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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以中医脏腑相关理论为指导思想，通过建立肺病动物模型与肠病动物的模型，分别选取２个不同时间点（８
ｄ、１６ｄ）观察１２类不同的组织中相关活性物质 ＳＰ、ＶＩＰ、ｉＮＯＳ、ＣＧＲＰ的表达与关联，探求脏腑相关的病理实质。方法：本
实验采用２批健康雌性ＳＤ大鼠，每只大鼠体重在１１０～１２０ｇ之间，每批３５只。随机将每批的３５只大鼠分为５组，均为
正常组、限食组、限水组、高氧组和低氧组，测定肺、脾、肝、膀胱、肾脏、血清、胃、心脏、空肠、回肠、结肠、直肠中 ＣＧＲＰ、ｉＮ
ＯＳ、ＳＰ和ＶＩＰ等物质的含量的变化来观察各个脏腑在神经肽相关物质的相关联系。结果：在ＣＧＲＰ这个指标有关联的组
织有：肺和心脏（８ｄ）、肺和空肠（１６ｄ）、肾和膀胱（８ｄ）、脾与肝（１６ｄ）、心与回肠（１６ｄ）；在ｉＮＯＳ这个指标有关联的组织
有：肺与膀胱（１６ｄ）、心与直肠（１６ｄ）；在ＳＰ这个指标有关联的组织有：肺与肝（８ｄ和１６ｄ）、肺与回肠、结肠（８ｄ）、脾与
胃（８ｄ）、心脏和回肠（８ｄ）；在ＶＩＰ这个指标有关联的组织有：肺和肝（８ｄ）、心脏和结肠（８ｄ和１６ｄ）。结论：通过论证肺
与大肠、肝脏、膀胱、心脏的关系，丰富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的观点，对临床治疗有指导意义。此外，通过ＣＧＲＰ、ＳＰ、ｉＮＯＳ、
ＶＩＰ等指标发现心脏与肠道之间也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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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是一个由脏腑、经络和形体官窍共同组成
的整体，各脏腑、经络和形体官窍在生理上是相互制

约、依存和相互为用，脏腑间通过经络联系、气机升

降和气血互助保持联系，使得各个脏腑构成了一个

和谐统一的整体，这也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和辨

证论治的特的特色，体现了中医学的优势和特

色［１２］。在一些比较难治愈的疾病中，根据脏腑相关

理论及脏腑传变的规律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比单纯

治疗病变的部位效果更佳显著，而且更具有“治未

病”的前瞻性。与现代医学相比，中医运用脏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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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指导临床治疗疾病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本实验选取了肺、脾、肝、膀胱、肾脏、血清、胃、

心脏、空肠、回肠、结肠、直肠１２类脏器包括了大部
分人体的五脏六腑，而且包含了消化系统、呼吸系

统、泌尿系统和循环系统等几大人体系统，分析这些

脏器之间的关系，从更全面更深层次的角度进行研

究分析。针对于研究比较深入且应用于临床较多的

“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本课题为了探究肺与大肠

关系的特殊性，故在本次实验设计里将分析肺与各

个脏器的关系以便诠释为什么只是肺与大肠相表里

而不是肺与别的脏器相表里。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　健康雌性 ＳＤ大鼠，体重在１１０～
１２０ｇ之间，共４５只，由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动物许可证编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１２　设备试剂　主设计的代谢笼式可变氧饲养箱，
由凌云博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代为加工生产）；

测氧仪（北京精微恒氧技术开发中心）；实验用瓶装

氧气与氮气气体由北京朝红平气体有限公司提供；

ＬＩＢＲＯＲＥＢ２８０型电子天平（日本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公司）；
低温高速离心机（美国 ＢＥＣＫＭＡＮ公司）；ＥＬＩＳＡ试
剂盒（酶联免疫试剂盒，北京瑞格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提供）；１０％水合氯醛，０９０％生理盐水，明胶海绵
等。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造模前准备　所有大鼠均统一饲养，自由饮
水和进食，饲养７ｄ后熟悉实验室环境后开始造模。
１３２　造模方法　随机将２批健康雌性ＳＤ大鼠按
体重分为若干区组，然后再分别将２批中每个体重
范围的大鼠随机分为５组。分别为限食组、限水组、
高氧组、低氧组、正常组，每组７只。１）正常组大鼠
不做任何处理，正常饮水和进食，放置在代谢笼中单

