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中医医师辅导：胃的生理功能中医执业医师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0/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50108.htm 胃居膈下，上连食道，下通小

肠。胃与脾同居中焦，“以膜相连”，由足阳明胃经与足太

阴脾经相互属络，构成表里关系。胃与脾在五行中皆属土：

胃为阳明燥土，属阳；脾为太阴湿土，属阴。胃腔称为胃脘

，分为上、中、下三部：胃的上部为上脘，包括贲门；胃的

下部为下脘，包括幽门；上下脘之间的部分称为中脘。贲门

上连食道，幽门下通小肠，是饮食物出入胃腑的通道。胃的

主要生理功能是主受纳和腐熟水谷。胃生理特性是主通降、

喜润恶燥。 （一）主要生理功能 主受纳、腐熟水谷。胃主受

纳水谷，是指胃气具有接受和容纳饮食水谷的作用。饮食入

口，经过食管（咽）进入胃中，在胃气的通降作用下，由胃

接受和容纳，故胃有“太仓”、“水谷之海”之称。经过胃

气的磨化和腐熟作用后，饮食物形成食糜状态并初步被消化

，容纳于胃中的饮食物，精微物质被吸收，并由脾气（依赖

脾气）转输而营养全身，未被消化的食糜则下传于小肠作进

一步消化。机体精气血津液的化生，都依赖于饮食物中的营

养物质，故胃又有“水谷气血之海”之称。中医学特别重视

“胃气”的作用。胃气既是胃的生理功能，也是脾胃的生理

功能，作为一切营养来源的“后天之本”，对于人体的生命

活动十分重要。所以有“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说法

。 （二）生理特性 1.主通降 胃主通降，是指胃气宜保持畅通

、下降的运动趋势。胃气的通降作用，主要体现于饮食物的

消化和糟粕的排泄过程中：①饮食物入胃，胃容纳而不拒之



。②经胃气的腐熟作用而形成的食糜，下传小肠作进一步消

化。③食物残渣下移大肠，燥化后形成粪便。④粪便有节制

地排出体外。藏象学说以脾胃之气的升降运动来概括整个消

化系统的生理功能。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脾升胃降协

调，共同促进饮食物的消化吸收。 胃主通降是降浊，降浊是

受纳的前提条件。所以，胃失通降，则出现纳呆脘闷，胃脘

胀满或疼痛、大便秘结等胃失和降之症。若胃气不降反而上

逆，则出现恶心，呕吐、呃逆、嗳气等胃气上逆之候。脾胃

居中，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胃气通降与脾气升举相互为

用，胃失和降与脾气不升也可相互影响。胃失和降，不仅影

响六腑的通降，还会影响全身气机的升降，从而出现各种病

理变化。如《素问逆调论》即有“胃不和则卧不安”之论。

2.喜润恶燥 胃喜润恶燥，是指胃当保持充足的津液以利饮食

物的受纳和腐熟。胃的受纳腐熟，不仅依赖胃气的推动和蒸

化，亦需胃中津液的濡润。胃中津液充足，则能维持其受纳

腐熟的功能和通降下行的特性。胃为阳土，喜润而恶燥，故

其病易成燥热之害，胃中津液每多受损。所以在治疗胃病时

，要注意保护胃中津液。即使必用苦寒泻下之剂，也应中病

即止，以祛除实热燥结为度，不可妄施，以免化燥伤阴。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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