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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机升降”理论是中医学基本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气与人体的代谢有着密切的联系，而2型糖

尿病正是以代谢紊乱为特点的疾病，气在其发病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本文阐释了气机升降理论的渊源，

概述了中医学对2型糖尿病的认识，同时对气机升降与脏腑之间的关系也作了系统阐释，由于气机升降体

现了脏腑的生理特性，故而从肝肺、脾胃、心肾气机方面具体论述了气机升降失调是2型糖尿病发生发展

的基本病理环节。此外，基于气机升降理论还探讨了2型糖尿病的治法，以及调和气机升降的临证经验，

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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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Qi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asic the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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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cause qi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etabolism of human body, and type 
2 diabetes is a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metabolic disorder, Qi plays a key role in its pathogenesi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origin of the theory of qi-machine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summariz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ype 2 diabet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expounds systemat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machine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and Zang-fu organs. Since the ascend-
ing and descending of Qi mechanism embodies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Zang-fu organs, it 
is discussed concretely that the disorder of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Qi mechanism is the basic 
pathological link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from the aspects of 
liver, lung, spleen and stomach, heart and kidney qi mechanism.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ising and falling of Qi, we also discussed the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 and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regulating the rising and falling of Qi,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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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机升降理论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体的脏腑、经络等上下分布，是气的升降出入

场所。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可以在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生理活动中得到具体体现。2 型糖尿病(T2DM)
在中医学归为“消渴”范畴，目前，一般认为其发病多由肺燥、胃热、肾虚等原因导致，以脏腑辨证为基

础，本虚标实为病机特点进行辨证论治。笔者现基于对气机的基本认识，将从“气的升降”角度探析 T2DM
的病因证治。 

2. 中医对 2 型糖尿病的认识 

2.1. 从中医角度分析 T2DM 的发病机制 

现代医学认为，2 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主要由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不足两个主要因素组成，其中

胰岛素抵抗是 T2DM 的重要发病机制，贯穿其整个发病过程[1]。肥胖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据统计，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有 80%伴有肥胖，而肥胖又是 2 型糖尿病前期和中期的重要临床特征[2]。其根本在

于机体代谢出现异常，也就是人体基本物质代谢出现异常从而导致病变。《庄子·知北游》曰“人之生，

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论衡》亦言：“万物之生，皆禀元气”，体现出古代“气论”哲学

思想，气是存在于宇宙中的运行不息且无形的极细微物质，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生命机体时刻都在

与外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流，生命运动也一直在进行自身的新陈代谢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

协调统一。因此，物质与能量的相互转化，功能与形体的互相调节，内外环境的交感互通，都与形气转

化的气化运动有关，故而机体代谢出现异常实为气化运动的异常[3]。人体中糖的代谢稳态过程亦是气的

升降平衡过程。当人体摄入的葡萄糖增多，血糖上升，此时胰岛素分泌随之增加来促进葡萄糖的摄取和

利用，从而使血糖恢复平衡状态[4]。由此可见，胰岛素在血糖调节中起着“降气”的作用。 

2.2. 中医对 T2DM 的症状分析 

在中医学中，2 型糖尿病可归为“消渴”范畴。一般认为，其发病主要与先天禀赋不足，复加饮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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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情志失调等诱发因素有关。《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

气必虚”，说明疾病发生的前提是由于元气的不足，而气虚无力鼓动加之外邪引动就会导致郁滞，影响

周身气机运行，而气机升降异常又会加重郁滞。《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

雨。”其升者升其阳，降者降其阴。人体进行正常生命活动时，阳气上升，阴津下降，其相互交替又制约

平衡。而 T2DM 的发生，早期以气升太过为先，伴有气降不及，病久致气降不足，气升无度，终至气机

升降严重失常，而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血糖高渗状态及各种并发症等。可见，气降异常可包括不

及与不足两个方面，其中造成气降不及可有两种原因：其一由于气升太过，而导致气降之力相对不及；

其二在气降过程中由于阻滞而造成气的下降不及，如痰浊、瘀血、肝郁等因素。由于阴津耗损的日趋严

重，故而气降不足常在疾病中后期更为明显[5]。 
脾胃居于中焦，湿邪困阻脾胃，中焦气机郁滞，则三焦气机不畅，肺、脾胃、肾功能失常。肺失宣

肃、通调失司，脾胃失运，肾不主水，则水液代谢失常，不能输布五脏与经络。若津不上承于口，则口

渴；津液不能敷布而直趋下行，则小便频；脾虚不能转输，津液不能濡养肌肉，则形体日渐消瘦，发为糖

尿病。临证所见糖尿病，脾虚湿盛者多。脾虚之初，运化水湿失司，必导致水湿内停，久则酿生痰饮，导

致百病丛生。常表现出淡胖舌，齿痕舌，湿润苔，甚至舌苔厚腻，右关脉滑等症状[6]，这些都是气、血、

津液的升降出入失常的具体表现。 

3. “气机升降”理论概述 

中医学认为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与宇宙万物的构成与运行息息相关。气是永恒运动的，气的

