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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铿锵中医行”学术沙龙是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赵进喜教授、北京慈方医院管理公司贾海忠教授共同发

起的纯公益中医学术沙龙。 “铿锵”为激越向上之声，所谓“铿锵”，意指为中医发声响亮而激越，更有学术争鸣之意，还寓意着

中医药事业迅猛发展之势。 提示中医人面对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应有责任感与使命担当，砥砺前行，共创辉煌。 “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医人责无旁贷！ 恰逢铿锵百期，与诸君共勉。 “铿锵中医行”第 １００ 讲以

“脾主肌肉，健脾固本充形体；疼痛酸楚，针灸推拿有奇功”为题，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通过腾讯会议线上进行，就“如何理解肌

肉与脏腑经络的关系、肌肉相关疾病如何辨证论治以及如何发挥中医治疗的优势”进行探讨。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

医内科教研室、赵进喜教学名师工作坊邀请中医临床专家各抒己见，对肌肉与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联系，肌肉相关疾病的辨

证论治体会等多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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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内科教研

室（赵进喜），针灸科（刘宁），风湿病科（王海隆）；慈方中医馆（贾海

忠）；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况时祥）；北京同仁堂

中医医院脊柱科（胡亚力）；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郭志

卂（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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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肌肉在人体分布广泛，内合于脾，与多脏腑经络均有密切联系。 脾、肾、肝、肺等脏腑

经络失调均可表现为肌肉疾病。 通过观察肌肉的紧张度、充盈与否、肌力情况等，也可推测内在脏

腑功能变化、气血阴阳多少。 调节脏腑功能可用于治疗多种肌肉相关疾病，通过中药健脾补肾、应
用针灸推拿手法、生活方式干预等治疗，可取得较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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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是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维持运动、保护脏器、
抗拒外邪等功能。 肌肉为脾所主，与肾、肝等脏腑关系密切，
肌肉疾患与脏腑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脏腑功能异常会引起

肌肉局部发生病理改变。 若肌肉局部发生病变，亦可循经络

波及所属脏腑，影响脏腑功能。 为进一步深入理解肌肉与脏

腑经络的生理、病理联系，总结肌肉相关疾病的辨证论治经

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内科学教研室、赵进喜

教学名师工作坊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肌肉与脏腑经络病变

展开了热烈讨论，现报告如下。

１　 肌肉与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联系

刘宁主任医师：
《灵枢·经脉》云“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提

示肌肉与多脏腑联系紧密：（１）肌肉与脾：脾为后天之本，气
血生化之源，脾气散精，充养肌肉，使其丰满壮实。 若脾胃虚

弱、运化失司，肉失所养则多见肢体软弱无力、肌肉萎缩废

用、腹部坠胀等。 （２）肌肉与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司
生长发育，肌肉充盛与否反应机体肾精肾气是否充足。 若肾

精亏少、阴阳虚衰则多见四肢萎废、肢体疲软等。 （３）肌肉

与肝：《素问·五脏生成篇》云：“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

握，指受血而能摄。”肝主藏血，肌肉受肝血而能柔润；肝主

疏泄，调畅气机，协调脾胃升降。 若肝血衰少、肝风内动则多

见动作迟钝、运动失灵、手足震颤、四肢抽搐等。 （４）肌肉与

心：心主神明，统率四肢；心主血脉，行血养肉。 若心气涣散、
心阳衰亡则多见手足不用、四肢厥冷、强急僵直等。 《素问

·六节藏象论篇》云：“心为一身之主，脏腑百骸，皆听命于

心。”（５）肌肉与肺：肺主宣发肃降，可疏布精气，使肌肉得以

濡养。 若肺气虚衰、失于温煦则多见疲倦无力、呼吸短浅甚

则呼吸微弱等。

赵进喜教授：
肌肉为五体之一，是人生、长、壮、老、已整个过程重要的

外在表现。 肌肉丰满健美与否，是气血充盈、脏腑活跃、代谢

顺畅与否的外在体现。 如老年人若见肌肉瘦削，尤以颈部松

弛萎软，常为衰老之象。 此外，肌肉虽与多脏腑都有密切关

系。 但根据藏象学说而言，因脾主肌肉，故而脾胃在肌肉生

理病理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王海隆主任医师：
中医所述之肌肉当以骨骼肌为主，其功能常与筋骨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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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影响。 病理情况下如关节炎日久致周围肌肉受累，可见

