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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学·

中医肾藏精理论的现代研究历程和思考
易 杰

摘要 本文通过对肾藏精现代研究中较为知名学者(如沈自尹教授等)的研究历程、研究思路和研究成

果的总结，从中理清了肾藏精现代研究的三个特点、四个问题。针对四个问题，提出了从四个方面进一步深

入研究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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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m Research Course and Thinking on the Chinese Medicine TheoⅣof’Kidney Stores the Essence。

YI Jie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enyang(』10032)

ABSTRACT Features and problems of modern researches on the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of”kidney

stores the essence“were refined based 013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es conducted by some well-known scholars

as Professor SHEN Zi-yin，etc，their courses，ideas and achievements．From which，three specialties and four

problems were abstracted．In view Of the four problems．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o his assumption for the future

deepen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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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藏精功能是肾生理功能的核心和基础。在藏象

本质的研究中，肾本质的研究开展最早，始于20世纪

50年代末。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有益的探索工作，为

肾藏象的实验研究工作积累了科学数据，奠定了基础，

并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肾藏象学说。而在肾本质的研究

中，肾藏精的生理作用及其机制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思

路比较集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本文以近50年肾

藏精现代研究中较为知名学者的研究历程为代表，总

结肾本质现代研究所取得的较为公认的研究成果，分

析寻找制约现代研究的关键问题，并借鉴肾本质现代

研究的一些思路和方法，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设想。

1 肾藏精理论的现代研究历程

肾藏精功能的现代研究主要从反映人体生长发育

和生殖功能的变化及精生髓、髓养骨、髓化血等方面开

展工作。

1．1 肾藏精生理作用的现代研究历程

肾藏精，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和生殖功能的现代研

究从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研究两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无论是动物实验研究，还是临床实验研究，主要

从肾虚证候病理实质(脏腑辨证)、补肾中药的影响

(方剂辨证)等两个方面开展了研究工作。通过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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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推生理和以药测证等方法来推断肾藏精主生长发育

和生殖功能的现代生物学内涵。

20世纪50年代末，沈自尹课题组⋯用“异病同

治”的方法开始了中医肾虚实质的研究，由此拉开了

对中医肾实质研究的序幕。经过六个阶段的深入研

究，发现肾阳虚患者存在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皮质

(HPA)轴不同环节(层次)、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其

后，又证实了肾阳虚存在下丘脑一垂体一性腺轴

(HPG)、下丘脑一垂体一甲状腺轴(HPT)不同环节

(层次)、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80年代始，又从方剂

辨证思路着手，分别从补肾药作用调控部位、补肾与健

脾药和补肾健睥活血药作用调控部位的差异等方面进

行肾阳虚定位研究。通过大量的动物实验、临床试验

和中药作用机理实验研究证实，肾阳虚证定位在下丘

脑；肾阳虚证涵盖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其调控中心在

下丘脑∽’。90年代后，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从分子生

物学、系统生物学和信息医学、数学模型等角度对肾阳

虚证的定位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研究表明，补肾

药可通过提高下丘脑CRFmRNA表达来保护下丘脑一

垂体一肾上腺一胸腺(HPAT)轴免受外源性皮质酮的

抑制¨3；温补肾阳复方调节肾阳虚证T细胞凋亡是通

过对于促凋亡、抗凋亡基因之间的协同与整合，重塑基

因平衡¨1，从而在分子基因水平证实了肾阳虚证的主

要调节点定位在下丘脑。另有研究表明，基于基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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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谱数据能建立量化肾虚证程度的模型，并能预测补

