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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络”应用及其内涵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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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搜集与“胃络”相关的书籍和条文，按照《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注家、临床医家、西学东渐的影响４个层次，

梳理“胃络”应用及其内涵的演变过程。“胃络”在应用及内涵演变过程中有两条清晰的发展线，其源头分别来自

《黄帝内经》“胃之大络”和“肠胃之络”。后世注家主要围绕“胃之大络”进行阐释和发挥，临床医家则主要是在“肠

胃之络”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与应用，尤其是叶天士在胃络与胃关系的确立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学东

渐以后，“胃络”的内涵逐渐向解剖、实证转化，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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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络病学说的发展和临床应用，脏腑络脉逐

渐被学界关注，“胃络”是脏腑络脉之一，在胃病的诊

治中被广泛应用。然而，在中国知网以“胃络”为关键

词进行检索，发现其相关内容主要有“胃络瘀血”“络病

理论”“胃络通心”等［１４］，其中“胃络通心”中“胃络”的概

念明显与“胃络瘀血”“络病理论”中“胃络”概念不同，因

此有必要对“胃络”内涵的演变进行梳理。

笔者通过检索正式授权的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出版的《中华医典》软件，搜集与胃络相关的书籍和条

文，并与数据库中相关书籍进行核对，查补遗漏。从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内经》注家、临床医

家、西学东渐的影响４个层次，探讨“胃络”应用及其

内涵演变，以阐明当前“胃络”出现不同含义的原因，

为今后开展“胃络”相关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１　《内经》———“胃络”之萌芽

　　《内经》中没有“胃络”的直接记载。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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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枢·热病》曰：“热病，体重，肠中热，取之以第四

针，于其俞及下诸趾间，索气于胃络得气也”，提到

“胃络”，但由于其并非指体内的络脉，且后世注家对

此多有歧义，故可忽略不计。但是，《内经》中有关

“胃之大络”和“肠胃之络”的记载，为之后“胃络”作

为单独概念提出并应用奠定了基础。

１．１　胃之大络———由“胃”发出的联络膈、肺、心的

脏腑之络　《素问·平人气象论》云：“胃之大络，名

曰虚里。贯鬲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

也。盛喘数绝者，则在病中，结而横有积矣。绝不至

曰死，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从循行看，胃之

大络循行于体内，从胃起，“贯鬲”后“络肺”，然后再

出于左乳下。从功能看，胃之大络主运行宗气。虽

然经文中没有明确指出宗气的来源，但其与胃化生

水谷精微应有密切关系。《内经》中关于“胃之大络”

的描述，提示后世学者：脏腑之间存在络脉分布，胃

中水谷精微参与宗气形成，并可通过络脉到达肺、

心。黄龙祥［５］认为，这里的“胃之大络”应属脏腑之

络。由此可见，“胃之大络”作为体内分布的络脉，与

脏腑具有相关性，为之后“胃络”单独作为脏腑络脉

提法做铺垫。

气怫郁，致肝胆疏泄不利，胆汁横逆，身目发黄，此时

治以茵陈汤。即《温疫论·发黄疸是腑病非经病》所

述：“疫邪传里，遗热下焦，小便不利，邪无输泄，经气

郁滞，其传为疸，身目如金者，宜茵陈汤。”

３　结语

综上所述，《温疫论》中蕴含着丰富的郁热病机

及相关论治，因此，充分认识《温疫论》中郁热辨证思

路与方法，对丰富吴又可学术思想和温疫学说有一

定促进作用，同时可以启发和促进疫病辨证论治理

论体系的构建及中医辨证论治方法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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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肠胃之络———分布在“胃肠”周围的脏腑之

