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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口疮和便秘虽为不同疾病，但二者的发病均与人体气机升降失常密切相关。从气机升降论治口疮和便秘，

分而治之不乏古今临床经验，合而治之也有明确的实际疗效。因此从气机升降论治口疮和便秘，对拓展

两病的治疗思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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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oral ulcer and constipation are different diseases, their onse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ysfunction of the body’s qi movement. The treatment of oral ulcer and constip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qi movement is not lacking in ancient and modern clinical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m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4.1461920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4.1461920
https://www.hanspub.org/


马多多，张杨 
 

 

DOI: 10.12677/acm.2024.1461920 1352 临床医学进展 
 

experience, and combined treatment also has clear practical efficacy. Therefore, treating oral ulc-
er and const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i move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xpanding the 
treatment approach for these two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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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口疮是指以口腔内粘膜、舌、唇、齿龈、上腭等处发生溃疡为特征的一种小儿常见的口腔疾患，但

临床上成人也多见此病，一般指现代医学中复发性口腔溃疡。便秘是指由于大肠传导功能失常导致的以

大便排出困难，排便时间或排便间隔时间延长为临床特征的一种大肠病证。气是组成人体的最基本物质，

升降出入是气的基本运动形式。脏腑之气不断升降出入保证了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从气机升降论

治疾病在《黄帝内经》中已有所体现，脾胃为气机升降的枢纽，若其生理功能受影响，可直接或间接影

响气血运行、水液输布，导致其他脏腑气机失调和生理功能紊乱。后世众多医家用气机升降指导临床治

疗，也使之不断丰富发展。 
近年来有学者研究口疮和便秘患者的肠道菌群，发现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肠道中双歧杆菌属丰度显

著降低，功能性便秘患者组肠道中双歧杆菌数量低于健康组，证明肠道中双歧杆菌的减少可作为口疮和

便秘的致病因素，因此，肠道菌群失调可作为两病发生的共同联系[1] [2]，临床上更有用相同辨证同时治

疗口疮和便秘的经验[3]。这启发笔者想要进一步探寻两病在中医上的联系，经查阅诸多文献获悉中医气

机升降在分析两病的关系、指导其治疗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调整气机升降为治则，辨证治疗口疮和便

秘确实疗效可观，故而本文浅析从气机升降论治口疮和便秘。 

2. 从气机升降探讨口疮和便秘的关系 

基于气机升降调节脏腑功能，指导辨证论治，符合中医整体观念的思维。气机升降的实质是阴阳二

气的相互制约，调节气机时要寻求升降出入的动态平衡[4]降中有升，升而得降。脾气升清，肝气升于左，

肾气随之上升而肾水可滋养心脏，胃气降浊，肺气降于右，心火随之下降可温暖肾脏[5]，脏腑之气转圜

不止，则一身之气周流不息，得以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正如《素问》中：“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

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气机升降在人体气血津液的生成、转输和代谢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气机升降出入有序，脏腑功能协调，阴阳平衡，自然体健无恙[6]；若气机不畅、气滞、气闭、气逆、气

陷、气脱、气结，导致脏腑功能失调，阴阳失衡，则百病丛生。其中脏腑功能和气机升降可彼此影响，

治疗得当二者可相得益彰，失治误治则相互受累[7]。 

2.1. 气机升降与口疮的关系 

气机失调导致口疮的相关见解，也有据可循。古代医家黄元御从一气周流的思想出发，认为“口病

者，足阳明之不降也”，提出顾护脾胃，调畅中焦为治疗口疮的关键。卢雨蓓主任[8]在治疗口疮时，也

尤为注重气机升降与本病的关系。王芬等[9]基于气机升降辨证口疮，提高辨证本病的准确性和治疗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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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刘忠庆[10]也进行了关于升降失调引起口疮的研究。因此，明确气机升降与口疮的关系可有效论治