肌肉疼痛无力及活动受限；腰椎类疾病发生多与周围肌肉相

关。 风湿性多肌痛则常与血管炎相关，部分合并巨细胞动脉

炎，临床症状表现为近端肢带肌疼痛僵硬，出现血沉升高等

指标异常。 因为实验室检验对风湿免疫病疾病诊断具有重

要意义，所以中医诊治此类疾病需在问诊、触诊的基础上辅

以实验室检验。 通过问诊、触诊确定如中轴肌、关节肌、肢带

肌或其他部位肌肉疼痛，再借助如抗体检测等实验室检验以

进一步明确诊断。

贾海忠教授：
肌肉与脏腑之间以血液、血脉为媒介相联系。 肌肉运动

由神经控制，实际是以精、气、神为主宰。 骨骼肌以运动为基

本功能，病理情况下肌肉不能自主运动或活动受限，具体表

现为：（１）某一肌群不能运动或活动受限；（２）肌肉结构异

常，如萎缩或肿胀；（３）肌肉局部感觉异常，如疼痛、无力或

无法运动等。 肌肉相关疾病诊断需以临床表现为主，检查为

辅，四诊合参。 《素问·六微旨大论篇》云“出入废则神机化

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五常政大论篇》云“根于中

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 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

绝”。 肌肉不直接对外，从内而生，属神机。 神机主运动，化
生阳气，强壮五脏六腑。 若肌肉不充分运动则阳气无法得到

补充，五脏六腑之阳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若肌肉萎缩，脏
腑亦会受其影响，轻则见功能下降，重则见脏腑虚衰。

２　 肌肉相关疾病辨证论治思路

刘宁主任医师：
《灵枢·本脏》指出“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

矣”，肌肉疾患与脏腑整体间联系紧密。 临床常见如肌肉减

少疾病症、缩侧索硬化症属中医痿证、虚劳病的范畴，常表现

为肌肉失养、筋脉软弱无力甚则呼吸急促、呛咳等。 常见证

候如肺热津伤，治以滋养筋脉、清热润燥，方用清燥救肺汤；
气滞血瘀则理气活血，方用柴胡疏肝散或血府逐瘀汤加减；
若脾胃虚弱则补气健脾，方用补中益气汤，若兼有湿邪则用

参苓白术散；肝肾亏虚方用虎潜丸加减；湿热浸淫方用加味

二妙散。 胃下垂属中医胃缓范畴，常见嗳气、恶心呕吐、消
瘦、脘腹胀满等症状，脾胃虚弱方用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

汤；脾肾两虚方用附子理中汤；气滞血瘀，方用桃红四物汤加

减。 若患呼吸肌疲劳症，应行功能锻炼并针对原发病治疗，
中医辨证若属肺脾气虚，方用参苓白术散；肾不纳气，方用七

味都气丸；阴阳两虚，方用参赭镇气汤加减。 此外，重症肌无

力、硬皮病患者，针药并用效果较好。

况时祥主任医师：
与肌肉有关的神经系统疾病包括：（１）神经肌接头疾

病：包括重症肌无力，先天性肌无力综合征等。 （２）遗传性

疾病：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包括假肥大性肌营养不良以及

面肩肱型、肢带型、眼咽型肌营养不良等。 （３）炎症性肌病：

如多发性肌炎、皮肌炎、包涵体肌炎等。 （４）代谢性肌病：如
线粒体肌病等。 因脾主肌肉，上述疾病主要从脾论治，补气

健脾并结合辨证配合理气、除湿、化痰等治法往往能取得疗

效。 （５）神经变性疾病：运动神经元病，包括肌萎缩侧索硬

化症、进行性脊肌萎缩症、假性延髓麻痹、原发性侧索硬化

等。 这类疾病与肾关系密切，临床重视精血同源、精血互生，
同时兼佐治脾，补脾益气以提高疗效。

胡亚力主治医师：
中医骨伤与的肌肉疾病诊疗特色体现为“手摸心会”，

源于“正骨八法”，现多将其作为独立概念讲，即医师通过触

诊了解患者局部或整体情况，同时结合思辨对病情做出正确

判断并且采取相应治疗的诊疗方式。 “手摸心会”被视为中

医骨伤科、推拿科诊治皮肉筋骨病的要领，是中医骨伤之魂，
也是精准医学和整合医学的有机结合。 通过“手摸心会”能
达到“摸到就能治到，治到就能有效”。 “手摸”意为通过切