肾药的效果¨’。

沈自尹等研究历程及成果是中医肾藏精生理作用

现代研究的先驱。很多学者在沈自尹等研究思想和成

果的影响下，紧密地围绕肾虚证与3个轴功能紊乱关

系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1，2肾藏精主骨生髓化血功能的现代研究历程

肾主骨生髓功能的研究包括肾主骨、肾生髓化血等方

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是肾藏精功能的一个重要

分支。

1．2．1 肾藏精生髓化血的研究 自20世纪80

年代初期开始，有些学者¨’¨以中医肾生髓化血理论

为基础，采用多种骨髓损伤动物模型从宏观整体水平、

细胞和亚细胞水平及分子水平等不同层次进行了基础

实验的系统研究。与此同时，从补肾生髓化血中药防

治B·地中海贫血的分子机制角度，以临床观察、自身

对照比较研究、随机单盲安慰剂平行对照临床研究等

不同方法，开展了比较系统的临床研究，证实了补肾生

髓化血中药能够改善B-地中海贫血的部分临床症状，

提高外周血象，并通过促进相关基因表达而促进骨髓

造血。

1．2．2 肾主骨的研究 有些学者从补肾壮骨益

精防治骨质疏松症角度探讨肾主骨的现代科学依据。

研究表明，补肾生髓壮骨中药通过调节下丘脑一垂体

一多个靶腺轴的功能，促进肠钙吸收，调节体内微量元

素的平衡，改善骨的内部结构；通过调控大鼠肠黏膜中

1，25(OH)：D，受体、肾组织中Smurf 1、下丘脑BMP-4

和Smad 6等mRNA和蛋白表达，促进肠钙的吸收，达

到防治骨质疏松症的目的¨。1“。

1．3 “肾应冬”的现代研究历程 1999年郭霞珍

教授首次提出了以“四时五脏相应”生理机制的研究

作为中医藏象实质研究的切人点¨“。“肾应冬”是中

医藏象学说中的一个理论观点，其内涵主要是指与肾

相关的人体生理机能会随着冬季时令的变化而发生同

步的协调变化。立足中医思想，借鉴沈自尹等研究成

果，围绕“肾应冬”与HPG¨川和}tPT¨43功能调节的关

系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实验研究工作，由此拉开了肾藏

象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惟腺轴是

“肾应冬”的重要作用部位；松果体是“。肾应冬”与性腺

轴问连接的纽带¨”；冬夏季节对正常对照组甲状腺组

织的影响存在差异，而摘除松果腺后季节性变化消失

等‘2“。

2 肾藏精理论现代研究的思考

2．1 肾藏精理论的现代研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纵览较为知名学者的实验研究历程，从研究思路E看，

不仅从以药测证、病理反推生理的角度开展实验研究，

而且亦从生理学角度开展了工作。从研究工作积累方

面看，围绕肾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功能的研究历史较

长，并取得了较为公认的研究成果。而肾主骨生髓化

血及“肾应冬”的实验研究历史较短，虽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从肾藏精理论的现代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中可以看

出3个特点：第一，围绕重点内容开展研究工作的时间

比较长，研究内容层层递进，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重

复性。肾藏精理论的现代研究重点探讨肾阳虚证的定

位。从HPA、HPT、HPG等3个轴各层次功能紊乱到

补肾中药的调控，经过诸多学者多年不断重复和深入

研究，从多角度、多依据证实了肾阳虚证定位在下丘

脑，补肾中药调控中心在下丘脑。此研究成果为多数

学者所认同，并得到了广泛的引用。第二，在重点内容

的研究工作中，体现了临床～理论一再临床一再理论

的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过程。肾阳虚证定位研究始于

“异病同治”的研究。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行临

床观察，明确疗效。在此基础上，进行临床试验和动物

实验，进一步探讨疗效机制，提出新的问题。针对新的

问题，开展临床科研，以最终找到防治疾病的新方法。

第三，突破了传统的以药测证，以病理反推生理的研究

思路，填补了肾藏象实验生理学研究的空白。肾藏象

研究不仅采用了传统的思路，而且开辟了肾藏象实验

生理学研究的新路。以中医传统的“四时五脏阴阳”

理论为指导，探讨肾藏精主生殖功能与HPG、HPT功

能的季节变化关系，从而填补了肾藏象实验生理学研

究的空白。

中医肾藏精理论现代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

绩，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而

影响进一步的深人研究。归纳起来，主要问题有四：第

一，从实验生理学角度开展肾藏精理论现代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有待加宽和加深；第二，肾藏精现代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还不够，横向比较研究和纵向基因组和蛋白

质组等更深层次的研究还较少；第三，肾证候临床诊断

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研究不够；第四，利用多学科研究

成果开展研究较少。

2．2今后工作设想 针对肾藏精现代研究存在

的问题，今后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以推动研究

的深入开展。

2．2．1 以中医肾藏精文献整理研究成果为基础，

加强肾藏精实验生理学方面的研究。文献整理研究是

中医实验研究的基础。只有在准确继承中医学理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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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内涵的基础上，才能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

创新和发扬中医学理论。因此，汲取文献整理研究成

果，建立新的科学假说，选定新的领域开展肾藏精实验

生理学研究，将有助于更科学客观地揭示中医肾藏精

相关理论的科学内涵。

2．2．2加强肾藏精纵横两个方向的深入研究，不

断地丰富和发展肾藏象理论 在横向研究方面，对于

现已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研究的梳理，在此基础

上，通过与其他四脏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并通过多单

位、多次数不断地重复研究，筛选比较客观、可信、科

学、稳定的结论，进一步抽象相关理论的现代科学内

涵，并在临床研究中加以验证。纵向研究方面，对于肾

藏精积累较多的重点研究领域进行诸如基因组和蛋白

质组等更深层次的实验研究，以期从更高层次上揭示

肾藏精理论的科学内涵。通过纵横两个方向的深入研

究，不仅为中医传统理论提供现代科学内涵，而且还可

能为寻找防治疾病的新方法提供实验依据，以解决现

代社会的新问题。

2．2．3 通过临床一理论一再临床一再理论的方

式，更广泛地积累和总结“异病同治”的成果，并利用

现代先进的临床科研方法进一步开展肾证候临床诊断

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研究。

通过临床观察，不断地积累和总结“异病同治”的

成果，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建立新的假说。再通过随

机对照试验等现代先进的I临床科研方法，肯定疗效及

疗效机制。并建立起诊断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推动

中医肾证候本质的研究。

2．2．4借鉴多学科研究成果，从更宽的视角开展

中医肾藏精的研究。

中医藏象学说在形成之时，便吸收了当时先进的

科学成就，如古代哲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和术数

等。虽然中医藏象学说现代研究已经利用了现代科技

的许多研究成果，但还不够广泛和深入。在今后的研

究中，应更广泛地采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

科领域的前沿知识和先进技术，进行更深层次和更广

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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