笼饲养。７ｄ后取材。２）高氧组大鼠的制作：随机抓
取９只雌性ＳＤ大鼠放置在自主设计的可变氧饲养
箱中饲养，饲养箱的两侧各留一个进气孔和一个排

气孔，用数字式测氧仪检测箱内氧浓度，以１０Ｌ／ｍｉｎ
输入氧气，当氧气浓度达到４０％后，持续输入氮气１
～２Ｌ／ｍｉｎ使氧浓度维持在（４０％ ±３％）。给予 ８
ｈ／ｄ高氧刺激。大鼠不限食水，温度２４～２６℃，湿
度４０％～６０％。８ｄ后第１批取材，１６ｄ后第２批取
材。３）低氧组大鼠的制作：随机抓取９只雌性ＳＤ大
鼠大鼠放置在自主设计的可变氧饲养箱中饲养，饲

养箱的两侧各留一个进气孔和一个排气孔，用数字

式测氧仪检测箱内氧浓度，以１０Ｌ／ｍｉｎ输入氧气，
当氧气浓度达到 １０％后，持续输入氮气 １～２Ｌ／
ｍｉｎ，使氧浓度维持在（１０％ ±１％）。给予８ｈ／ｄ低
氧刺激。大鼠不限食水。温度２４～２６℃，湿度４０％
～６０％。８ｄ后第１批取材，１６ｄ后第２批取材。４）
限食组大鼠的制作：随机抓取９只雌性ＳＤ大鼠放置
在代谢笼中单笼饲养，连续７ｄ测量其各自正常的
进食量，之后按照每日平均进食量的一半给予饲料，

饮水量不限。温度２４～２６℃，湿度４０％ ～６０％。８
ｄ后第１批取材，１６ｄ后第２批取材。５）限水组大
鼠的制作：随机抓取９只雌性ＳＤ大鼠放置在代谢笼
中单笼饲养，连续７ｄ测量其各自正常的饮水量，之
后按照每日平均饮水量的一半给予饮水，进食量不

变。温度２４～２６℃，湿度４０％ ～６０％。８ｄ后第１
批取材，１６ｄ后第２批取材。
１３３　动物取材　大鼠经过１６ｄ后２次造模取材：
整个大鼠取材均在无菌纱布上进行，医用剪子镊子

均经过蒸汽高温消毒，腹腔麻醉大鼠，每１００ｇ体重
注射３ｍＬ麻药（１０％水合氯醛），鼠尾疼痛反射消
失后，将大鼠仰卧位固定于鼠板上，打开腹部，腹主

动脉取血后，迅速剪取鼠板上，打开腹部，腹主动脉

取血后，迅速打开胸部剪取肺、脾、肝、膀胱、肾脏、血

清、胃、心脏、空肠、回肠、结肠、直肠组织，生理盐水

洗涤后，置于液氮罐中，后放置到经过生理盐水洗涤

后，置于液氮罐中后放置 －４０℃冰箱保存。ＣＧＲＰ、
ｉＮＯＳ、ＳＰ和 ＶＩＰ等物质均用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酶联免
疫试剂盒）进行检测。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直线相关分析，计算相关系
数ｒ，研究不同部位指标的相关性。以Ｐ＜００５有统
计学意义。

表１　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ＣＧＲＰ相关性分析表

组织
８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１６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脾 －０００８ ０９６８ －０１０２ ０５９０
肝 ０１４８ ０４４５ ００７３ ０６９７
膀胱 －００７５ ０６８７ ０２０２ ０２７７
肾脏 ００８５ ０６５１ ０２５１ ０１８１
血清 －０１１１ ０５５３ ０２７１ ０２００
胃 －０１７３ ０３６１ －０３６２ ００４６
心脏 ０５２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９８ ０６１４
空肠 －００７３ ０６９７ ０４４８ ００１１
回肠 －００５８ ０７６４ ００３６ ０８４８
结肠 ０１４６ ０４３３ －０２３２ ０２６５
直肠 ０２５０ ０２２７ ０２９２ ０１１１

２　结果
２１　ＣＧＲＰ指标相关性分析　结果证明了在 ＣＧＲ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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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指标上，肺和心脏在８ｄ相关、肺和空肠在１６ｄ
相关。见表１。肾和膀胱在８ｄ相关、脾与肝在１６ｄ
相关、心与回肠在１６ｄ相关。见表２。

表２　其他组织之间的ＣＧＲＰ相关性分析表

组织
８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１６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脾与胃 ００６０ ０７５７ ０３９２ ００３２
脾与肝 －００１１ ０９５５ ０５４４ ０００２
肾与膀胱 ０４２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８４ ０６５９
心脏与空肠 －００８２ ０６６１ －０００９ ０９６１
心脏与回肠 －０１７３ ０３５２ ０４１３ ００２６
心脏与结肠 －０１７５ ０３３７ －０４２８ ００４２
心脏与直肠 ０１１０ ０５９３ ０２０５ ０２８７

