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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便秘的发病率逐渐上升，常常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对患者的精神心理造成严重影响。目

前中医对便秘的病机分析多以“热盛、津亏”为主，未能完全揭示本病病机，临床治疗多以清热、养阴

为主，易损伤中阳，反而导致患者病情迁延，经久难愈。文章从“辛以润之”理论出发，通过揭示其内

涵，探析其与便秘治疗的内在联系，拓展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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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cidence of constipation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which often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even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mental psychology of patients. At 
present, the analysis of the pathogenesis of constip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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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heat and loss”, which fails to fully reveal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disease, and the clinical 
treatment is mainly based on clearing heat and nourishing yin, which is easy to damage Zhongyang, 
but leads to the patient’s condition being prolonged and difficult to heal for a long time. Starting 
from the “Xin Yi Run Zhi”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its intrins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eatment of 
constipation by revealing its connotation, and expands the treatment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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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便秘是一组以排便费力、排便次数减少和或排便不尽感为主要表现的综合征。其存在多种病理生理

发病机制。目前现代医学治疗方法主要有调整生活方式、药物治疗、生物反馈治疗等，西药主要有容积

性泻剂、渗透性泻剂等，研究显示这些药物具有一定的疗效，但目前尚缺乏大规模长期用药的结果和随

访。中医药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对于便秘的治疗有丰富的经验[1] [2] [3] [4]，值得进一步挖掘。 

2. “辛以润之”理论的内涵 

“辛以润之”出自《黄帝内经·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

津液通气也。” 
要理解“辛以润之”的涵义，首先要清楚此处的“燥”是什么。燥的成因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阴

津亏虚所引起的燥，二是津液输布异常所导致的燥，如膀胱蓄水证中的口渴。对于阴津亏虚引起的燥，

当用甘寒养阴之品，即燥者濡之。而此条文却言“急食辛以润之”，辛味药物历来被视作耗伤津液之品，

由此可见，此处的燥不是由阴津亏虚引起，当是由津液输布异常所致。 
辛何以能润？后文给出了答案：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小青龙汤证可出现口渴，此处的口渴是由

外寒里饮，饮邪停滞，津液不能上输于口所致，用麻黄、桂枝、生姜、细辛之辛以开腠理，气津能够正

常流通，津液得以上乘，则口渴自愈。五苓散治口渴、肾气丸治消渴亦是“辛以润之”的典范。 
“辛”到底指的什么呢？史丽萍认为“燥”是病理表现，“润”是“辛”的结果，“辛”应是辛温

之品[5]。“燥”在中医学中常指致病因素，这里则是指干燥的表现。“润”在此处既是目的，也是结果。

诸“辛”其性皆温。这一观点未将辛凉药物纳入考虑。笔者认为，“辛”应指辛味药物。辛味药物既包

括了附子、干姜、桂枝等辛温之品，亦包含了辛凉药如柴胡、牛蒡子之类。 
因此这句条文的意思是：肾的气化失司，津液输布异常，导致机体出现燥的外在表现，对于此种燥

症，可以用辛味药物通过开腠理、通调气机、恢复津液输布等方式来达到润的目的。 

3. “辛以润之”理论的应用 

“辛以润之”理论最开始仅用于肾燥，如《金匮要略》：“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

一斗，肾气丸主之。”后面经过诸多医家不断发挥，被现代医家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如陈琪等治疗肝肾

阴虚型绝经后骨质疏松症[6]，徐甜等等运用此理论治疗干燥综合征[7]，李凌峰等治疗灼口综合征[8]，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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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琪等用以治疗激素依赖性皮炎[9]，蔺健春等治疗燥痹[10]，高祥福治疗膜性肾病[11]，刘延庆等治疗晚

期食管癌[12]，陈新宇教授治疗消渴[13]，陈梅等治疗尿毒症性皮肤瘙痒症[14]，田依澄等治疗银屑病[15]
等。 

“辛以润之”不仅用来治疗津液输布异常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阴津亏虚者也可适当应用，若这类

患者仅服用滋阴药物效果不佳，其中加入少量辛味药可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李福海治疗津亏干燥口

渴[16]的经验。 

4. “辛以润之”与便秘 

4.1. 病因多样，气津凝滞为重要病机 

中医认为，便秘的病因有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年老体虚、感受外邪等，病机为热结、气滞、寒凝、