络　《灵枢·百病始生》言：“卒然多食饮，则肠满。

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

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肠

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

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这里的“肠胃之络”，

是指分布在肠胃及其周围的络脉，虽然没有单独提

及“胃络”，但也能说明胃腑周围分布有络脉。此外，

“肠胃之络”损伤，则出血。由此推测，分布在胃腑附

近的络脉损伤后，也可能导致出血。有关“络”与

“血”的描述在《内经》中有很多，如诊“血络”、刺“血

络”，而这段原文说明分布在体内的肠胃之络，与体

外络脉一样，也与“血”有密切关系。

综上，《内经》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胃络”，但其对

“胃之大络”和“肠胃之络”的描述，提示后世学者胃

腑与络脉之间的关联性。在体内，胃腑发出络脉联

系其他脏腑，胃腑周围也有络脉分布，当胃腑周围络

脉损伤时，则会出血。“胃络”联系周围脏腑、与“血”

密切相关的特性已见端倪，这些为后世“胃络”概念

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２　《内经》注家对“胃络”的解释与发挥

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对“胃之大络”进

行注解，“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鬲络肺，出于左乳

下，其动应衣”，下注“下诊胃络之脉。虚音墟。虚

里，城邑居处也”，首次明确将“胃之大络”简称为“胃

络”。其后，《内经》注家的解释和发挥主要针对由

“胃之大络”演变而来的“胃络”，提出“胃络”与“胃”

的关系，突出“胃络”对“胃”与“心”的联系，增加“胃”

与“心包”的联系，强化“胃络”对于全身血气运行的

重要性。

２．１　提出“胃络”与“胃”的关系　“胃”作为“胃之大

络”的起点，与“胃”相关，但从《内经》原文记载的循

行与病候来看，“胃之大络”更像是作为“络”，表示联

络部位间的纽带［６］。而历代医家注解和发挥，明确

提出“胃之大络”与“胃”的关系，如《素问悬解》提到

“五脏之脉，资生于胃，胃为中土，气通四旁，故胃之

大络，名曰虚里”，即胃在脏腑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

胃络的价值和意义。

２．２　突出“胃络”对“胃”与“心”的联系　《内经》之

“胃之大络……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虽未直接点

明心脏，但其与心的关系已不言而喻。医家注解时，

更强化“胃之大络”对“胃”与“心”的连接作用，用于

解释其他经文。如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中

解释“阳明脉解篇”中“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

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时，直言“胃络上

通于心，阳盛则心神昏乱，故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

疏”。高士宗亦言：“胃络通心，故烦心痛。”现代一些

文献中提到的“胃络通于心”或许正是来源于这些注

家的解释和发挥。

２．３　增加“胃络”与“心包”的联系　高士宗在《黄帝

内经素问直解》中，还增加了“胃络”与“心包”的联

系。如书中解释“阳明有余病脉痹，身时热，不足病

心痹”时，提到“阳明，金也。金，时之秋也。阳明有

余，则气燥而热，故病脉痹、身时热；阳明不足，则胃

络不通于心包，故病心痹”。从其解释可以看出，《内

经》原文出现的“心”，在高士宗的注解中，变成了“心

包”。《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

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故诸邪

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高士宗之所以用“心

包”代“心”来解释，可能就是出于“心包代心受邪”的

考虑。由于脏腑理论中，心包是不同于心的独立脏

腑，因此亦将此脏单独列出。

２．４　强化“胃络”对于全身血气运行的重要性　“胃

之大络”主运行宗气，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论

及“宗，尊也。此之大络，一身之中血气所尊，故曰宗

气”，《灵枢·邪客》亦有“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

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的说法。胃为气血水谷之

海，人后天之气血，皆从胃出。胃之大络，从胃出，上

络心肺，“肺朝百脉”“心主血脉”，胃之大络对全身血

气的运行至关重要。高士宗在《黄帝内经素问悬解》

中言：“五脏之脉，资生于胃，胃为中土，气通四旁，故

胃之大络，名曰虚里。……，是知胃络，不但通四旁，

贯膈络肺，而且合于宗气，此言胃络之平气也。”还有

注家在对其他经文进行注释时，明确表示胃络是转

输胃腑所出气血的通道，如《黄帝内经素问集注》认

为“胃腑所出之气血，从胃络而注于脏腑之大络”。

３　临床医家对“胃络”的拓展与应用

临床医家对“胃之大络”的理解和应用，与《内

经》及其后世注家基本一致，创新性不大。相较于

“胃之大络”，后世医家对“肠胃之络”的继承、应用与

发展则更为突出。“胃络”在临床医家的不断注解和

应用下，其理解和表述也呈现出不同的新意。

３．１　更注重“胃络”与“血”的关系　从《内经》对肠

胃之络的描述来看，虽然没有明确提及“胃络”，但可

从侧面反映胃腑周围有络脉分布，并且损伤时易发

生出血。后世临床医家主要对《内经》“肠胃之络”相

关条文进行阐发。在与“胃络”有关的医案或者方书

中，血证占据相当一部分，且常可见其与“瘀血”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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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病因病机，用以解释病证。①在一些吐血、咳血病