２２　ｉＮＯＳ指标相关性分析　结果证明在 ｉＮＯＳ这
个指标上肺与膀胱在１６ｄ相关。见表３。心与直肠
在１６ｄ相关。见表４。
２３　ＳＰ指标相关性分析　结果表明在 ＳＰ这个指
标上肺与肝在８ｄ和１６ｄ都有关、肺与回肠、结肠在
８ｄ都有关。见表５。脾与胃在８ｄ相关、心脏和回
肠在８ｄ相关。见表６。

表３　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ｉＮＯＳ相关性分析表

组织
８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１６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脾 ００６６ ０７３１ ０１８６ ０３２５
肝 －０３２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９ ０７９４
膀胱 ０２００ ０２８０ ０４３５ ００１４
肾脏 －０２４６ ０１８２ ００７９ ０６６７
血清 －００４８ ０８００ ００６１ ０７７７
胃 －０００７ ０９７２ －０５０２ ０００４
心脏 －００３８ ０８４０ ０００７ ０９７３
空肠 － － －０１７７ ０３４１
回肠 －０３５１ ００５３ －０２５１ ０１７３
结肠 －００９０ ０６２９ ０１７８ ０３９５
直肠 －０１２４ ０５０７ ０１２４ ０５０７

表４　其他组织之间的ｉＮＯＳ相关性分析表

组织
８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１６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脾与胃 ０４５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８７ ０６４９
脾与肝 ０２１１ ０２８１ ０３３７ ００６９
肾与膀胱 －０２５１ ０１７３ －００１２ ０９５１
心脏与空肠 － － －００４４ ０８２０
心脏与回肠 －０１１３ ０５４５ ００１５ ０９３９
心脏与结肠 －００２５ ０８９３ －００６９ ０７５６
心脏与直肠 －０１０８ ０５５５ ０４２０ ００２３

２４　ＶＩＰ指标相关性分析　结果表明在 ＶＩＰ这个
指标上肺和肝在８ｄ相关。见表７。心脏和结肠在８
ｄ和１６ｄ相关。见表８。

表５　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ＳＰ相关性分析表

组织
８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１６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脾 ０１８９ ０３１７ ０１１７ ０５３７
肝 ０６９７ ＜０００１ ０３７３ ００３９
膀胱 －００９９ ０５９７ －０４８２ ０００６
肾脏 ０１６７ ０３７０ －０３６９ ００４５
血清 ００７０ ０７０９ －００３０ ０８９１
胃 －００１８ ０９２６ －０２３１ ０２１２
心脏 ００９３ ０６２０ ０１２６ ０５１５
空肠 ０１２１ ０５１７ ０１７４ ０３４９
回肠 ０４０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６
结肠 ０４４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１ ０８０９
直肠 －０１１８ ０５２９ ００９３ ０６１９

表６　其他组织之间的ＳＰ相关性分析表

组织
８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１６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脾与胃 ０４８２ ０００８ －０２１１ ０２６４
脾与肝 ００９５ ０６３０ ０２２９ ０２２５
肾与膀胱 －０１２０ ０５１９ －０１２３ ０５１７
心脏与空肠 ００９２ ０６２３ －００５８ ０７６５
心脏与回肠 ０４１４ ００２１ ０１１３ ０５５９
心脏与结肠 －０１２２ ０５０６ ０２９０ ０１７９
心脏与直肠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４ ００８２ ０６７１

表７　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ＶＩＰ相关性分析表

组织
８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１６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脾 －０１７１ ０３６６ ０１７２ ０３６４
肝 ０４４６ ００１５ －０２６４ ０１５２
膀胱 －０４４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６ ０７６５
肾脏 ０１９７ ０２８８ －０１１２ ０５５６
血清 －０３０３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０ ０８５３
胃 －０２３６ ０２０９ ０１１８ ０５２９
心脏 ００８９ ０６３２ －０１５３ ０４２７
空肠 －０１５８ ０３９５ －０１７３ ０３５１
回肠 － － －０１３９ ０４５５
结肠 －０１１０ ０５５７ ０１５１ ０４７１
直肠 －００６２ ０７３９ －０１３８ ０４５８