运动称为气机，其运动形式主要包括升降出入四种形式，这些形式广泛存在于机体内部，是生命活动的

基本规律。升降出入之间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保持协调状态，从而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在人体生

命活动中，阐释气机升降理论离不开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到：“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

依据阴阳理论对人体的划分，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后为阳，前为阴，以此可推论出气机升

降运动在人体形体中的框架：人体左侧阳性气机向下运行，右侧阴性气机向上运行；后面阳性气机向上

运行，前面阴性气机向下运行；腰腹气机由左至右运行。简而述之，人体的气机是由从头至足之前后、

左右，加之腰腹这三个气机循环组成的立体的气机循环结构。气机升降也并非简单的上下垂直升降而是

太极圆的升降，也只有在圆的旋转升降中才可能存在和体现升降相因、相反相成、相互协调的特点。而

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一旦停息，也就意味着生命活动的终止。故《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出入废则神机

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

无器不有”[7]。 
气的升降出入过程可以通过脏腑功能活动的趋向来体现。中医轻结构而重功能，所谓功能趋向是指

具体某一脏或某一腑的功能是以向上为主或是向下为主，进而脏腑功能活动的趋向在人体又会通过太极

圆转动升降来表现。气机的升降出入，对于人体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如先天之气、水谷之气和吸入的

清气，都必须经过升降出入才能布散全身，发挥其生理功能。而精、血、津液也必须通过气的运动才能

在体内不断地运行流动，以濡养全身。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可以在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生理活动中

得到具体体现。脏腑之气的运动规律，有独特之处。以五脏而分论之，心肺位置在上，在上者宜降；肝肾

位置在下，在下者宜升；脾胃位置居中，通联上下，为升降转输的枢纽[8]。以六腑而总论之，六腑传化

物而不藏，以通为用，以降为顺。以脏腑之间关系而言，如肺主出气、肾主纳气、肝气升发、肺气肃降、

脾气升清、胃气降浊以及心肾相交等都说明脏与脏、腑与腑之间处于升降的统一体中。而以某一脏腑而

言，其本身也是升与降的统一体，如肺气之宣发肃降、小肠的分清别浊等等。总之，脏腑的气机升降运

动在生理状态下体现了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升中有降，降中有升的特点和对立统一协调平衡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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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气机升降”分析 2 型糖尿病病因病机 

4.1. 肺–肝气机升降之统领 

肝居下焦，气机主升、主出；肺居上焦，其气机降中有升，入中有出，亦为“高下相召，升降相因”，

维持全身气机的畅达，使“水津四布，五经并行”。人身精气的生化虽以脾胃为泉源，而输布流行却以肝

肺为枢转。肝气主升，把精气上输头身及上窍，肺气主降，把精气下达于脏腑及筋骨，这样才使气血流

行，脏腑安和。由于肺为水之上源，肺、心同居枢轴之降端，肺金不降反升，可携心火上炽，而表现为口

干多饮；肝、肾同居枢轴之升端，肝木不升反降则肾水寒滑于下而表现为小便频多。肝之疏泄决定了气

机是否调畅。若肝气郁结，升降不利，使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等留滞血脉而形成脂浊，脂浊又反过来使胰

岛素过度分泌而利用率降低，加重气机失调[9]。 

4.2. 脾–胃气机升降之枢机 

脾胃居中央，为清浊共处之所，在中央的脾脏又为升降之枢纽，人体气机在脾胃的斡旋下升降有序，

从而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若中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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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脾主

散精以升清，为胃行其津液以降浊，从而使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此脾胃枢机升降

恢复正常，正切消渴病机。 
《灵枢集注》言：“中焦之气，蒸津液化，其精微溢于外则皮肉膏肥，余于内则高脂丰满。”这些膏

与脂由脾胃运化输布，随血运行敷布全身以濡养四肢脏腑，若气机不畅，生化运转失常，过剩为害，则

形成了病理性脂浊，留滞于营血之中，浸淫血脉。脂浊重着粘滞、阻滞经络，妨碍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

畅通，产生气滞、气逆或气脱等气机失调的病理表现，阻碍胰岛素等在机体组织间的传输，引发或加重

胰岛素抵抗，形成糖浊。糖浊是形成糖尿病的病理基础，也是糖尿病多种变证的核心所在。正常人体存

有膏脂，膏脂来源于水谷，属津液较为稠厚的部分，在气化作用下流行于津血之中，并随血而循脉上下，

敷布全身，濡润滋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若膏脂壅滞气机，肝失疏泄，气机郁滞，精微物质(包含膏脂)
不能正常输布于全身以濡润滋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则加重膏脂堆积，致生肥胖之患。脂浊堆积，令

