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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胸腔之内，横膈之上，外有心包络裹护，内有孔窍相通

。中医学对心的形态结构也有较明确的记载，如《类经图翼

。经络》说：“心象尖圆，形如莲蕊。” 在有的中医文献里

，已经把心分为血肉之心和神明之心。血肉之心主血脉，神

明之心主神志。如明代医家李梃在《医学入门》中说：“有

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居肺下肝上是也。有神明之心⋯

⋯主宰万事万物，虚灵不昧者是也。” 心的主要生理功能 主

血脉 心主神志 主，有主持、管理之意。血，指血液，是人体

重要的营养物质。脉，指经脉，为气血运行的通路，中医又

称为“血府”。所谓心主血脉，即指心脏推动血液在经脉内

运行的生理功能。 心脏位于胸中，有经脉与之相连，形成一

个密闭循环的系统。心脏在人的一生中不停地跳动，通过经

脉把血液输送到各脏腑组织器官，以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

动。 心脏有规律地跳动，与心脏相通的脉管亦随之产生有规

律的搏动，称之为“脉搏”，在人体的某些部位，可以直接

触及到脉搏的跳动。例如在颈侧部（人迎脉）、腕部（寸口

脉）、足背部（趺阳脉）均可触及脉跳。中医通过触摸这些

部位脉搏的跳动，来了解全身气血的盛衰，作为临床诊断疾

病的依据，称之为“诊脉”。 心脏的搏动，还可以在左乳下

触及，中医将此部位称之为“虚里”。触摸虚里跳动，有助

于对心病的诊断。 人体面部的气血比较丰富，心脏气血的盛

衰亦常通过面部的颜色与光泽显现于外，故称心“其华在面



”。望色，亦是中医诊察疾病的重要方法。 中医学认为，心

脏之所以能够正常搏动以推动气血的运行，均依赖于心气的

作用。 在生理情况下，人的心气强健，推动血液运行的生理

功能正常，气血运行通畅，全身的生理机能正常，表现为面

色红润而有光泽，脉搏节律均匀，和缓有力。 如果心主血脉

的功能失常，即可产生相应的病理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方面： 1. 心气不足：即心的精气虚少，推动血液运行的功能

减低。可见心慌心跳，面色无华，脉虚无力等。 2. 心血瘀阻

：若心气不足，血运无力，可导致心脏血液瘀阻。可见心悸

，心前区憋闷疼痛，面色灰暗，口唇青紫，脉搏节律不整等

。 3. 心血亏虚：心主血脉的功能正常，以心气强健、血液充

盈、脉道通利为基本条件。如果心血虚少，脉道不充，则可

见心悸、面色口唇苍白，脉细无力等。 心的在志、在液、在

体和在窍 心在志为喜 心在液为汗 心在体合脉 ，其华在面 心

在窍为舌 心在志为喜：心在志为喜，是指心的生理功能与精

神情志活动的“喜”有关。藏象学说认为，人体对外界信息

所引起的情志变化，是由五脏精气所化生，而把喜、怒、思

、忧、恐等五种情志活动称作五志，分属于五脏。故《素问

。天元纪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

忧、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亦说：“在脏为心⋯⋯

在志为喜，”即是说五志之中，喜为心志。 喜乐愉悦，一般

说来，对人体属于良性的刺激，有益于心主血脉等生理功能

，所以《素问。举痛论》说：“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

” 但是，喜乐过度，则又可使心神受伤，神志涣散而不能集

中或内守。故《灵枢。本神》又说：“喜乐者，神惮散而不

藏。” 若从心主神志的生理功能状况来分析，则又有太过与



不及的变化。 应当指出，由于心为神明之主，故不仅喜能伤

心，而且五志过极均能损伤心神，出现神志病变。所以，《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又说：“愁忧恐惧则伤心”，《素问

。本病论》亦说：“忧愁思虑则伤心”。 心的生理特性 所谓

脏腑生理特性，是根据每一脏腑的形态、部位、生理、病理

、诊断、治疗以及与自然界的联系等方面所进行的高度概括

与综合。它反映着每一脏腑生理功能的基本特征及病理变化

的基本规律。掌握脏腑特性，对于中医临床的诊断治疗、处

方用药，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心的生理特性，可概括为以

下两方面： 1. 心为阳脏而主阳气。 2. 心与夏气相通应。 心包

络 心包络，简称心包，是指裹护在心脏外面的包膜。心包为

心脏的外围组织，对心脏具有保护作用。关于心包的形态与

部位，正如《医学正传》所说：“心包络，实乃裹心之包膜

也，包于心外，故曰心包络也。”在经络学说中，手厥阴经

属于心包络，与手少阳三焦经相为表里，故心包络亦称为脏

。中医学有一传统的观点，即心为君主之官，不能受邪。如

果邪气侵及心脏，即由心包代心受邪。如《灵枢。邪客》说

：“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

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诸邪

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内经》这一说法，在温

病学说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如把外感热病发展过程中所出

现的高热、神昏、谵语等神志异常的病理变化，称之为“热

入心包”。实际上，这与心主神志功能异常是基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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