本病：当脾胃气机转圜不畅时，脾无力散精升清，脾阳不振，气血不荣则口唇失养，胃失于腐熟降浊，

浊气阻滞中焦，虚火、实火产生，气血津液不能上乘于口，火性炎上则熏灼口舌，口疮随之而发；心之

火脏与肾之水脏失于既济，阳亢于上而阴寒于下，则体内阴阳失调，下焦虚热则火不归元，邪气趁虚而

入，相火不藏则极易导致君火上冲，发生口疮；肝血失于温升，肺气不能清降，则阳神无源以化，阴精

无根而产，少阳枢机不利，血随气而动，气郁化火上灼口舌，肺阴亏耗，津液难上荣于口，肺失肃降，

心火更失于约束，不能下移温暖肾水，则一身之气难以周流。 

2.2. 气机升降与便秘的关系 

早在《黄帝内经》中就讨论过便秘发生的原因，“五脏不平，六腑闭塞之所生也”，认为气机升降

失调会影响水谷代谢、吸收、转输，脏腑气化不利，则糟粕不行。名中医张小萍教授[11]治疗便秘时重视

气机升降与本病的关系，并总结了脾胃气化理论。赵进喜等教授[12]的临床经验也证明魄门是气机升降出

入的通道，和便秘的形成联系紧密。近年来“湿秘”被广泛研究，其发病的机制是湿邪阻滞气机，导致

各脏腑气机失调，腑气不通[13] [14]。基于各类临证经验和临床观察，总结气机升降与便秘的关系如下：

脾胃功能障碍，气机升降枢纽失责，脏气不顺，腑气不通，糟粕不行，积滞之邪久郁化火，燔灼津液则

燥屎内结，便干难解；肺气失宣，津液不能输送到肠道，肺失肃降则腑气停滞，腹胀便秘；肝气不疏，

肝的疏泄功能异常，脏腑气机失调，腑气郁滞则大便通降失常，此外胆汁疏泄失常也会阻碍消化，不利

于大肠降浊和排泄糟粕；肾气虚弱，不能化生阴阳，先天不足，后天失养，腐熟无力，运化不及则糟粕

内停，阴血暗耗则肠道失润，二便失其所主。 

2.3. 气机升降与口疮和便秘的共同联系 

现代临床研究发现[1] [2]，肠道菌群失调与口疮和便秘的发病相关。而从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分析得

出，口疮和便秘存在病理生理的内在联系，导致两病可同时出现，从脏腑经络上看，实证口疮的发生主

要与心脾胃相关，虚证口疮以肝肾为主，十二经脉中足太阳膀胱经间接通于咽喉、口腔，而其余十一经

可直接循行病变局部；便秘病位在大肠，与脾胃肺肝肾心小肠三焦有所联系，病变相关经脉以阳明，太

阴为主，又与诸多经脉相关。 
从发病机制上看，导致两病发生的原因在于气机升降失调。脾胃居于中焦，是脏腑气机升降之枢纽，

胃与脾之纳运相得，二者升降相因，气血津液能上荣于口，也可滋润肠道；肺之宣发肃降助肺气携津液

输送到全身，上达口舌，下至肠道；肝气条达，肝主疏泄，可调节全身脏腑气机，保障气血运行顺畅，

口唇红润光泽，大便顺畅规律；肾气充足，肾之阴阳平衡，君相安位，无虚火上浮之弊，纵使偶发口疮

也不会缠绵反复，肾司二便，肾气足则魄门启闭有度，糟粕排出有节。 

3. 从气机升降探讨口疮和便秘的治疗 

口疮和便秘发病之关键在于气机升降失常。正如“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气机

的升降出入异常，在内影响肺气的宣降、脾气的升提、肝气的条达、肾气的固摄，在外表现为上则口疮

糜烂，下则秘塞不通，正如《黄帝内经》有言：“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因此，在治疗口疮和便秘时

均要重视对气机升降的调节。 
现代临床也有立足不同辨证单独治疗两病之经验，究其根本，不外乎以偏纠偏，寒者热之，热者寒

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15] [16]。口疮的辨证分型常规有 5 种[17]：心脾郁热证，肺胃蕴热证，阴虚火

