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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BB_E5_9F_BA_E7_c22_512212.htm 主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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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考试题网站收集如果心血虚少，脉道不充，则可见心悸

、面色口唇苍白，脉细无力等。 心主神志 心主神志，又称心

主神明或心藏神。 1. 神的概念：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常指

事理的玄妙、神奇。如谓“阴阳不测之谓神”、“不见其事

，而见其功”。在中医学中，神的基本含义有二，即广义的

神和狭义的神。 2. 心主神志的理论依据：现代医学认为，人

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是大脑的生理功能，即大脑对外

界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中医学把神志活动归属于心，其理论

依据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神志活动分属于五脏。 二是认为

心为神志活动产生的场所。 三是血液为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

。 总之，古人之所以把心称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与心

藏神而主神志的功能分不开的。所以，明代医家张介宾在《

类经》中指出：“心为脏腑之主，而总统魂魄，兼该意志，

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

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又说：“情志之

伤，虽五脏各有所属，然求其所由，则无不从心而发。”可

见，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虽可分属于五脏，但主要的仍

归属于心主神志的生理功能，因此，心主神志的生理功能正

常，则精神振作，神志清晰，思考敏捷，对外界信息的反应

灵敏而正常。反之，如果心主神志的生理功能异常，即可出

现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异常，从而出现失眠，多梦，神志不

宁，甚则谵狂；或出现反应迟钝、健忘，精神萎靡，甚则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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