气机壅滞，脾气失其升清之功效，造成胰岛素分泌障碍。胰岛素分泌缺陷加重，血糖逐渐升高，糖浊逐

渐蓄积，进一步损害胰岛细胞功能和加重胰岛素抵抗，形成恶性循环[10]。 

4.3. 心–肾气机升降之根本 

心主火，心火下蛰于肾为降；肾主水，肾水上济于心为升，水升火降，心肾相交。若心肾气机升降失

调，则产生多种病变。“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水火是阴阳的征兆，“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降是阴

阳的动作，因此说“造化之机，水火而已”“死生之机，升降而已”，心主火而肾主水，脏腑升降以心肾

为根本。《类证治裁》云：“凡脏腑之精，悉输于肾。”肾为水火之脏，内藏元阴元阳，元阳是人体的原

动力，同时又有赖于后天精微的不断滋养。元阳受精微中阳热之气助长而制约不及，则出现在下相火亢

盛。下焦相火上炎于中焦脾胃而使脾胃热盛，故多食善饥。《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

说：“气盛则溲数……即为消渴。”说明此之溲数是因气盛热盛所致。肾精虽盛，以带阳热之气的精微为

主，但并非阴津，尿多则致津液不足，故当以多饮来补充。至此，气之升降失常，气升太过，而降不能制

之，则消渴已成。五脏元真不足在消渴病发生和转归中有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痰、瘀等病理

产物是消渴病并发症的主要原因。痰瘀二者相互影响，经常虚实错杂，从而导致人体的气化失常，升降

出入紊乱，元气不能常态地周流充养全身。因此，对疾病的治疗应当“通补”阳气，以温补脾肾，补充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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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使人体正气存内而有力抗邪，来清理病理产物，达到“以补达通”；再者通过调和升降，通达阳气而

祛除病理产物，消除对阳气的耗损，实则“以通为补”，则疾病向痊愈发展。所以在临证时，应时刻顾护

人体的元气，重视人体的先后天(脾、肾)之本，同时运转气化的枢机，在此基础上兼佐以适度的祛邪守正，

使其气升降、出入得以恢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协调状态[5]。 

5. 基于“气机升降”理论的 2 型糖尿病治疗 

由于本病病机主要是由于气升太过、气降不及、气降不足等引起气机升降失调从而导致脏腑功能的

失调。在临床治疗中应注重肝、肺、脾、胃、三焦、心肾气机的调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

“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酸苦具有沉降之性，又能坚阴生津，用酸味之品能降甘中阳热，

用苦味之品泻相火和脾胃之火以降热盛之气，故可用酸苦降气法为主要治则用以指导 T2DM 的治疗用药。

具体如著名的调气对药：桔梗、枳壳、薤白、杏仁等常用于糖尿病合并胸膈满闷、脘腹胀满、大便不通等

气机阻滞之证。枳实、枳壳为伍，直通上下、胸腹并治、气血双调、宣通气机、消积化滞之力倍增，功善

行气消胀、消痞除满，适用于三焦气机壅实之气滞证。再如补中益气汤、升陷汤、半夏泻心汤、旋复代赭

汤逍遥散等是调理肝、肺、脾、胃气机常用方剂。由肾阴虚、心火亢所致的三消，法刘河间以益肾水以制

心火，方取玉女煎[11]。彭万年基于元气升降的理论，以扶助元气、调和升降为治则组方的柴胡真武汤治

疗 2 型糖尿病具有很好的疗效[12]。近代医家桑景武结合临床实践中的发现，提出气不化则津不行，津不

行则渴不止，阳回则津生，津生则热除，其主要认为肾阳虚衰，不能蒸腾津液，津不上达而至口渴，元气

不足，虚而不能化气行水，有降无升，故小便清长，运用真武汤加减以温肾助阳化气，助阳则阳生阴长，

阴回则津回，其阴虚所致燥热自除，故治疗上取得满意的疗效[13]。黄元御认为消渴的病机在于气机升降

逆乱，以此创立了“清风疏木，泻湿燥土，温肾暖水”的消渴治疗的三大原则[14]。此外，因痰湿、瘀血、

肝郁等导致气降不及者，亦可配合化痰、活血、疏肝；因气降不足者，须补益阴津。 

6. 结语 

笔者基于“气机升降”理论结合现代医学探析了 2 型糖尿病的病因病机，并挖掘和总结了临床上具

有良好疗效性和安全性的药对、组方，充分体现出气机升降理论的高临床价值。对此，重视气机升降理

论在 2 型糖尿病临床及研究中的应用，将更好地推动中医治疗 2 型糖尿病的诊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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