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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肝络”一词早在《本草经解》中就有记载。 笔者通过对文献的查阅和分析认为,“肝络”包括

肝经之络和肝脏之络两部分。 其中肝经之络又称“足厥阴之别络”,是经脉的支横别出部分,与肝经的循行

和分布关系密切,而肝脏之络则是与本脏密切相关的络脉。 本文通过对肝络的含义、生理功能以及疾病的

病因病机、病理表现、诊察和治疗等方面的论述,总结了肝络疾病的治疗原则与方法,为今后肝络的深入研

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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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络”一词早在叶天士的《本草经解》中就有相

关记载:“脚气者,湿侵肝络也”。 《临证指南医案》中
又云:“仍兼和阳,益心气以通肝络”“参其疟伤惊伤,
必是肝络凝瘀,得怒劳必发”。 本文从肝络的含义、
生理功能、病因病机、病理表现、疾病诊察和肝络疾病

治疗等多方面进行论述,由此引发对肝络的探讨,并
认为肝络分为肝经之络和肝脏之络。
1　 肝络的含义

　 　 “肝络”包括肝经之络和肝脏之络两部分。 其

中肝经之络又称作“足厥阴之别络”,即在《灵枢·
经脉》中所叙述的“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取之

所别也”。 肝经之络大多位于人之体表部位,联系

浮络、孙络等在表之络。 肝经的别行分支部分亦属

于肝经之络的范畴,正如《灵枢·脉度》所载:“经脉

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而别者为孙。” 络脉是经脉

的支横别出部分,肝经之络同样为经脉的支横别出

部分,故同属肝络的范畴。 肝经之络,与肝经的分

布和循行关系密切,属于阳络。 而叶天士所说的

“肝络”乃脏络之一,即肝脏之络,一般来说位置较

深,与肝脏深部及其周身的络脉关系密切,属于阴

络的范畴。
2　 肝络的生理功能

　 　 肝络,是肝脏与其他组织密切联系的重要枢

纽,参与肝脏的功能活动,在此过程中发挥其独特

的生理作用。 它网络肝脏周身,数量庞大。 马继征

等[1]认为肝络相当于西医学中的肝窦。 笔者认为,
肝络不仅限于肝窦,肝动脉、肝静脉及其相关的淋

巴管等相关组织均属于肝络。 肝络的生理功能包

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肝络输注气血,助肝藏血。
肝为血之府,具有强大的藏血功能,由脾胃所化生

的血液,一部分被其他脏腑所利用,另一部分多余

的血液则贮藏于肝,当其他脏腑组织需要血液时,
肝脏又通过肝络将血液输送、布散到所需之处。 这

一过程附着于肝脏及其周围的肝络作为输送气血

的管道,将气血送达所需之处。 而多余之气血则布

散于肝络之中,并藏匿其中,由此濡养肝脏周身,故
肝络为肝藏血功能的物质基础。 《灵枢·脉度》载:
“阴脉荣其脏,阳脉荣其腑……内溉脏腑,外濡腠

理” [2] 。 由此可见,肝脏之络渗灌、输布气血于肝

脏,肝经之络则渗灌、输布气血于肌表、腠理、孔窍。
其二,肝络畅通,助肝疏泄。 肝主疏泄,其性以升发

为要,此性虽升,但不可升发太过,恐肝阳上亢。 情

志因素最易影响肝脏,故亦不可过度消沉、抑郁,恐
肝气郁结、情志不畅。 肝疏泄功能正常,对全身的

气机、情志、血液运行、津液代谢、脾胃消化、生殖功

能等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 肝络是肝脏发挥其生

理功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数量庞大,由表

及里、由浅入深,并联络肝脏与其他脏腑,同时加强

·801·
第 38 卷第 8 期

2022 年 8 月 HUNA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ol. 38　 No. 8

Aug. 2022
　 　 　 　 　 　



了肝脏与体表、腠理、筋脉、官窍的联系,是肝脏沟

通内外表里的联络员。 肝络替肝执行其疏泄功能,
肝络畅通是肝主疏泄的前提。 肝络不瘀、不滞,保
持舒畅调达,肝则正常运输气血、津液。 敖铁锋[3]

认为肝的疏泄功能其实是依靠肝络来实现的。 肝

络调达正常,肝之疏泄亦正常,肝脏才能与其他脏

腑产生协同作用,共同维持人体气血阴阳的平衡,
使人体处于气血充足旺盛的状态。
3　 肝络疾病的病因病机

3. 1　 外邪　 六淫之邪伤表,最先伤及肝之皮部,肝
之浮络为肝在体表的部分,肝之浮络属于皮部的范

畴,故六淫最先伤及肝之浮络。 《素问·皮部论》
载:“皮者脉之部也。 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入