气血阴阳亏虚引起的肠道传导失常。陈潮祖教授认为便秘有四种基本病理：阴津枯竭、水津不布、传导

无力、三焦气滞[17]。 
便秘的常见症状是大便干结。从津液的角度来看大便干结，不外乎“津亏”“津阻”两端。火热燔

离，耗津烁血，以致津血亏虚，不能濡润大肠，大便干结；各种病理产物堆积，阻滞气机，气不行津，

气津凝滞，津液不能到达肠道，以致大便干结；火热之邪又可煎灼津液产生痰湿，痰湿郁久又可化热生

火，二者互为因果，常相兼致病。本病多见于中老年人，脏腑功能减退，饮食、情志、外邪易对其造成

影响，引起脏腑功能失去平衡，产生痰湿等病理产物，以致气津凝滞，发为大便干结。可见，气津凝滞

是本病的重要病机。 

4.2. “辛以润之”为重要治法 

中医治疗便秘，常用清热、滋阴、润肠法，尤以清热滋阴为多，但在临床上所见便秘患者，实热者

少，虚寒者多；纯虚者少，虚实夹杂者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现在患者信息渠道广泛，购药方便，常常

自行购买清热通便药物服用，初用有效，久服则难以起效，甚至越用大便越发干结。当患者来医院就诊

时，往往经过了多种药物治疗，此时所见，热邪已清，阴血已充，但脾胃阳气受损，运化失常，多种病

理产物堆积，以致气滞津凝。此时再以常法治疗，多是徒劳。当以“辛以润之”为原则，以辛药行气畅

津，使气血流通，病情才能好转。 
刘启鸿等探讨《伤寒论》便秘治疗用药规律，分析发现便秘用药中辛味药使用频率仅次于苦味药[18]。

罗纳川等通过数据挖掘探讨了基于辛润法思想的治疗便秘的方剂中辛味药的应用规律，结果表明，治疗

便秘组方常由辛味药与滋阴药进行配伍，佐以宽肠行气药，取行气布津、润燥通便之意[19]。 

4.3. “辛”药在便秘中的具体应用 

“辛以润之”的应用应根据具体病情辨证论治。先辨虚实，实者当辨具体邪气，如寒凝、气滞、痰

饮水湿、瘀血、热邪等，根据具体情况恰当使用“辛以润之”之法。如寒邪盛者以辛温药物散寒，寒邪

一散，则气津凝滞状态被解除，气畅津调，津液能够正常输布于肠道，肠道濡润，肠道传导正常，则便

秘可愈，代表药物如附子、干姜，方如温脾汤等。气滞者以辛味药物行气，气行则津行，气津流动，肠

道功能正常，则大便自通，代表药物如槟榔、木香、枳实等，方剂如六磨汤等。少阳枢机不利者，予小

柴胡汤通气输津，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痰饮水湿阻滞以致大便干结不通者，以辛温药物温阳利水，

代表药物如桂枝，方如五苓散等。陈潮祖教授曾治一 50 余岁女性患者，大便困难，5~7 日一次，服药无

效数年，伴四肢无力，面色淡黄，舌淡脉缓，服五苓散一剂后大便一日两次，继服则大便一日一行[10]。
瘀血阻滞者，用辛味药行血化瘀，如《兰室秘藏·大便结燥论》：“如少阴不得大便，以辛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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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幽汤治大便难，幽门不通，上冲，吸门不开，噎塞，不便燥秘，气不得下，治在幽门，以辛润之。”

风热犯肺，肺失宣降，由于肺与大肠相表里，导致腑气不通，发为大便不通，此时应用辛凉药物，如牛

蒡子等。虚者根据气血阴阳的不同进行补益，同时也可少佐辛药，调畅气机，布散津液。如气虚便秘者

在补中益气汤中加入枳壳，或参苓白术散中加入枳壳、厚朴；血虚者，予润肠汤；治疗津液亏虚之大便

干结，有增液汤之类。由此可见，辛味药物在便秘的治疗中大有可为。 

5. 结语 

“辛以润之”理论对于便秘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临床上运用时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

药物，如寒邪凝滞时选用辛温散寒之品，热郁则需选用辛凉药物，病理产物堆积则选用辛温通津之类，

气血津液亏虚者可适当加入少量辛味药物，使补而不滞，气津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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