案中作为病位解释病证。宋代《是斋百一选方》中

言：“凡吐血、咯血，其得之多因积热之甚，或饮食过

度，驰骋伤胃络也。”根据描述，积热、饮食过度可导

致“胃络”损伤，进而出现吐血、咳血。之后一些吐血

或咳血病案中，“胃络”亦频繁作为病位出现，如沈

《沈氏医案》中“严长枢案，饱食用力，则胃络有损，血

积不散，留于中宫，随火上升而吐血，血皆厚而黏腻

者，此瘀血也”，《王旭高临证医案》中“咳血一证，非

尽由阴虚。若痰饮久咳，乃胃络受伤，胃气不降，血

从气逆而来”。②常与“瘀血”组合为病因病机解释

病证。《理虚元鉴》中载：“有劳倦伤血，瘀积胃络，兼

受风寒，寒邪迫血，火不能降，以致吐血、衄血，不可

以弱症施治。”这里“劳倦伤血，瘀积胃络，兼受风寒”

应该理解为有先后顺序的一系列病机，劳倦耗血伤

血，血瘀积于胃络，又恰逢风寒，外寒内热，火不能

降，导致吐血、衄血。这些都显示“胃络”病变常出现

“血证”，“胃络”与“血”之间有密切关系。

３．２　“胃络”作为病变程度或层次的划分　清代著

名医家叶天士提出“久病入络”理论，将疾病传变先

后次序进行划分，“胃络”的内涵也随之有了新的变

化。当病及“胃络”，往往代表疾病病程较长、病位较

深。如《临证指南医案》中“汪（五七）诊脉弦涩，胃

痛绕背，谷食渐减，病经数载，已入胃络”，又有“潘

（氏）脉弦涩，经事不至，寒热，胃痛拒格，呕恶不纳。

此因久病胃痛，瘀血积于胃络，议辛通瘀滞法”，这些

都是“胃络”作为疾病发展部位或层次划分的典型

病案。

３．３　“胃络”与“胃”关系更加深入密切　《内经》中，

无论是对“胃之大络”，还是“肠胃之络”，与“胃”的生

理功能、病理特征的关系均不明确，“胃络”与“胃”关

系的确立，与临床医家，尤其与叶天士有密不可分的

关系。

如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言：“喜饮热酒，

胃络积热血瘀，中脘痹痛，谷食渐减，脉来弦涩”“汪

（五七）诊脉弦涩，胃痛绕背，谷食渐减，病经数载，已

入胃络”，又有“潘（氏）脉弦涩，经事不至，寒热，胃

痛拒格，呕恶不纳。此因久病胃痛，瘀血积于胃络”

等，均显示“胃络”损伤，“胃”的功能随之发生异常，

导致胃痛、饮食减少、恶心呕吐等胃病的发生。

３．４　“胃络”联络更多周围脏腑　《内经》记载“胃之

大络”在循行中联系“心”“肺”，后世注家在此基础上

增加了“心包”，“胃络”可联络“胃”与周围脏腑的这

一特性，被临床医家应用在疾病传变或者病因病机

的分析中，如《读医随笔》中“形寒寒饮则伤肺，咳逆

而上气。然饮冷是由胃络入肺也，其声略重，宜温

胃，略兼利湿”，即借“胃络”的循行联系解释寒气由

“胃”入“肺”的传变。

或许受此影响，原本在《内经》中，“肠胃之络”并

没有提到与周围脏腑的联系，但在后世临床医家的

医案中，分布在“胃”周围的“胃络”，还与除“心”“肺”