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则舍于脏腑

也。”故外邪犯表,腠理开泄失常,腠理开则邪客肝

之浮络,表邪盛则由肝之浮络循经脉内入肝经,若
外邪仍久留不去,则可由肝经深入伤及肝脏之络继

而影响肝脏。
3. 2　 情志　 《素问·举痛论》云:“百病皆生于气,
怒则气上。”《王孟英医案》载:“人忿则全身气血颠

倒。”在生理状态下,肝络的气血充盈且通行流畅,
则肝络可助肝疏泄,肝络之疏泄功能正常与否与人

之情志密切相关。 情志畅,气机调,全赖数量庞大

的肝络系统助肝疏泄。 若七情内伤,气行受阻导致

肝郁气结,则肝脏本身的肝络最先受邪,气机郁而

肝脏之络郁滞不畅,久之则易形成气血瘀滞。 暴怒

伤肝,肝络疏泄失常,气血循肝络上逆,则耗伤肝络

之气血。
3. 3　 饮食　 《名医方论》云:“肝为木气,全赖土以

滋培,水以灌溉。 若中气虚,则九地不升,而木因之

郁。”《素问·五运行大论》:“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

侮所不胜;
 

其不足,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

而侮之。”
 

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其化生

的水谷精微等物质濡养于肝, 脾的升清助肝疏

泄[4] 。 由五行理论可知,脾土壅滞则侮肝木,若其

人饮食失调,伤及脾胃,脾胃运化功能失常,食滞中

焦,气机不畅,则反侮于肝,导致肝络郁滞。 或脾胃

失常导致水液聚积而成痰浊,痰浊内生,久而成瘀,
瘀阻血络,上侮于木,伤及肝之血络,日久成瘀,气
血壅滞,从而导致土壅木郁[5-6] ,肝之脏络壅塞不通

而成疾。
3. 4　 跌扑损伤 　 跌扑损伤必产生恶血,然恶血归

于肝,正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 所载:“有所堕

坠,恶血留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
则伤肝。”《医学入门》载:“凡损伤,专从血论,肝主

血,不问何经所伤,恶血必归于肝,流于胁,郁于腹

而作胀痛。”
 

肝主筋,跌扑损伤伤及于筋,血行不畅,
伤及血络,恶血形成,直接伤及肝之血络。
4　 肝络疾病的病理表现

　 　 叶天士云“久病入络”“久痛入络”,故病久必伤

及络脉。 然通过细化的络脉系统,可发现并不是疾

病后期才会侵犯人体的络脉,而是疾病初期病情较

轻浅。 当邪气侵犯人体时,位于最表层的络脉最先

受到侵害,此时,病情不严重,一般很难发现,但随

着疾病的逐渐发展,病邪逐渐走向位于里的络脉。
肝络疾病,邪气初在肝经之络,久则入肝脏之络,当
有外在体征时,如胀痛或者刺痛等,说明患病日久。
正如《张聿青医案》所载:“直者为经,横者为络,邪
既入络,易入难出,势不能脱然无累。” 如果能够掌

握疾病初入肝之阳络的特征,就可尽早地治疗疾

病,这样对于疾病的诊断、病情的控制和预后都是

十分有利的。
肝络受邪,易瘀易虚,邪气易入而难出,先伤气再

伤血,同时伴随着津液输布的异常。 因此,当肝络发

生异常,伤及气血时,病情则较为严重。 肝络有疾时

的病证表现如下:若气、血、津液不通时表现为疼痛;
气滞血瘀而结聚时则表现为癥瘕、积聚;津液输布不

畅、瘀结水停时,则出现鼓胀(脘腹胀满、胁下癥结)
等;肝络空虚,失于濡养时,除胁下隐痛外,还可出现

神疲乏力、肌肉消瘦、爪甲无华等表现。
肝“体阴而用阳”,血为肝之体,气为肝之用,故

与气血关系尤为密切。 《临证指南医案·胁痛》载:
“肝络凝瘀,胁痛,须防动怒失血。” 《王乐亭指要》
云:“邪由表而入营,犯及肝络,内风动而手搐,渐入

心营,将有内闭外脱之剧。” 当肝络有疾时,首犯在

表之气,再伤在里之血,病久则气血同病,出现一系

列的病理变化,如初期的情志抑郁、急躁易怒、胸闷

不舒、胸胁胀痛或刺痛,以及眼疾、头痛、癥瘕、积
聚、鼓胀等,都是肝络病的病理表现。 当肝络失养,
失于调畅,气机郁滞时,则出现情志抑郁或易怒、胸
闷不舒等;若肝络不通,不通则痛,则出现胸胁部胀