表８　其他组织之间的ＶＩＰ相关性分析表

组织
８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１６ｄ指标相关性
相关系数ｒ Ｐ

脾与胃 －０２３４ ０２２３ ０１９８ ０２９３
脾与肝 ０１３８ ０４８４ ０２１８ ０２４７
肾与膀胱 －０３５１ ００５３ ０１６９ ０３７２
心脏与空肠 － － ０２０６ ０２８４
心脏与回肠 ０３１７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９ ０６１０
心脏与结肠 ０４０５ ００２１ ０４５０ ００１０
心脏与直肠 －０２８９ ０１０９ ００６８ ０９７３

３　讨论
脏腑间的关系有脏与脏之间的关系、六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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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和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脏腑之间的传病有

脏与脏之间的传变、脏与腑之间的传病以及腑与腑

之间的［３］。脏与脏之间的传变包含了母子传变和乘

侮传变：母子传变又叫做“间脏传”，包括“母病及

子”和“子病及母”，如肾属水，肝属木，水能生木，肾

为母脏，肝为子脏。肾病及肝，就是“母病及子”。

临床上的“水不涵木”，因为肾水不足不能涵养肝

木，从而引起肝阳上亢的症状［４］。肝属木，心属火，

木能生火，所以肝为母脏，心为子脏，心病及肝即是

“子病及母”。临床上的肝血虚和肝火旺之证皆由

心血虚或是心火旺而导致肝也出现相应的症状。乘

侮传病又叫做“不间脏”传变，包括“相乘”与“相

侮”，如肝木太旺克伐脾土太过或是脾土太弱不能耐

受肝木相乘，出现“木旺乘土”或是“土虚木乘”２种
情况即为“相乘”；肺金克制肝木，如肝火亢盛肺金

无力制约，反遭肝火反克称为“木火刑金”［５］。脏与

腑之间的关系包括：肺和大肠、心和小肠、脾和胃、肾

与膀胱、肝和胆互为表里。腑与腑的传变是指六腑

（胆、胃、大肠、小肠、三焦和膀胱）它们都共同参与

了饮食物的消化代谢和津液代谢过程，如果其中的

一腑发生病变，肯定会影响别的腑出现功能失常，例

如大肠如果传导功能失调，腑气不通将会引起胃气

上逆［６］。

本实验选取了神经肽物质作为相关指标，是因

为神经肽是存在于神经组织而且参与神经系统功能

的内源性活性物质，是一类特殊的信息物质。特点

为含量低、活性高、作用广泛复杂，调节体内的多种

生理功能。研究发现肠道神经肽超过５０多种，其中
胃肠神经肽研究比较多的有血管活性肠肽（ＶＩＰ）、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ＣＧＲＰ）、Ｐ物质（ＳＰ）、胃泌素释
放肽（ＧＲＰ）和蛙皮素（ＢＢＳ）等物质，研究证明 ＳＰ、
ＶＩＰ参与炎性反应的释放过程，并且神经肽能影响
上皮细胞的增殖、细胞因子的分泌以及营养物质的

吸收，而对胃肠道作用影响明显的神经肽物质为

ＶＩＰ、ＳＰ、ＣＧＲＰ。现代研究表明，除肾上腺素能和胆
碱能神经系统之外，另外还有非肾上腺素能、非胆碱

能 神 经 系 统 （Ｎｏｎａｄｒｅｎｅｒｇｉｃ，Ｎｏｎｃｈｏｌｉｎｅｒｇｉｃ，
ＮＡＮＣ），在人体的呼吸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
ＮＡＮＣ神经包括非肾上腺素能抑制性神经和非胆碱
能兴奋性神经［７］。ｅＮＡＮＣ神经释放的 ＳＰ、ＣＧＲＰ
等神经肽物质主要通过使气道平滑肌收缩以及促使

炎性反应递质释放等作用参与呼吸系统的病理生理

过程。

一氧化氮合成酶（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Ｓｙｎ

ｔｈａｓｅ，ｉＮＯＳ）可使机体产生大量 ＮＯ，对组织细胞具
有损伤作用，参与许多疾病的发病过程。ｉＮＯＳ生成
的ＮＯ可使组织受损和气道发生炎性反应［８］；ｉＮＯＳ
广泛分布于胃肠道黏膜、黏膜下层、肌层等。在 ＮＯ
的合成过程中，ＮＯＳ是唯一的酶，ＮＯ在平滑肌舒张
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保护胃肠道黏膜并调节

胃肠道和胰腺等脏器的分泌功能，说明了ｉＮＯＳ这类
神经肽物质在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中都起着重要的

作用［９］。

通过相关分析法分析不同组织的相关性得出：

在ＣＧＲＰ这个指标有关联的组织有：肺和心脏（８
ｄ）、肺和空肠（１６ｄ）、肾和膀胱（８ｄ）、脾与肝（１６
ｄ）、心与回肠（１６ｄ）。心和肺的关系主要是心主血
和肺主气、心主行血和肺主呼吸的关系。所以肺心