“心包”以外的其他脏腑也发生了联系。如《临证指

南医案》之“肝络久病，悬饮流入胃络，致痛不已”，

《高注金匮要略》之“盖痰饮则内从胃络而外传于脾，

悬饮则旁从胁络而下传于脾，故皆能使水气在

脾也”。

在《临证指南医案》之前，没有文献记载“胃络”

与肝、脾之间有关系，叶天士提出的这种与“胃之大

络”描述不同的脏腑联络关系，其产生有可能与经脉

之间的互相络属相关，如脾胃之间，原本就有“属脾

络胃”“属胃络脾”的联系，肝胃之间，也有“足厥阴肝

经……挟胃，属肝”的经络分布。又或是医家在一些

医书中，看到有“胃络上通于心”的记载或医案分析，

认为“胃络”应当具有联络脏腑的作用，因此为了更

方便解释脏腑之间疾病的传变，就加以发挥，扩大了

“胃络”的联络性。

综上，相较于注家，临床医家对“胃络”的理解与

发挥，都是以解释临床问题或现象，基于对“胃络”的

应用产生的，由于其与临床联系密切，因而影响也

较大。

４　西学东渐对“胃络”理解的影响

自明末清初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西学东渐

的高潮，对“经络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研究

过程中更加注重解剖、实证等方法，对“脉”“络脉”

的理解，逐渐偏于实质化，“血管”“神经”等解剖结

构先后被引入经络实质的探索之中［７］。如王清任

勇于创新，对人体解剖深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络

病与瘀血的关系；清代朱沛文在《华洋脏象约纂》

中提到“络脉”“孙络”可大致对应为回血管及微丝

血管；高思敬《外科图说》中，有明显将络脉理解成

血管的意思。

受这一思潮的影响，现代亦有论文将胃络周

围的血管近似当成胃络［１］。然而，从《内经》、《内

经》注家以及临床医家对“胃络”注释和应用来看，

“胃络”同“经络”一样，不能完全等同于某种解剖

实质，其包含有血管的含义，但除此之外，还有中

医传统知识背景下的说理成分以及人体上下内外

联系规律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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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综上所述，“胃络”应用及其内涵均源自《内经》，

在其演变过程中有两条清晰的路线：一条来自“胃之

大络”，另一条来自“肠胃之络”。“胃之大络”简称

“胃络”，是由胃发出，联系膈、心、肺，并运行宗气的

一条络脉，其表述相对明确，后世注家以及临床医家

在注解和应用过程中，强化了其与“胃”的关系，突出

其在全身气血运行中的作用，并在应用中更加深了

“胃络”在“胃”“心”之间的联络性。“肠胃之络”在

《内经》中表示分布在肠胃附近的络脉，该处原文的

描述，为之后脏腑络脉的提出及其与血的密切关系

定下了基调。尤其是在叶天士明确提出“阴络即脏

腑隶下之络”，其在书中多次提及并应用“胃络”后，

胃络一般被作为围绕胃腑附近与胃腑功能密切相关

的络脉，可联络周围脏腑，损伤后多有出血或瘀血，

虽然从源头梳理，能看出这是两条“胃络”演变线，但

因其在书籍中均名为“胃络”，从而容易使后世医家

在理解和应用上出现混淆或不解，这或许解释了为

何在“中国知网”中检索“胃络”，会出现不同含义与

应用的原因。

当前，随着西学东渐影响的扩大，对“脉”“络脉”

开展了一些实质性研究，如吴以岭先后提出“脉络—

血管”与“孙络—微循环”理论，并应用通心络胶囊治

疗冠心病取得明显疗效［８９］。其他医家受其启发，有

关“胃络”的研究和探讨亦逐渐增多［１０１３］。笔者梳理

了“胃络”应用及其内涵演变，希望其他研究者能古

今相参，在更好理解“胃络”含义的基础上开展实验

和临床研究。目前，不同研究中“胃络”概念并不完

全一致，这对“胃络”的后续研究不利。因此，在开展

“胃络”相关研究之前，宜先对“胃络”的内涵作出统

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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