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在本研究中所勾勒出来的慢性前列腺炎证候、症

状／体征体系只能说是初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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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贲病证治考源

孔安安　马惠芳
（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息贲”出自《黄帝内经》，现代病名已很少沿用，本文采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对古代中医文献中相关记载“息贲”之病名、
病因病机、病证、治法及预后规律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期为现代中医临床诊治提供思路。

关键词　息贲；五积；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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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贲，古病名，五积之一，为肺之积，以右胁下包
块、胸背痛、吐血、伴有寒热、咳嗽、呕逆、呼吸迫促等症

状为主。首见于《黄帝内经》，《难经》《普济方》《圣济

总录》等医书中均有记载。现代文献对息贲病的研究

较少，本文对息贲的病因病机、脉证、治法方药及预后

规律进行分析和总结，为临床辨证施治提供依据。

１　病名考源
“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１］释为：“喘也。从

心从自，自亦声。”“贲”，康熙字典有两种解释：通

“奔”，急走，逃亡；今名膈膜或横膈膜，膈的古称。

成书于战国到秦汉时代的《黄帝内经》中涉及“息

贲”病名的条文共有五条。如《素问·阴阳别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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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

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素问·奇病论》［３］：

“帝曰：病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是为何病？岐伯

曰：病名曰息积，此不妨于食，不可灸刺，积为导引服

药，药不能独治也。”《内经素问吴注》［４］言“息积，即息

贲”。《灵枢·经筋》［５］曰：“手太阴之筋……其病当所

过者支转筋痛，甚成息贲，胁急吐血。”以及在《灵枢·

邪气藏府病形》、《灵枢·本藏》《素问·阴阳别论》中

均有描述。《难经》［６］中息贲的症状描述更加详细，

《难经·五十六难》云：“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

覆大如杯。久不愈，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壅，以春

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传肺，肺当传肝，肝以春

适王，王者不受邪，肺复欲还心，心不肯受，故留结为

积。故知息贲以春甲乙日得之。”杨玄操注曰：“息，长

也。贲，鬲也。言肺在膈也，其气不行，渐长而通于膈，

故曰息贲。一曰：贲，聚也，言其渐长而聚蓄。肺为上

盖，脏中阳也，阳气盛，故令人发肺壅也。”（见《难经集

注》［７］）。《难经正义》［８］云：“贲，古通奔。息贲者，言

气息贲迫也。”清朝叶天士言“息贲者，五积中之肺积

也，喘息奔急，亦名息积，右胁下必有积块以别之。”

（见《叶选医衡》［９］）

综各医家所述，息贲也称“息积”或“息奔”，病位

在肺，主要症状为胁下满，形如覆杯，逆气喘咳，洒淅寒

热，胸痛咳血等。

２　病因病机考源
《素问·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

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

《灵素节注类编》［１０］对此的解释是：“此言内伤阴阳之

气而发病也。二阳者，阳明胃也。胃气由心脾发生，故

其病有从损伤心脾而发者，盖心者一身之主宰，而为脾

之母，脾主为胃行津液，而生化气血者也。其有不得于

隐情委曲之事，忧思郁结，则心脾俱伤，而无生化转运

之力，以致胃病食减。若在女子，尤多此病，气郁血耗，

则月事不下也。久而传变，其血枯生风，虚阳化火，风

火消烁肌肉，而脾土败矣。土败则肺金无生气，乃成息

贲。”另有《素问灵枢类
)

约注》也认为息贲乃心病所

致：“心病不已，火邪乘肺，故气息奔迫。”《三因极一病

证方论》［１１］解释曰“喜则伤心，心以所胜传肺，遇春肝

旺，传克不行，故成肺积，名曰息贲。”《难经·五十六

难》还对此病的发病节气做了描述，原文如下：“肺之

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愈，令人洒淅

寒热，喘咳，发肺壅，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

病传肺，肺当传肝，肝以春适王，王者不受邪，肺复欲还

心，心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息贲以春甲乙日得

之。”《圣济总录·积聚门》中观点也与此类似：“此本

心病传肺，肺当传肝，肝以春适王而不受。邪复贲于

肺，故结为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壅，所以

然者，肺主气，外合于皮毛，今肺气留积，故有寒热喘咳

肺壅之病。”然《灵枢·本藏》［１２］却言肝之异常也可造

成此病：“肝高则上支贲，切胁，为息贲。”《金匮翼·

积聚统论》［１３］“肺主气而合皮毛，肺郁成积，壅于内者

不能卫于外，故洒淅寒热，痹于上者不复降于下，故喘

咳发肺壅。壅，痈也。”《灵枢·经筋》中有记载“手太

阴之筋，起于大指之上……下结胸里，散贯贲，合贲下，

抵季肋。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痛，其成息贲者，胁急吐

血。”以及“手心主之筋，起于中指……其支者，入腋，

下散胸中，结于臂，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前及胸痛息

贲。”