诊以探查了解患者皮肉筋骨间的伏邪；“心会”意要“五明”，
即“明其因，明其证，明其经，明其络，明其治”。 而临床要达

到手摸心会首先应该要中西汇通，掌握解剖内容，熟知经络

腧穴。 其次，应对疾病诊断有系统、全面的了解。 第三，还必

需反复实践，不断体会。 第四，传承古训，非口传心授，不得

其精，因此要拜名师，跟名师。 最后，“功”到自然成，平时要

勤加练功，“武术”“医术”并重才能融会贯通。

赵进喜教授：
肌肉需气血充养，故五脏六腑皆与其关系密切，但脾胃

作用需要特殊重视。 痿证因筋脉失于濡养，临床多见肌肉乏

力甚则萎缩。 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宗筋之会，与奇经八脉

联系密切，阳明胃与太阴脾互为表里，脾主肌肉四肢，脾胃共

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 脾胃失常，气血生化乏源，不能

充养四肢肌肉，则见痿证。 《素问·痿论篇》云“治痿独取阳

明”，即强调脾胃在治疗痿证中的重要地位，而治痿独取阳

明并非独补阳明，还包括补阳明之气、养阳明之阴、清阳明之

热、祛阳明之湿。 独取阳明亦非仅治阳明，亦需根据具体情

况诸法合用，如泻南补北、滋补肝肾、补气活血通络、温肾通

毒等。 无论应用针灸或是汤药，都强调脾胃在痿证治疗中的

重要地位。 国医大师邓铁涛善治重症肌无力，常用补中益气

汤加五爪龙，五爪龙又名五指毛桃，为岭南常用药，被称为

“南方的土黄芪”，大剂量应用既可补气，又能不助热伤阴。
邓老应用补中益气汤重用黄芪或五指毛桃，都是重视阳明、
重视脾胃之意。 刘弼臣教授治疗儿童重症肌无力，亦常用补

中益气汤配伍马钱子，但因马钱子有毒，炮制、用量需特别

注意。
此外，“手摸心会”不仅能诊疗骨伤科疾病，也可以了解

脏腑甚至体质强壮与否。 《伤寒杂病论》重视腹诊，有“实则

阳明，虚则太阴”之言。 若腹按之实则多实证，虚则多虚证。
如针对腹满、腹部肌肉有力者，常见于阳明胃热体质、少阳郁

热体质，表现为大承气汤证、厚朴三物汤证、大柴胡汤证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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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附子汤证等。 反之，若腹部肌肉无力甚至冷凉，常表现

为理中汤证、四逆汤证等。
此外，肌肉相关疾病的治疗，主动锻炼及生活方式干预

也非常重要。 如盆底肌松弛应进行握固提肛锻炼。 颈腰椎

病预防日常生活、伏案读书保持正确姿势、通过不同动作活

动身体，具体如犀牛望月、回头顾踵、松肩坠肘、出凤於飞等

有利于颈腰椎病防治的运动方案。 我们主张应该将中医理

念落实到饮食、休息、情绪、精神等生活细节之中，此即“生
活中医”理念。

王海隆主任医师：
只辨证不辨病易误诊、漏诊，故应辨病辨证相结合。 例

如皮肌炎与风湿性多肌痛均表现为四肢近端肢带肌受累，但
皮肌炎存在与肺间质纤维化等不同程度内脏损伤及肿瘤相

关，因此在辨病的前提下辨证具有重要意义。 治疗应重视

“脾主肌肉四肢”，应用健脾生血药，兼顾“治痿独取阳明”这
一原则，并结合推拿手法和针刀等外治法多管齐下，解决以

内科症状为主要表现的相关疾病往往能取得较好疗效。 但

应用外治法需熟悉解剖、手段合理，以防造成危险。 如应用

推拿环节脊柱关节炎相关症状，因寰枕筋膜下为延髓，不能

直接松解，故应松解枕下肌群改善症状。 此外，部分内科症

状会体现到肌肉问题中，如左侧胸锁乳突肌若触诊有小结

节，提示或有心脏问题，患者常表现为心悸、心慌；若右侧胸

锁乳突肌触诊见结节，提示或有咽炎，患者表现为咽痒、咽
痛等。

贾海忠教授：
“脾胃为五脏六腑之海，脾主肌肉”，肌肉相关疾病治疗

多从脾论治。 肌肉为五体之一，肌肉与五体、脏腑互相影响，
关系密切。 许多骨病实为肌肉病，骨与肌肉均用进废退，久
不运动则骨肉力少，故应合理锻炼，突出运动作为强健肌肉