旺证，脾肾阳虚证，脾虚湿热证，瘀血阻滞证，治疗多以降火敛疮为主；便秘多以通腑为治法，具体言

之，积热者泻，气滞者行，寒凝者热，气虚补之，血虚润之，阴虚则滋阴，阳虚则温补。然而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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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疮和便秘的治疗不止如此，正如《素问·举痛论》有云：“百病生于气也”，还可以调畅气机升降

为主导，使气机周流，阴阳调和。通过降气以降火治疗实热口疮，通过益气以补虚治疗虚证口疮，通过

行气、益气之法直接治疗气滞、气虚型便秘，通过调气、理气以通阳、泄热、滋阴、助阳，间接达到通

腑治疗寒热虚实各型便秘的效果。笔者认为从气机升降论治口疮和便秘，其意有似于治疗腹痛多以“通”

字立法，意义广而法度深。 

3.1. 从气机升降论治口疮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从气机升降论治口疮有独特的见解，用黄芩清中上二焦之热，降气以降

实火下行；用地骨皮、玄参去下焦虚热，益气充精以退无根虚火；桔梗引药上行、直达溃疡病所，与甘

草合用其效显著，此病用之恰如其分；又巧用柴胡升清阳、散邪热，散局部血结气聚，则口疮可愈[18]。
现代宋立群教授选取补中益气汤合清胃散加减扶脾清胃以调中焦气机，交泰丸加味泻南补北以调节心肾

气机，龙胆泻肝汤加减疏肝降肺，使气机左升右降[19]；宫秀丽等[20]提出用平胃散加生姜、大枣等温阳

益气；江杨清教授治疗湿热口疮常用泻黄散合清胃散以降火助降气[21]；此外还有不少临床经验提示使用

药对调畅气机，对提高口疮的疗效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如陈婕[22]常使用柴胡、升麻，升提脾阳，促

使脾胃气机恢复；田旭东[23]运用升麻与川牛膝一升一降，再益皂角刺，前两者调畅气机，后者祛邪外出，

三药合用，相得益彰。 
总而言之，不论实则泻之，损其有余，用苦寒燥湿之品，亦或虚则补之，补其不足，用滋肾补虚之

药，其根本作用都在使气机流转，升降有序，则虚火实火自平。借鉴这些临床经验，在精准辨证的基础

上，加用对应药物，以偏纠偏，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气机升降调和，火邪归位则口疮得愈。 

3.2. 从气机升降论治便秘 

古代叶天士认为脏腑气机升降失常是便秘的主要病机，治疗便秘应多注重调畅脏腑气机[24]。外感后

气塞，轻、辛之品可上宣气机；肝胃不和易气逆，此时疏肝和胃理气宽中最能调整气机；湿热中阻则气

滞，攻湿热、运中焦可使气机畅达。现代临床治疗中，也有众多学者从气机升降论治便秘。吴军等[25]
运用气机圆运动的理论指导治疗阳虚便秘，温补肾之阴阳，以恢复中焦气机，促使脏腑气机有序如常。

张晋教授认为便秘的发生在于脏腑气机紊乱，并在运用开阖六气针法治疗便秘上有独特经验[26]。曹志群

教授[27]基于气机升降提出了“益气健脾”、“宣肺调肠”、“疏肝利胆”三种治法，治疗由于各脏腑气

机升降失调导致的便秘。赵小青等[28]通过调节人体主气脏腑的功能，使大肠正常转输，达到提高便秘疗

效的目的。何聪等[29]基于“一气周流”理论探析便秘的论治，对湿阻热盛，脏腑气滞，阴阳偏虚，津血

不足都提出了对应的经验方药，如当归龙荟丸、香砂六君子汤、黄芪汤、增液汤等。 
笔者思考其所用方药虽有寒热虚实不同治法，但究其本源，都在于调节气机升降，根据不同原因从

不同角度调畅气机以通便。泻肝胆使气随火降，补脾气可化湿利气，足津气可润肠健运。诚然，以调整

气机为指导因证选方，使升降相因、六气调和、一气周流环转，则便秘可愈。 

3.3. 从气机升降论口疮和便秘的结合治疗 

由于临床上患者会同时患有口疮和便秘，因此有不少学者研究两病的结合治疗。一项临床观察[30]
证实：运用自拟清畅口爽汤(生地、当归、黄连、石膏、陈皮、灯竹、白术、连翘、炙甘草等)治疗便秘、

