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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6/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C_BB_E6_89_A7_E4_c67_286302.htm 肺的部 肺位于胸腔

之内，膈膜之上，左右各一，上连气道，并通过口鼻与外界

直接相通。肺在五脏中位置最高，居于诸脏之上，故有“华

盖”之称。 关于肺的部位与形态，古代医家早有描述。《灵

枢。九针论》说：“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类经图翼

》对肺的描述更为详尽：“肺叶白莹，谓为华盖，以复诸脏

，虚如蜂窠，下无透窍，吸之则满，呼之则虚。”以上描述

，与现代解剖学基本一致。 肺的主要生理功能 肺主气而司呼

吸 肺主宣发和肃降 肺主通调水道 肺朝百脉、主治节 肺主气

而司呼吸：主，即主持，管理之意。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

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肺主气，即指全身的气均由肺来

主持管理。肺主气包括主呼吸之气与主一身之气两方面。 1. 

主呼吸之气。 2. 主一身之气：是指肺有主持、调节全身各脏

腑经络之气的作用。故《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诸气者

，皆属于肺。”《医学实在易》亦说：“气通于肺脏，凡脏

腑经络之气，皆肺气之所宣。”肺主一身之气主要体现于以

下两个方面： 一是气的生成方面，主要是宗气的生成。 二是

肺能调节全身的气机。 肺主呼吸之气与主一身之气，两者之

间有着内在联系。肺主一身之气的功能取决于肺主呼吸之气

的功能。肺的呼吸均匀和调，则是气的生成和气机调畅的根

本条件。反之，呼吸功能失常，亦必然会影响及宗气的生成

和气的运动。一般来说，肺主气的生理功能失常，一方面表

现为呼吸功能失常，如肺气不足可见呼吸无力，动则气喘，



或因肺气壅塞而致咳喘胸闷，声高息粗等症；另一方面则可

表现为主一身之气的功能失常，宗气的生成、运动障碍，导

致全身机能减退，可见身倦乏力，语声低微或血循环不畅及

水液代谢障碍等病变。 肺的在志、在液、在体和在窍 肺在志

为忧 肺在液为涕 肺在体合皮，其华在毛 肺在窍为鼻，喉为肺

之门户 肺在志为忧：以五志分属五脏，则肺在志为忧，若以

七情配属五脏，则悲、忧同属于肺。悲哀和忧伤，虽属不良

性情志刺激，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都导致人体发病。只有

在过度悲伤情况下，才能成为致病因素。它对人体的主要影

响，是使气不断地消耗。故《素问。举痛论》说：“悲则气

消⋯⋯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营卫不散，热

气在中，故气消矣。”由于肺主气，所以悲忧易于伤肺。反

之，在肺虚时，则人体对外来非良性刺激的耐受性就会下降

，从而易于产生悲忧的情绪变化。 肺的生理特性 1. 肺为五脏

之“华盖”，与外界直接相通：肺位于胸腔，居五脏之高位

，并通过口鼻与外界直接相通，可以直接感受外来邪气的侵

袭，尤其是风寒、温热邪气，常直接侵及于肺脏，引起肺卫

失宣和肺窍不利等病变，初起可见恶寒发热、咳喘、鼻塞等

症，故有“肺多表证”之说。 2. 肺为“娇藏”，不耐寒热：

娇，即娇嫩之意。肺为清虚之体，性喜清润，不耐寒热，不

容异物。肺主皮毛，通过口鼻与外界相通，自然界寒、热、

燥、湿等邪气，常易侵犯到肺脏。人体内的水饮痰湿也常停

积于肺，其他脏腑的病变也常影响到肺脏，由于肺体娇嫩，

又易受侵害，所以不管是外感或者内伤，常可见到肺脏的病

证。 3. 肺与秋气相应：肺气通于秋，在生理上肺为清虚之体

，性喜清润，与秋季气候清肃、空气明润相通应。病理上，



秋季气候干燥，容易伤害肺津，引起口鼻干燥、干咳少痰、

痰少而粘的肺燥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