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气血互相为用的关系。肺主宣发

肃降和朝百脉可以使心行血，而只有心主血脉的功

能正常，血液循环正常，才能维持肺的正常呼吸功

能。因肝属木，脾属土，木能克土；肝木旺盛，则克脾

土，肝脾两脏在生理和病理上紧密相连。肝失疏泄，

则脾胃升降失常，形成肝脾不调，肝胃不和等［１０］。

叶天士曰：“补脾必以疏肝，疏肝即以补脾。”《金匮

要略》指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故肝

病“实脾”谓之上工之举，指导后世医家的肝病治

疗［１１］。

《黄帝内经》有云“肾开窍于二阴”，是指肾与膀

胱相表里：肾是作强之官，肾精充盈则体健身强；膀

胱是州都之官，有贮存水液和排小便的功能，本实验

论证了该理论；而本实验为了验证“心与小肠相表

里”中的“小肠”相当于西医中哪个肠段，特意将心

脏和空肠、回肠、结肠、直肠分别作了比较，得出心与

回肠有关联，而肺与空肠有关联。

在 ｉＮＯＳ这个指标有关联的组织有：肺与膀胱
（１６ｄ）、心与直肠（１６ｄ）；“肺与膀胱相通”出自明代
李蓇《医学入门·脏腑总论》，书中引《脏腑疏凿论》

“肺与膀胱相通，肺病宜清利膀胱水，后用分清利浊，

膀胱病宜清肺气为主，兼用吐法。”何仲皋在《脏腑

通》提到：“太阳与肺合表，分明水气连天，相传下达

州都官，俨若江河淮汉。”说明了肺与膀胱相通的关

系。太阳主一身之表，膀胱为足太阳之腑，为水脏。

加之肺主卫气也主表皮，通过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将

水液下输至膀胱达到“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的目

的。肺与膀胱通是脏腑间气化相通的一种形式，和

肺与大肠的表里相合的关系还是有所不同的，在临

床上“肺病治膀胱”或者“膀胱病治肺”对临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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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指导意义［１２］。目前针对心与直肠的研究并

不多，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在ＳＰ这个指标有关联的组织有：肺与肝（８ｄ和
１６ｄ）、肺与回肠、结肠（８ｄ）、脾与胃（８ｄ）、心脏和
回肠（８ｄ）；肺与回肠、结肠有关联这个结论与刘声
博士《在论文中提到的关于“肺”与“大肠”相表里中

的“大肠”应定位于“回肠、结肠”的结论是一致的。

关于心脏和回肠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均比较

少，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在肺的水液代谢过程中，除了依赖肺、脾、肾三

脏的综合作用，还依赖于肝的疏泄。肝主疏泄，主气

机调畅，气行则津行，促进津液输布环流。如果肝气

郁滞，血行不畅，血液瘀滞，可导致津液输布障碍，饮

邪聚集，聚而为痰，或溢于肌肤，成为水肿。赵献可

《医贯·喘论》提到：“七情内，郁而生痰”［１３］。而

《类证治裁·郁证》亦云：“七情内起之郁，始则伤

气，继降及血”［１４］。气机郁滞可造成痰滞和血瘀，使

肺气升降出入的功能受阻造成哮喘。《金匮要略·

水气病》对气滞血瘀导致津液输布失常引起水肿也

有论述，“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痛，时

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强调了气、血、水在生理上

的联系，气行则血行津散；在病理上也相互影响，气

滞则血结水停。脾与胃通过经脉相互络属而形成表

里关系，他们之间的表里关系是“脾为胃行其津

液”［１５］。本实验也证实了这个观点。在ＶＩＰ这个指
标有关联的组织有：肺和肝（８ｄ）、心脏和结肠（８ｄ
和１６ｄ）。肺脏在ＳＰ指标中是和回肠、结肠有关联，
在ＣＧＲＰ这个指标上是和空肠有关联，在ｉＮＯＳ指标
上是和膀胱有关联的。

本实验不但论证了肺与大肠的关系，而且论证

了肺与肝脏以及肺与膀胱、肺与心脏的关系，丰富了

“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观点，在以后的临床治疗上

有着指导意义。在ＣＧＲＰ和ＳＰ这２个指标中，都得

出了心与回肠有关联的结论，而ｉＮＯＳ指标下发现心
与直肠有关、ＶＩＰ指标下发现心与结肠有关联，由此
可见心脏与肠道之间的联系还是很密切的，这也是

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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