥湿相济,无
有偏盛,则气血流通平衡,神安其舍,九窍清灵。

病理上,邪入阳明,易化为热,热势盛极,津伤化

燥,而成阳明病。阳明病中之燥,其性为热,与阳明燥

气本性为凉相逆。阳明燥气太过,燥热弥漫全身,热
甚郁闭气血,九窍失其清灵。发热,汗自出,恶热,脉
洪大,里热炽盛,灼伤津液,故口燥渴,舌上干燥而烦,
小便赤涩。热扰清窍,其气太甚,郁结壅滞,气血不能

宣通,耳目口鼻失养,《素问玄机原病式》指出:“是故

目郁则不能视色,耳郁则不能听声,鼻郁则不能闻香

臭,舌郁则不能知味……皆热甚郁结之所致也。”另

外,燥热易伤津液,津液不足,阴虚内生。阳明燥气不

足,燥湿无权,湿气太过,阻碍气机,气化失常,还会导

致小便不利、大便稀溏。正如《金匮要略·痉湿暍病

篇》云:“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湿气亦可阻

遏上升之清阳,上窍失养,可见头晕、耳鸣、目眩、嗅觉

异常等症状。

4　阳明防治脑病

《伤寒论》阳明病提到关于精神异常症状的名词

和条文在六经条文中是最多的,如“奄然发狂”“澹语”
“郑声”“喜忘”等。神志失常与阳明密切相关,故保持

阳明气血通畅、调理胃肠、调畅气机,对预防和治疗神

志疾病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1]。《丹溪心法》云:“气
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气血通畅,
九窍方得以濡养。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保持愉快的

心情和适当锻炼,以维护胃肠冲和之气,清阳得升,浊
阴得降,则神志清明,九窍安和。

在治疗上,因阳明燥热而致病者,宜用清法,如白

虎加人参汤、栀子豉汤、猪苓汤;因胃肠里实里热而致

病者,宜用下法,兼清热、理气、化痰、消瘀、活血通络;

因胃气亏虚、胃阳不足而致病者,宜行养胃、温胃、健
脾、升清之法。此外,阳明与脑的密切关系对指导临

床针灸治疗亦有重要意义。王克健等[12]用“独取阳明

法”治疗缺血性中风恢复期患者取得了显著疗效,此
法不仅有利于改善脑部血液循环,且有标本兼治之

功。综上,从“阳明”论治脑病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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