基本治疗方法的重要性。 临床治疗肌肉相关疾病，若单块或

数块肌肉损伤用针灸、揿针治疗，从肌肉起止点选穴，避开痛

处及活动不利处，症状缓解后可通过太极操等复健运动保持

功能及肌群协调。 若全身性疾病应辨证施治，以调理脾胃为

主。 若缺血性疾病应重视化瘀治法，并结合脏腑、病邪辨证

以明确血瘀原因。 神经源性肌肉相关疾病应从纬脉系统论

治。 该类疾病多属痿证范畴，临床治疗多重用黄芪，具体治

法如胃气虚损，则补益胃气、调理脾胃；若肺热叶焦，则清热

养肺；若外邪侵袭，则对证祛邪。 另外免疫疾病治疗，亦遵循

辨证论治，重点从脾肾与湿热考虑，调节免疫常用菟丝子、桑
寄生、茯苓等寄生类药物及紫河车等血肉有情之品。

３　 常见肌肉相关疾病诊疗经验

况时祥主任医师：
重症肌无力是临床最常见的与肌肉相关的疾病之一，涉

及免疫调节、神经肌接头、肌肉组织等多方面问题。 中医临

床多从脾肾论治，常用治法如益气健脾、脾肾气阴两补、滋肾

养阴、温肾健脾等，因神经免疫疾病常迁延难愈，“五脏之

伤，其病归肾”，更应重视从肾论治。 现代医学治疗该类疾

病常用糖皮质激素，长期应用库欣综合征、骨质疏松、血糖增

高等不良反应接踵而至，补肾阴药生地、龟板、知母，温肾阳

药仙灵脾、巴戟天、锁阳等通过作用于肾上腺皮质可发挥激

素样作用，较长时间使用可部分替代外源性激素，遏制异常

免疫反应，促使免疫功能逐步恢复正常， 黄芪、党参、白术等

补脾类药则具有综合免疫调节效应。 由此见，补肾与补脾结

合，运用于重症肌无力不同阶段，可从多方面发挥免疫调节

效应，达到部分病人痊愈、完全停药，多数患者病情显著改善

的目的。 此外，补脾益气类药物对神经肌肉接头损伤有一定

修复作用。 通过本病充分反映肌肉与脏腑的相关性，以及五

脏相关尤其是脾肾相关，通过辨证论治往往能取得疗效。

赵进喜教授：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导致糖尿病足的重要原因，患者

常表现为肌肉萎缩。 《古今录验方》指出肾消病：“渴饮水不

能多，小便数，阴痿弱，但腿肿脚先瘦小，是肾消也。”腿肿多

因糖尿病肾脏病或心衰，脚瘦小多因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致

肌肉萎缩。 此肾消病是包括糖尿病肾脏病、阳痿、周围神经

病变等多种并发症在内的一个病名。 糖病周围神经病变病

机为久病入络，络脉瘀结，气血不能布达于四肢充养肌肉。
称其为痹证似有不妥，我们主张称之为“络痹”。 治疗应重

视独取阳明和从肾论治，常用补中益气汤、补阳还五汤使用

大剂量黄芪健脾益气，配合地黄饮子或肾气丸补肾助阳、阴
阳双补，并酌情加活血通络药、虫类药，明显改善症状。

胡亚力主治医师：
肌肉损伤与颈性眩晕发病关系密切，颈性眩晕是因颈椎

退变、软组织劳损、小关节错位、外伤等致颈椎内外平衡失

调，出现以眩晕为症状的临床综合征。 主要发病机制有本体

感受器紊乱、交感神经功能障碍、颈椎失稳等等。 中医认为

颈性眩晕基本病机为本虚标实，发作期以标实为主，多因颈

部退变、创伤及炎症损伤后，风、寒、湿在皮肉筋骨内形成伏

邪，不通则痛，不荣则眩。 应以疏理邪气、通畅气血为法，以
“手摸心会”为指导，寻找其颈部肌肉不对称、结节、条索或

痉挛粘连及关节紊乱处等邪之所凑之处，参考现代医学检

查，综合考虑形成全面诊疗方案，针对“标实”可通过推拿手

法松解肌肉、调整错位关节、缓解症状。 难治性颈性眩晕还

可在超声引导下进行针刀、射频消融等治疗，有手术适应症

的要考虑手术治疗；同时，对于“本虚”颈性眩晕各阶段中药

治疗都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日常颈椎保持正确姿势及功能

锻炼也很重要。

４　 结语

肌肉为脾所主，肌肉的相关疾病与脾肾等多脏腑经络密

切相关。 临床治疗肌肉疾病，应根据具体辨证，重视从脾、
肾、肝、肺等论治。 着重调理脾肾，固护先后天之本治疗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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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伤杂病，同时应用推拿手法等缓解症状，常具有较好疗效。
探究肌肉病变与脏腑的关系具有临床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

研究。

赵进喜教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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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导师，全国第二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第三批名老中

医史载祥教授学术继承人。

刘宁主任医师简介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医学博

士，第五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刘景源教授学术传承人，刘景源

名医工作室负责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经方专业委员会

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养生学会理事。

王海隆主任医师简介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风湿病科创科主任，主任医

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工作站指导老师。 全国中

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人才，美国梅

奥医学诊所访问学者。 曾挂职贵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助理，贵
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贵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

学院副院长。 荣获 “第一届国家卫生计生委优秀青年”
称号。

况时祥主任医师简介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

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委，中华中西医结合学会神

经科专委会常委，中国卒中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常委，贵州

省中西医结合神经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贵州卒中学会中西

医结合分会主任委员，贵州省神经病学分会常委。 擅长重症

肌无力、多发性硬化、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病、脑卒中、老年性

痴呆等疾病的中西医综合诊治。

胡亚力主治医师简介

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脊柱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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