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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BB_E6_89_A7_E4_c22_463037.htm 血和津液，都是液态

物质，亦都具有滋润和濡养的作用，二者与气相对而言，都

属于阴。因此，血与津液之间亦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血

与津液的生成都源于水谷之精气，由水谷之精气所化生，故

又有“津血同源”之说。津液渗注于脉中，即成为血液的组

成部分。如《灵枢。痈疽》说：“中焦出气如雾，上注溪谷

，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说明津液渗注于

脉，即成为血；若血中的津液成分渗出于脉外，即为津液。

可见二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 在病理情况下，血和津

液亦多相互影响。如：失血过多时，则脉外之津液，可渗注

于脉中，以补偿脉内血液容量之不足；与此同时，由于脉外

之津液大量渗注于脉内，则又可形成津液的不足，从而出现

口渴、尿少、皮肤干燥等病理现象。反之，在津液大量损耗

时，则不仅渗入脉内之津液不足，无以补充，甚至脉内之津

液亦可渗出于脉外，可形成血脉空虚、津枯血燥等病变。因

此，对于失血患者，临床上不宜采用汗法，《伤寒论》所谓

“衄家不可发汗”和“亡血家不可发汗”，即是此理。而对

于多汗夺津或津液大亏的患者，亦不可轻用破血、逐血之峻

剂。故《灵枢。营卫生会》又有“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

”之说，这即是“津血同源”理论在临床上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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