痛;肝开窍于目,肝络亦可濡养目系,若肝络不能渗

灌气血于目,久之则会出现眼睛干涩、视物昏花等

目系疾病。 而癥瘕、积聚、鼓胀则是由于肝络久病

不愈而导致的严重疾病。 姚乃礼教授认为,癥积属

于“肝络”的范畴,治疗时应化瘀通络[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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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肝络疾病的诊察

　 　 肝络病在疾病诊察上以视诊为主,通常以舌象

变化和肝经分布区域显现颜色、形状等异常为主。
《素问·经络论》载:“阴络之色应其经,阳络之色变

无常,随四时而行也。” 根据五行理论可知,肝络有

疾以青色多见,故外露之色为青。 当肝络发生异常

时,可延肝经分布区域出现颜色变化。 舌诊作为中

医的特色方法,对疾病诊察起着重要的作用。 《证

治准绳》 云:“肝之络脉系舌本”,肝络直接与舌相

系,故肝络异常时,直接可以通过舌象和舌下络脉

显现出来。 若舌下络脉色青紫,脉形粗胀软、韧多

为瘀,常见于鼓胀、癥积[8] 。 此外,邪入肝络、迁延

不愈,病情严重时还可出现腹部坚硬、腹大胀满如

囊裹水状、腹部青筋暴露或有血痣、蟹爪纹等,这都

是肝络病的外在体现。 通过上述所显露的征象,可
以判断肝络疾病的轻重缓急对疾病的预后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6　 肝络疾病的治疗

　 　 肝络疾病在治疗上方法众多。 虽然肝络疾病的

辨证不大相同,但均是在“通络”原则的基础上佐以

其他方法进行治疗。 肝络有疾,日久影响肝脏功能,
最终导致一系列的肝系疾病出现。 对于肝络疾病的

治疗,应该以肝络的特点为源头,从而辨证论治。 吴

氏医派认为络脉“最易气滞血瘀而致运行不畅” [9] ,
肝络同样属于“络”的范畴,具有同样的特点。 故对

于肝络疾病总以“通”为原则,如叶天士提出的“辛润

通络法”“辛温通络法”“辛咸通络法”等[10] 。
6. 1　 针刺疗法　 针刺作为中医外治疗法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在治疗肝络病中起到疏通经络、调和

气血的作用,适用于大多数的肝络疾病。 所选穴位

以肝经常用的腧穴为主,如五腧穴、原穴、络穴等,
配穴多根据兼证进行加减。 腧穴配伍中以原络配

穴法多见,这种针灸配穴法不仅可以治疗肝脏相关

疾病,还可以治疗肝络病。 正如《素问·缪刺论》所

云:“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

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顷已,左
取右,右取左。” 原穴太冲与肝之络穴蠡沟相配合,
可激发肝络的气血流通,使肝络通,气血和。 肝络

为病可以运用此种方式加以治疗。
6. 2　 刺络放血疗法　 《素问·血气形志》云:“刺络

者,刺小络之血脉也。” 《灵枢·针解》载“菀陈则除

之,出恶血也”。 肝络作为气血运行的通路,若出现

气血瘀滞而导致血行不畅时,则应该采用刺络放血

的方法。 当肝络瘀滞,出现胸胁刺痛、癥瘕、积聚

时,在肝络的相应体表反射区、背俞穴处,如耳部、
足趾、背部等均可以进行刺络放血治疗,使旧血祛

而新血生。
6. 3　 中药疗法　 《脉经》云:“夫医药为用,性命所

系。”治疗肝络疾病应首辨病因,中药选择要适宜肝

性,尤以养肝血为要,再结合肝络“多虚多瘀”的特

点。 临床常用川芎、延胡索、郁金、香附等疏肝化瘀

之品,白芍、生地黄、枸杞子等滋补肝阴之品,柴胡、
薄荷等疏肝解郁之品,穿山甲、蝉蜕等疏肝络之品。
此外,要注重对脾胃的调护,正如《金匮要略·脏腑

经络先后病》 所载:“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

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故加用白术、黄芪

等健脾益胃,肝脾同治。
7　 小　 　 结

　 　 本文通过对肝络的含义、生理功能、病因病机、
病理表现、疾病诊察等方面的论述,总结了肝络的

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为今后肝络的深入研究奠定

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为肝系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思

路、新方向。 近年来,探索肝络的学者层出不穷,但
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肝络的理论研究仍不够

全面,机制研究目前多停留在现代医学的血管、微
循环等领域,在中医层面的理论和机制研究仍有待

深入。 运用肝络理论治疗肝系疾病疗效显著,希望

在今后的临床中广泛应用,力求将中医的理论与实

践紧密结合并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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