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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BB_E5_9F_BA_E7_c22_16697.htm 气属于阳，津液属阴

。气与津液的关系，亦与气和血的关系一样，极其雷同，如

前所述。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全赖于气的升降出入运

动和气的气化、温煦、推动和固摄作用；而气在体内的存在

，不仅依附于血，且亦依附于津液，故津液亦是气的载体。

气与津液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气能生津、行津、摄津和津能

载气等方面。 气能生津 气能行(化)津 气能摄津 津能载气 气

能生津：津液的生成，来源于摄入的饮食物，有赖于胃的“

游溢精气”和脾的运化水谷精微。而脾胃的功能正常，全赖

于脾胃之气的支持，故脾胃之气健旺，则化生的津液就充盛

；脾胃之气虚衰，则影响津液的生成，而致津液不足。因此

，临床上亦常可见气津两伤之证。 气能行(化)津：津液的输

布及其化为汗、尿等排出体外，全赖于气的升降出入运动。

由于脾气的“散精”和转输、肺气的宣发和肃降、肾中精气

的蒸腾气化，方能促使津液输布于全身而环周不休，并使经

过代谢后多余津液转化成汗液和尿液排出体外，只有这样，

人体的水液代谢才能维持生理平衡。而在气的升降出入运动

不利时，则津液的输布和排泄亦往往随之而受阻；反之，若

由于某种原因，津液的输布和排泄受阻，导致水液发生停聚

时，则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亦会随之而不利。因此，气虚、

气滞可致津液停滞，称作气不行(化)水；津液停滞、水液积

聚而致气机不利，则称之为水停气阻(滞)。正是由于两者互

为因果，从而可形成内生水、湿、痰、饮等种种病理变化。



临床治疗水肿病证，常须行气与利水之法并用，方能取得较

好效果，即是此理。 气能摄津：津液的敷布与排泄，虽然有

赖于气的推动和气化作用，而维持津液代谢的正常平衡，亦

有赖于气的固摄作用。正是由于气的固摄作用，使津液量在

体内得以正常的保存，从而维护了津液对人体的正常滋润和

充养。因此，在气虚或气的固摄作用减弱时，则势必导致体

内津液的无故流失，可出现多汗、漏汗、多尿、遗尿，或尿

失禁等病理现象。 津能载气：津液亦是气的载体。气之所以

能化生津液、敷布津液和固摄津液，亦是因为气蕴于津液之

中，故津旺则气旺、津耗则气必伤。如在大汗、大吐、暴泻

等情况下，均能伤津耗气，可出现“气随津脱”等病证。《

金匮要略心典》所说“吐下之余，定无完气”，即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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