可见本病与心、肝、脾、胃、肺有关。心病及脾胃，

脾土衰败，母病及子，肺金无生气，乃成息贲；肝脏异

常，奔迫于膈，以致喘息上逆；抑或心火乘肺金，直接导

致肺的病变。然肺气郁结，壅于内者不能卫于外，亦可

发为此病。另有手太阴肺经经筋及手厥阴心包经经筋

病候涉及到息贲，此二经筋的循行都到达胸胁，经筋所

过者病当支转筋痛。

３　病证考源
《难经》言五脏之积：肝曰肥气，心曰伏梁，脾曰痞

气，肺曰息贲，肾曰奔豚。谓在脏名积，止而不移；在腑

名聚，消长不常。《杂病源流犀烛·肺病源流》［１４］息

贲，肺积病也，在右胁下，如覆盆状，令人洒洒寒热，背

痛，呕逆，喘咳，发肺痈，脉必浮而长，皆由肺气虚，痰热

壅结也（宜调息丸、息贲丸），当以降气清热，开痰散结

为主。《济生方》［１５］卷四：“息贲之状，在右胁下，大如

覆杯，喘息奔溢，是为肺积。诊其脉浮而毛，其色白，其

病气逆，背痛少气，喜忘，目瞑，肤寒，皮中时痛；或如虱

缘，或如针刺。”《灵枢·邪气藏府病形》［１６］篇曰：“肺

脉滑甚为息贲，上气。”《灵素节注类编·肥气伏梁息

贲奔豚》解释曰“滑甚者，以肺主气，血结而气逆动也，

故曰上气，名息贲，即喘息也。”然《黄帝内经太素·五

脏脉诊》［１７］言“滑甚，阳气盛也。阳盛击阴为积，左右

箱近膈，犹如覆杯，令人上气喘息，故曰息。”《医学指

要》言牢脉主息贲病，“牢脉中实，坚积为殃，肥气奔

豚，息贲伏梁，心肺肾肝，各有其方，脾积如盘，在胃之

疆。”并指出息贲病位“下发于小腹，上至于心下”。

《诊家正眼》［１８］依脏腑对应之寸口脉位将本病脉象具

体到右寸口，“右寸之牢，息贲可定。”

依各家言，息贲乃肺之积于右胁下，大如覆杯，止

而不移，令人洒淅寒热，咳喘气逆，胸背痛如针刺。脉

·８７６·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Ｖｏｌ．８，Ｎｏ．６



象或言滑，或言浮而毛，或言牢，然沉按实大弦长为牢，

理应更符合息贲之坚积。

４　治法考源
４１　方药　宋代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治肺积气诸
方》［１９］记载了息贲病之方药十个，“治息贲气，胸膈妨

实，右胁下坚急，上气咳嗽，宜服槟榔散方；治息贲气，

在右胁下，结聚胀痛，喘促咳嗽，宜服紫菀散方；治息贲

气，腹胁胀硬，咳嗽见血，痰粘不利，宜服枳实散方；治

息贲气，腹胁胀满，喘急咳嗽，坐卧不安，宜服大腹皮散

方；治息贲气，令人喘咳，心腹胀满，胁下疼痛，宜服牛

蒡子散方；治息贲气，右胁下结硬如杯，心胸胀痛，不能

饮食，胸膈壅闷，咳嗽喘促，宜服桃仁煎丸方；治息贲

气，右胁下结聚成块，喘咳胸痛，呕吐痰涎，面黄体瘦，

宜服三棱丸方；治息贲气，胸膈闷，腹胁坚急，四肢不

和，食少无力，宜服木香丸方；治息贲气，结块在右胁

下，疼痛，芫花煎丸方；息贲气，喘咳，心膈不利方。”本

书根据不同症状施以相应方药，应记载有详细的服用

方法，是较早的比较全面的对息贲方药的总结。成书

稍晚的《圣济总录》也有专门篇目聚在息贲，“治肺积

息贲气胀满，咳嗽涕唾脓血，桑白皮汤方；治肺积息贲，

上气胸满咳逆，枳实汤方；治肺积息贲下气，防己汤方；

治肺积息贲咳嗽，半夏汤方；治肺积息贲上气，皂荚丸

方；治肺积息贲气上，枳实木香丸方。”（见《圣济总录

·积聚门》）明代朱棣所主编的《普济方》［２０］在总结上

两篇中治息贲的方药外，另收录了息贲汤、推气散、大

枣丸、息贲丸及加减息贲丸。此应为最全面的总结。

清代叶天士认为息贲为妇人之疾，“此虽言病发心脾，

而实重在胃气……奇经八脉。固属扼要。其次最重调

肝。因女子以肝为先天。阴性凝结。易于拂郁。郁则

气滞血亦滞。木病必妨土。故次重脾胃。余则血虚者

养之。血热者凉之。血瘀者通之。气滞者疏之。气弱

者补之。”（见《临证指南医案》）

４２　针灸导引　《素问·奇病论》“帝曰：病胁满气
逆，二三岁不已，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息积，此不妨

于食，不可灸刺，积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素

问》中提出息贲不可针灸治疗，而后世却指出息贲的针

灸治疗取穴，《针灸集成》言“息贲取巨阙期门”，并提

出肺经尺泽穴及胃经缺盆穴皆可治疗息贲。《针灸甲

乙经》［２１］也提出“息贲时唾血，巨阙主之。腹中积上下

行，悬枢主之。”《圣济总录·任脉》还提出具体针灸操

作手法，“巨阙一穴，心之募也，在鸠尾下一寸，人有鸠

尾短者，少饶分寸，任脉气所发，治心中烦满，热病胸中

痰饮，腹胀暴痛，恍惚不知人，息贲时唾血，蛔虫心痛，

蛊毒霍乱，发狂不识人，惊悸少气，针入六分，留七呼，

得气即泻，灸亦良，可灸七壮至七七壮止。”

息贲的治疗依照辨证选取适宜方药，理气降逆，疏

肝调脾胃，凉血活血，并可配合针灸、导引等法，《奇病

论》所言不可针灸，笔者认为不可尽信。

５　预后考源
本病古书记载预后多不良，《素问·阴阳别论》

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

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灵素节注类编·阴阳

发病诸证》：“息贲者，气馁而喘促，传变至此，金水亦

枯，无论男女，皆死不可治也。”《临证医案指南》中也

有“其不治之症。直言以告之。”的描述。笔者认为此

病虽预后较差，但若及时积极治疗，对减轻患者痛苦、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莫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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