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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BB_E5_9F_BA_E7_c22_512209.htm （一）主气，司呼

吸 主，即主持、管理之意。肺主气，即指全身的气均由肺来

主持和管理。肺主气包括主呼吸之气与主一身之气两个方面

。 肺主气，与呼吸功能有关，即肺主呼吸之气。呼吸功能是

人体重要的生理功能之一。人体一生中，都在不断地进行着

新陈代谢，在物质代谢过程中，一方面要消耗大量的清气，

同时又不断地产生大量的浊气，清气需不断地进入体内，浊

气需不断地排出体外，都要依靠肺的生理功能。肺既是主司

呼吸运动的器官，又是气体交换的场所。通过肺的呼吸功能

，从自然界吸入清气，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体外，从而保证

了新陈代谢的顺利进行。肺主气司呼吸功能正常，除了肺本

身的生理功能正常外，还与气道的通畅与否有关。所谓“气

道”，是指气体进出体内外的通道。包括气管、支气管、咽

喉等。气道通畅，也是维持呼吸正常的重要条件。肺主一身

之气，是指肺有主持、调节全身各脏腑经络之气的作用。肺

主一身之气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气的生成，特别是宗气的生

成方面。宗气是由脾胃化生的水谷精气与肺从自然界吸入的

清气相结合，积于胸中而成。因此，肺的呼吸功能正常与否

，直接影响到宗气的生成。而宗气通过心脉布散到全身也要

靠肺气的协助。所以肺通过宗气的生成与布散，起到主持一

身之气的作用。其次，肺主一身之气还体现在对全身的气机

具有调节作用。实际上，肺的一呼一吸运动，就是全身之气

的升降出入运动。肺主气的功能正常，气道通畅，呼吸就会



正常自如。若肺有了病变，不但影响到呼吸运动，而且也会

影响到一身之气的生理功能。例如，肺气不足，则呼吸微弱

，气短不能接续，语音低微。若肺气壅塞，则呼吸急促、胸

闷、咳嗽、喘息。此外，如果影响到宗气的生成和布散，失

去对其它脏腑器官的调节作用，则会出现全身性的气虚表现

，如疲倦、乏力、气短、自汗等。若肺一旦丧失呼吸功能，

则清气不能吸入，浊气不能排出，宗气不能生成，人的生命

也随之告终。 （二）主宣发与肃降 所谓“宣发”，即宣布、

发散之意。肺主宣发，即肺脏具有向上、向外升宣布散的生

理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通过肺

的气化，使体内浊气不断排出体外。其二是使气血、津液输

布至全身，以发挥滋养濡润所有脏腑器官的作用；其三，宣

发卫气，调节腠理之开合，通过汗孔将代谢后的津液化为汗

液排出体外。若肺失宣散，即可出现咳嗽、吐痰、喘促胸闷

、呼吸困难以及鼻塞、喷嚏和无汗等症状。所谓“肃降”，

即清肃下降之意，清肃又包含有肃清的意思，即肃清、排出

肺内毒邪与异物的作用。肺为娇脏，属清虚之器官，异物不

容，毫毛必咳，肺内不能容有任何水湿痰浊和异物停留。由

此可见，肺的清肃功能，乃是机体自卫功能的表现。而下降

是指肺气向下通降的生理作用。肺主肃降作用主要体现于三

个方面：一是吸入自然界清气；二是把肺吸入的自然界清气

和脾转输来的水谷精微下行布散；三是肃清肺和呼吸道内的

异物，以保持呼吸道的洁净。若肺的肃降功能失职，则可出

现呼吸短促或表浅、胸闷、咳喘、咯血等病理现象。肺气的

宣发和肃降功能是肺的生理功能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在生

理情况下，两者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使呼吸保



持平稳状态。在病理情况下，它们经常相互影响，没有正常

的宣发，就没有正常的肃降；没有正常的肃降，也就不可能

有正常的宣发。如果二者失调，出现“肺气失宣”、“肺失

肃降”等病变，则见胸闷、咳嗽、喘息等症状。 （三）通调

水道 人体的水液代谢在生理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

主要包括水份的摄入、在体内的转输利用和代谢后水液的排

泄等几个环节，是在多个脏腑参与下共同完成的，肺是其中

之一。肺调节水液代谢的作用称为“通调水道”，主要体现

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肺主宣发，调节汗液的排泄。排泄汗

液，是人体水液代谢的一部分。百考试题网站收集有人估计

，每天每人通过汗液排出400毫升左右的水分。肺主宣发，将

水谷精微和津液宣散于周身，特别是使布散到体表的津液，

通过汗孔，以汗的方式排泄于体外。在生理情况下，肺的宣

发功能正常，则汗的排泄适度，起到调节水液代谢的作用。

在病理情况下，肺的宣发功能失常，就会引起水肿、小便不

利等病变。二是肺气肃降，使水道维持通畅。“水道”，即

指体内水液运行、排泄的道路。水道的通行畅达，流通无阻

，是维持水液代谢平衡的重要条件。因此，有“肺主行水”

、“肺为水之上源”的说法。如果肺病，通调水道功能减退

，就可发生水液停聚而生痰、成饮，甚则水泛为肿。对此，

临床上多采用宣降肺气，疏通水道以利水的方法治疗。 （四

）肺朝百脉、主治节 在古代，全身之脉称为百脉，肺朝百脉

，即全身血液都朝会于肺。肺朝百脉的生理意义在于：全身

血液通过肺脉流注于肺，通过肺的呼吸功能，进行气体交换

，然后再输布全身。肺主一身之气，调节全身之气机，而血

液的正常运行，亦赖于肺的敷布和调节，故有“血非气不运



”之说。《素问》说：“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这

是将肺比喻为辅助一国之君主的宰相，协助心君，调节全身

。肺的治节作用，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一是肺

主呼吸；二是肺有节律地呼吸运动，协调全身气机升降运动

，使脏腑功能活动有节；三是辅佐心脏，推动和调节血液的

运行；四是通过肺的宣发与肃降，治理和调节津液的输布、

运行与排泄。因此，肺的治节功能，实际上是代表着肺的主

要生理功能。若肺主治节的功能失常，则既可影响到宗气的

生成与布散，又因肺气虚衰，影响到血液的正常运行；既可

影响到津液的调节与排泄，又可影响到气机的升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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