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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3/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53635.htm 汗为心之液、涕为肺之液、涎

为脾之液、泪为肝之液、唾为肾之液！ 五液属津液范畴，皆

由津液所化生，分布于五脏所属官窍之中，起着濡养、滋润

以及调节津液代谢的作用。五液的化生、输布和排泄是在津

液的化生、输布和排泄的气化过程中完成的，是多个脏腑，

特别肺、脾、肾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五脏是脏象学说的核

心，故又将汗、涕、泪、涎、唾分属于五脏。故曰：“人之

一身，有涕、泪、涎、唾、便、溺，皆属一水之化，而发于

九窍之中”（《质疑录》）。“汗与小便，皆可谓之津液”

（《读医随笔气血精神论》）。五脏与五液的关系是津液代

谢过程中，整体调节与局部调节的统一。 1．汗为心之液：

什么是汗？“阳加于阴谓之汗”（《素问阴阳别论》）。“

阳”，是指体内的阳气：“阴”，是指体内的阴液。所谓“

阳加于阴谓之汗”，是说汗液为津液通过阳气的蒸腾气化后

，从玄府（汗孑L）排出的液体。汗液的分泌和排泄，还有赖

于卫气对腠理的开阖作用。腠理开，则汗液排泄；腠理闭，

则无汗。因为汗为津液所化，血与津液又同出一源，因此有

“汗血同源”之说。血又为心所主，汗为血之液，气化而为

汗，故有“汗为心之液”之称。正如李中梓所说：“心之所

藏，在内者为血，发于外者为汗，汗者心之液也”（《医宗

必读汗》）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由于汗与血液，生理上有

密切联系，故它们在病理上也互相影响。就汗与血液的关系

而言，汗出过多，可耗血伤津。反之，津亏血少，汗源不足



。故临床上出现血虚之候时，应慎用汗法。“夺血者无汗，

夺汗者无血”的道理就在于此。就汗与心的关系而言，汗出

过多，耗伤心的气血，则见心悸怔仲等。由于汗出是阳气蒸

发津液的结果，故大汗淋漓也会伤及人的阳气，导致大汗亡

阳的危候。反之，当心的气血不足时，也会引起病理性的出

汗，如心气虚，表卫不固而自汗；心阴虚，阳不敛阴而盗汗

。 2．涕为肺之液：涕是由鼻内分泌的粘液，有润泽鼻窍的

功能。鼻为肺之窍，五脏化液，肺为涕。在肺的生理功能正

常时，鼻涕润泽鼻窍而不外流。若肺感风寒，则鼻流清涕；

肺感风热，则鼻流浊涕；如肺燥，则鼻干涕少或无涕。 3．

涎为脾之液：涎为口津，唾液中较清稀的称作涎：涎具有保

护和清洁口腔的作用。在进食时涎分泌较多，还可湿润和溶

解食物，使之易于吞咽和消化。在正常情况下，涎液上行于

口但不溢于口外。若脾胃不和，则往往导致涎液分泌急剧增

加，而发生口涎自出等现象，故说脾在液为涎。 4．泪为肝

之液：肝开窍于目，泪从目出。泪有濡润、保护眼睛的功能

。在正常情况下，泪液的分泌，是濡润而不外溢，但在异物

侵入目中时，泪液即可大量分泌，起到清洁眼目和排除异物

的作用。在病理情况下，则可见泪液分泌异常。如肝的阴血

不足，泪液分泌减少，常现两目干涩；如风火赤眼，肝经湿

热，可见目眵增多，迎风流泪等。此外，在极度悲哀的情况

下，泪液的分泌也可大量增多。 5．唾为肾之液：唾与涎同

为口津，即唾液。较稠者为唾，较稀薄者为涎。脾之液为涎

而肾之液为唾：唾液除了具有湿润与溶解食物，使之易于吞

咽，以及清洁和保护口腔的作用外，还有滋养肾精之功：因

唾为肾精所化，多唾或久唾。则易耗肾精，所以气功家常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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