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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肺结节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三焦气化理论是人体气血津液化生与布散规律的总纲，通调三焦可以作

为肺结节治疗的核心着眼点。肺结节的基本病理特质为“痰”，三焦气道不通，水气留于肺脏，日久则

夹瘀夹滞，遂成结节。肺结节的治疗首重调神，兼条达少阳气机；次化痰结，消除有形积滞；再调补善

后，养护正气，防止结节复发。三焦气化通畅，痰饮不得留滞，正气充盈而无阻遏，则结节可消。三焦

气化理论内涵丰富，可指导多个系统疾病的治疗，其临床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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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lmonary nodules are common and frequent. The theory of Sanjiao Gasification i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qi, blood and body fluid in the human body. 
The regulation of Sanjiao can be used as a central focus of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n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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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pulmonary nodules is “phlegm”. When the Sanjiao airway 
is impassable, phlegm and blood stagnate in the lungs and nodules form. The treatment of lung 
nodules should focus on three points: First, make peace of mind and regulate the qi of Shaoyang; 
Second, reduce and expel phlegm to eliminate stagnation; Last, tonify and maintain the healthy qi 
to prevent recurrence of nodules. While the channels of Sanjiao are unobstructed, the phlegm can 
be dispelled normally. The healthy qi is sufficient and can flow smoothly, and then the nodules can 
be eliminated. The theory of Sanjiao Gasification has rich implications that can guide the treat-
ment of many systemic diseases, and its clinical value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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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肺结节即影像学表现为直径 ≤ 3 cm 的局灶性、类圆形、密度增高的实性或亚实性肺部阴影[1]，随着

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步提高，以及胸部低剂量 CT 的广泛排查，人群中肺结节的检出率持续升高[2]，但影

像检出肺结节的恶性占比不到 4% [3]，故临床上对于未达到手术指标的肺结节患者，多数建议定期随访

观察。目前缺乏对早期肺结节的有效干预，而盲目进行穿刺活检及手术又难免过度医疗，易引发部分患

者内心的恐慌。 
中医学具有独特的论治体系，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能有效控制、缩小肺结节[4]。中医学中无肺

结节病名，根据其临床特点，可归为“肺积”、“痰核”、“癥瘕”[5] [6] [7]等范畴，肺结节的发病多

与气郁、痰湿、瘀血及正气虚损有关[8]，而三焦为水液通行之腑，原气寄居之地，可以调一身之阴阳变

化，本文拟从三焦气化角度论治肺结节，以期对临床治疗有所裨益。 

2. 三焦气化理论 

三焦的实体结构虽无定论[9] [10]，但古今医家论及三焦的范围不离人体的腔隙与筋膜分肉，属于“中

空”脏器，具有“传化物而不藏”的功能特点，也符合中国古代哲学着重强调的“空”与“容”的辨证

关系，器皿中空才能容纳物体，故老子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将三焦与

脏腑、皮、肉、筋、骨、脉及众多的腔隙管道联系到一起[11]，充分说明三焦在系统调节中潜在的医学价

值。《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调通水道，下

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三焦气化涵盖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独脏腑的

功能，包含了水谷、精气、津液的生化、布敷、调节以及废料的排泄等整个代谢功能[12]，以维持人体生

生不息的生命运作，达到“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的动态平衡。 
三焦气化功能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其一，三焦通行先天原气，其二，三焦可以容纳水谷精微，排

出水液废物，三焦通过此二者调控全身脏腑运行。 

2.1. 三焦为原气之别使 

《中医大辞典》解释原气为“元气”的别称；《说文解字》解释“原，水泉本也。”即源头、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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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黄帝内经》中有“十二原”的概念，并提出：“五脏有疾，皆取之十二原”。至《难经》则

原气学说得到进一步丰富，构建出一个原气的流通模型：其系于命门，为“肾间动气”，位于脐下，通

过三焦流通于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原气为一身之气的源头，五脏六腑生成的本源，亦为呼吸的出入之

处[13]。如《难经·八难》云：“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

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所以三焦可

主一身之气，是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 

2.2. 三焦通行水气津液 

三焦容纳的水气津液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首先，三焦是精气的总通道。《难经·三十一难》言：

“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也。”《难经·六十六难》曰：“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

气。”三气即由后天水谷化生的营气和卫气，由呼吸清气化生的宗气，再加上先天原气本身，是维持生

命活动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三种气。其次，三焦为气血津液化生之道。如《灵枢·决气》云：“上焦开发，

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再如《素问·灵

兰秘典论》曰：“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说明了三焦可以通行气血津液并参与气化的作用。

再次，《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论及三焦病理表现：“三焦病者，腹胀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