口疮患者，疗效颇为显著，总有效率可达 98.2%，未发现任何不良反应；近来的另一项临床观察[31]也发

现：运用口疮 1 号方(土茯苓、蒲公英、蛇舌草、玄参、生地、赤芍、丹皮、紫草、茯苓、炒白术、白芨、

甘草)能同时治疗心脾积热型复发性口疮伴便秘患者的口腔溃疡和便秘症状，治疗效果佳，且未发现不良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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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上述的临床观察中发现，立足气机升降也可有效地对口疮和便秘进行结合治疗。局部气机不

畅，则邪气积聚形成实热郁火，上侵于口或下攻大肠，故用清热解毒凉血之品，血能载气，血行通畅气

机自然调达；气火内郁煎熬津液，使口唇失养，或燥热内结，使大肠失润，故用滋阴养血补气之类，气

随血充，一能上荣于口助敛疮，二能下润大肠助通便，如此清中有补，补中有通，补不足而不敛邪，散

邪热而不伤正，口疮便秘皆可得愈。 

4. 总结 

口疮与便秘都是临床常见疾病，二者虽然病位不同，但其发病都与气机升降失调有关。由于不同致

病因素作用于不同脏腑，导致局部或者整体的气机升降失常，在上引发口疮，在下导致便秘。临床可把

握气机升降这一关键，从气机升降与口疮、便秘的关系入手，分析病因病机指导辨证治疗。因此，笔者

认为从气机升降论治口疮和便秘有一定的思考意义。对于临床上口疮和便秘的单独治疗和结合治疗，可

降气以降火、益气以补虚、行气以行滞，也可调气理气以滋阴助阳，间接起到治疗作用。因而，从气机

升降论治口疮和便秘可以增加诊疗准确性和有效性，最终达到治疗疾病，改善患者身体状况，防病于前

的目的，也为今后两病的研究提供可参考方向。 

参考文献 
[1] 陈小艳, 朱宏伟, 侯瑞丽, 等. 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肠道菌群与粪便炎性因子的相关性(英文) [J]. 解剖学报, 

2020, 51(4): 595-604.  

[2] 刘友迎, 龚国忠, 代莉, 等. 功能性便秘患者肠道菌群与病情的关系分析[J].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2021, 
29(8): 580-583.  

[3] 吕蕾晶, 姚雨风, 李晶. 从脾阴虚论治脾胃病[J]. 中医药临床杂志, 2022, 34(1): 25-29.  

[4] 田丁阳, 粟裕冬, 李慧歆, 等. 基于气机升降理论分析肠道菌群与冠心病的关系[J]. 新中医, 2023, 55(18): 
181-186.  

[5] 马悦, 喻正科, 赵启, 等. 喻正科从气机升降辨治慢性心力衰竭经验[J]. 中医药临床杂志, 2024, 36(2): 242-245.  

[6] 张钰欣, 张保春, 翟双庆. 张元素对《黄帝内经》气机升降理论的继承与发挥[J]. 世界中医药, 2023, 18(23): 
3378-3381+3385.  

[7] 庞大承, 张硕, 潘彦舒. 从气机的角度论治“虚不受补” [J]. 环球中医药, 2021, 14(12): 2248-2250.  

[8] 罗东, 王文文, 卢雨蓓. 卢雨蓓主任治疗口腔溃疡验案 1 则[J]. 中医临床研究, 2021, 13(6): 49-50.  

[9] 王芬, 王磊, 何华亮. 气机升降理论在口疮论治中的应用[J]. 吉林中医药, 2019, 39(4): 428-431.  

[10] 卯涵壬, 刘忠庆. 刘忠庆清化湿热调畅气机治疗口疮经验[J]. 浙江中医杂志, 2022, 57(11): 822.  

[11] 胡玲, 曾彭安, 吴春城. 基于数据挖掘研究全国名中医张小萍治疗便秘的用药规律[J]. 江西中医药, 2023, 4(7): 
48-50+55.  