急，溢则为水留，即为胀。”由此可以看出三焦气滞不通则为腹胀气满；气化不利则不得小便；三焦堵塞，

津液不能循常道运行，溢于皮肤则为水肿。这也进一步阐明了三焦对于精气血津液等物质基础的调控。 

3. 三焦气化视角下辨治肺结节 

肺结节的产生与三焦气化运行有密切关系[14]。根据肺结节的主要表现即影像学下的微小肺部阴影，

当前医家按照“肺积”[15]、“痰核”[16]、“癥瘕”[17]等疾病进行论治。《杂病源流犀烛》中解释了

肺积的病机：“邪积胸中，阻塞气道，气不宣通，为痰为食为血，皆得与正相搏，邪既胜，正不得而制

之，遂结成形而有块。”《丹溪心法》有云：“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凡人身中有结核，

不红不肿，不作脓者，皆痰注也”、“痰夹瘀血，遂成窠囊”。可见肺结节的基本病理特质为痰，日久

则夹瘀夹滞，遂成结节。而三焦作为水气的通道，气道不通则水液推动无力，水道堵塞，聚则为痰，留

则为饮，邪气水饮郁于胸中，日久成积。故治肺结节者当先治痰，治痰之要在通调三焦。 

3.1. 三焦属少阳，以气机条畅为和 

十二经脉中，三焦与胆同属少阳。少阳为枢，居半表半里之间，主沟通上下内外。少阳禀东方木气，

木曰曲直，喜调达而恶抑郁，少阳气郁则全身气机郁滞，郁而化热，木火刑金，则灼伤肺络，损耗气阴，

炼津为痰，终成结节。故治气为肺结节治疗的基础，气道通畅是后续补泻的必要条件。 
故治气之法，必先调神。通过正确的健康教育引导患者理性地认识肺结节，缓解其恐慌和焦虑。《灵

枢·本神》曰：“怵惕思虑则伤神”，“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神”的稳定是治疗的前提，心神

与情志是否健康决定了气道是否通畅，若精神不进，志意不治，则病不可愈。 
其次，宜宣畅气机。气机的调治可以小柴胡汤法为基础进行化裁运用，小柴胡汤立法严谨，配伍寒

温并用、辛行苦泄、补泻同施，治疗少阳病证效果显著[18]，临床应用可随证加减，气逆上冲者加牡蛎、

蛤壳、代赭石降气，气郁重者在柴胡基础上加青皮、枳壳、郁金等疏肝，或合四逆散、升降散[19]，气郁

化火者在黄芩的基础上加丹皮、栀子、夏枯草泻火，虚者在原有参草枣姜基础上加当归、白芍、麦冬等。 

3.2. 三焦行水气，以水道通利为顺 

水气停留三焦，津液结聚则化为痰核，形成肺结节。通利水道可以宣痹汤法为基础加减，《温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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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再论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犹之伤寒中少阳病也。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

势。”温病中邪留三焦与伤寒之少阳病有异曲同工之妙，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创制了两张宣痹汤，

一者开上焦气分郁闭，一者分消三焦气分湿热，两方参伍使用，可宣通肺气，清利水湿，对呼吸系统疾

病有很好的疗效[20]，临床上亦不乏以之治疗梅核气之类痰气病的报道[21]，是故治肺结节可以宣痹汤为

参考。若痰核固结，脉道滞涩，则合温胆汤以走泄，或配海藻、昆布、牡蛎以咸味软坚散结，若痰夹瘀

血，形成窠囊，则合逐瘀汤及三棱、莪术以消癥积。 

3.3. 三焦通行三气，和调水火以消阴翳 

肺结节患者多为无明显症状，偶因体检发现，其正气并无明显耗损，唯三焦气机水道壅滞。在调通

气机与水道的前提下，气血自然运行，痰湿积滞皆能自去；而素体虚弱或多病夹杂耗损正气者不能自调，

则当在气道调通之后调补善后也。 
三焦通行原气、水谷营卫之气及肺中宗气，肺结节虚证亦当调补此三气。宗气虚损，心肺功能不足

者可用升陷汤调之；后天脾胃运化无力，水谷不能化生者，以理中汤及补中益气汤健脾益气，津液不足

者加麦冬、天花粉，辅助水谷精气化生；命门元气衰弱，脉微细者，依阴阳运用左归丸、右归丸治之。 

4. 结语 

总而言之，三焦居于人体中部，内联五脏六腑，外达皮肉筋脉骨，是各个脏腑之间相互联系之所，

也是脏腑与形体肢节联系的场所。三焦气化理论是中医学体系中的核心架构与基础逻辑之一[22]，三焦气

机通畅则五脏六腑运作有序，水谷津液得以化生气血，灌溉濡养周身。 
肺结节的基本病理特质为“痰”，此为脏腑之痰，我们认为肺结节的治疗分调气、化痰和调养三步，

三焦通利，气血调和，则结节可在正气的作用下自我修复。而这仅是三焦气化理论应用的一方面，三焦

气化联通全身内外，包含多个系统，其他脏腑以及皮肉肢节的疾病亦可依据这一核心理论进行调治，部

分学者对三焦气化理论的研究已涉及衰老相关疾病[23]、糖尿病[24]、肾脏病[25]等领域，我们认为三焦

气化理论还可以指导血管循环系统疾病、免疫性疾病以及肿瘤性病变的治疗，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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