[12] 赵进喜, 贾海忠, 张书信, 等. 通法治百病, 魄门为五脏使; 从脏腑论治, 肛肠诸疾可安[J]. 环球中医药, 2022, 
15(12): 2408-2412.  

[13] 张易从, 张白雪, 刘绍能. 湿性便秘分证辨治探讨[J]. 北京中医药, 2022, 41(12): 1426-1429.  

[14] 孙月明, 杨正宁, 何友成, 等. 杨春波辨治湿热秘验案举隅[J].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2022, 36(1): 11-13.  

[15] 石莉. 复发性口腔溃疡中医辨证分型研究概述[J]. 西部中医药, 2023, 36(7): 154-157.  

[16] 严子兴, 林建华, 林晓英, 等. 探讨中医内外治疗慢性功能性便秘的研究进展[J]. 海峡药学, 2020, 32(2): 
102-105.  

[17]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 复发性口腔溃疡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2023)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2024, 32(3): 181-188, 194.  

[18] 杨倩, 杜朋丽, 刘建平, 等. 《本草纲目》口腔溃疡证治浅析[J]. 时珍国医国药, 2017, 28(8): 2003-2004.  

[19] 马丁, 熊友, 宋立群. 宋立群以气机升降理论辨治复发性口腔溃疡经验[J]. 中医药学报, 2024, 52(1): 77-80.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4.1461920


马多多，张杨 
 

 

DOI: 10.12677/acm.2024.1461920 1356 临床医学进展 
 

[20] 宫秀丽, 刘文红. “一气周流”理论临床应用[J]. 河南中医, 2023, 43(10): 1487-1490.  

[21] 弓敏, 刘雅凝, 丁琳, 等. 江杨清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经验[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11): 6525-6527.  

[22] 龙佳淼, 陈婕, 李凌一, 等. 陈婕主任从脾胃论治口腔溃疡经验[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3, 21(15): 
92-94+100.  

[23] 王鹏弟, 田旭东, 孙乃瑛. 田旭东主任医师基于“气机升降”辨治口疮经验[J]. 亚太传统医药, 2021, 17(8): 
158-160.  

[24] 夏婷婷, 郑文丽, 江昊翼, 等. 从气机升降探叶天士调治便秘六法[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 46(1): 97-100.  

[25] 吴军, 王维, 邓江华. 气机圆运动理论指导治疗慢传输型便秘阳虚型探讨[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23, 39(3): 
617-619.  

[26] 李美洁, 邱林杰, 任燕, 等. 张晋运用开阖六气针法治疗排便异常经验[J]. 中医学报, 2024, 39(1): 135-139.  

[27] 曹子涵, 曹志群. 曹志群教授基于气机升降理论论治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的经验[J]. 时珍国医国药, 2023, 34(2): 
448-450.  

[28] 赵小青, 邱佳, 邓芳柏. “气三脏”理论在慢性功能性便秘中的应用思路初探[J].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2023, 
31(11): 884-887.  

[29] 何聪, 王晓素, 汤瑾等. 基于“一气周流”理论探微便秘证治[J]. 新中医, 2022, 54(9): 216-219.  

[30] 张雅梅, 李宏佳, 刘小玲, 等. 自拟清畅口爽汤治疗小儿便秘、口疮 58 例[J]. 承德医学院学报, 1999(3): 249-250.  

[31] 王汉明, 黄敏, 朱晓密, 等. 口疮 1号方治疗心脾积热型复发性口腔溃疡伴便秘 30例[J]. 医药导报, 2016, 35(11): 
1220-1222.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4.1461920

	从气机升降论治口疮和便秘
	摘  要
	关键词
	Treatment of Oral Ulcer and Constipation from the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Qi Movement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从气机升降探讨口疮和便秘的关系
	2.1. 气机升降与口疮的关系
	2.2. 气机升降与便秘的关系
	2.3. 气机升降与口疮和便秘的共同联系

	3. 从气机升降探讨口疮和便秘的治疗
	3.1. 从气机升降论治口疮
	3.2. 从气机升降论治便秘
	3.3. 从气机升降论口疮和便秘的结合治疗

	4. 总结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