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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学术探讨窑

从肠道菌群浅析野脾为之卫冶的科学内涵与临床应用
姜摇 婷1袁2 摇 纪文岩2 摇 陆为民1

摘要摇 基于微生态学袁聚焦肠道菌群袁探讨中医学野脾为之卫冶的理论依据与科学内涵袁分析中医学脾功

能的发挥与肠道菌群的调节在人体防病抗邪中的作用及相关性袁并从治未病尧指导治疗与判断预后尧中病即

止等方面论述了应用野脾为之卫冶理论调节肠道菌群在诊治疾病中的意义袁以期为从系统生物学阐释传统中

医学理论提供有意的探索遥
关键词摇 脾为之卫曰 肠道菌群曰 科学内涵曰 临床应用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i as the Guard" from Intestinal Flora Aspect摇
JIANG Ting1袁2袁 JI Wen鄄yan2袁 and LU Wei鄄min1 摇 1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袁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袁 Nanjing 渊210029冤曰 2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袁 Qingd 鄄
ao Municip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袁 Shandong 渊266033冤

ABSTRACT摇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of "Pi as the Guard" in traditional Chi鄄
nese medicine 渊TCM冤 was explor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microecology and focusing on intestinal flora.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unction of Pi and the regulation of intestinal flora in human disease preven鄄
tion was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Furthermore袁 the enlightenment of regulating intestinal flora in diag鄄
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using the theory of "Pi as the Guard" was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before its occurrence"袁 treatment from Pi袁 treatment guidance and prognosis judg鄄
ment袁 as well as proper discontinuation of treatment袁 thus providing a meaningful exploration for explai鄄
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ies from systems biology.

KEYWORDS摇 Pi as the Guard曰 intestinal flora曰 scientific connotation曰 clinical application

摇 摇 野脾为之卫冶袁是脾以主运化尧主升清尧主统血等生

理功能为基础袁具有的保卫机体尧抗邪防病的综合作

用袁是对脾功能的升华与概括袁也是野脾为后天之本冶
的重要理论渊源咱1暂 遥 微生态学系统的平衡学说与中

医药野天人合一冶的整体观及阴阳平衡的总原则相吻

合袁为探索中医学理论开辟了新途径遥
1摇 野脾为之卫冶的出处及内涵

野脾为之卫冶出自叶黄帝内经曳遥 叶灵枢窑五癃津液

别曳云院野五脏六腑袁心为之主袁耳为之听袁目为之候袁肺
为之相袁肝为之将袁脾为之卫袁肾为之主外冶遥 叶灵枢窑
师传曳又云院野脾者袁主为卫袁使之迎粮袁视唇舌好恶袁以
知吉凶冶遥 叶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曳对野卫冶字的解释之一

即是卫士尧卫兵袁并由此引申出保卫尧防护之意咱2暂遥 张

景岳在叶类经窑藏象类曳中指出院野脾主运化水谷以长

肌肉袁五脏六腑皆赖其养袁故脾主为卫冶 咱3暂 遥 揭示了脾

主运化袁为气血生化之源袁滋养脏腑周身袁与机体抗病

能力密切相关的内涵遥 在此基础上袁结合脾主升清尧主
统血及与其他脏腑尧体窍的联系袁可以在机体消化尧免
疫尧神经尧内分泌尧造血尧循环等多系统发挥防御作用遥
由此袁野脾为之卫冶袁是基于中医学脾的生理功能袁对其

防御抗病作用的高度概括遥
2摇 从微生态学聚焦肠道菌群袁探讨野脾为之卫冶

的理论依据与科学内涵

2郾 1摇 中医学与微生态学在整体观与平衡观上具

有相似性摇 中医学强调整体观念袁即人体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袁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袁野阴平阳秘冶是
人体最佳生命活动状态的概括袁并以整体观和平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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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认识人体的结构尧功能及指导疾病的防治遥 而生物

与环境的统一论也是微生态学的基本思想袁研究微生

物与宿主及所在环境的相互关系袁达到微生态平衡的

稳态是其最终目的遥 这种内在理论构建体系与总体指

导原则的统一性袁使传统中医学与现代生命科学分支

微生态学之间产生共鸣遥
2郾 2摇 野后天之本冶的脾与被誉为野第二基因组冶的

肠道菌群对机体的重要性相当摇 野脾为后天之本冶突

出脾在人体五脏功能中的重要性袁以及脾运化的水谷

之气对先天元气的充养作用遥 肠道菌数量庞大尧种类

繁多袁参与着机体许多重要的生理功能袁被誉为人类的

野第二基因组冶袁由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决定袁最
新研究表明较先天遗传因素袁后天环境的影响主导了

人体肠道菌群的差异咱4暂遥 可见袁中医学脾功能与肠道

菌群在保持人体健康中均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袁并且

可以为我们所调控遥
2郾 3摇 脾主运化与肠道菌群在机体消化吸收中相

互为用摇 脾主运化为野脾为之卫冶功能的发挥提供物

质基础袁而肠道菌群处理进入消化道食物袁使机体从食

物中获取营养物质和能量的作用与中医学脾主运化的

功能高度一致遥 同时袁肠道菌群是中药发挥作用的靶

点和途径之一袁很多中药成分不易入血袁但可通过调节

肠道菌群或借助肠道菌群分解中药袁代谢产物入血而

发挥治疗作用遥 由此袁脾主运化与肠道菌群在机体消

化吸收过程中相互为用袁而肠道菌群是脾主运化功能

发挥不可或缺的土壤和媒介遥
2郾 4摇 野脾为之卫冶功能发挥依赖肠道菌群的免疫

防御作用摇 脾主运化以化生气血袁增强正气袁抗病御

邪袁与机体免疫功能密切相关袁脾虚时机体的细胞及体

液免疫功能均有所降低咱5暂 遥 与中医学野脾旺不受邪冶
相似袁肠道菌群对机体的免疫调控作用同样重要袁当肠

道菌群发生紊乱时袁机体就会产生许多有害物质袁导致

异常免疫反应诱发疾病袁如 HIV 感染者存在系统性菌

群差异及菌群易位袁且已证明与血浆抗 CD4 自身抗体

相关咱6暂 遥 健脾治疗可以调节肠道菌群发挥提高抵抗

力的作用院如四君子汤多糖对脾虚小鼠肠道菌群及免

疫功能有一定的恢复作用咱7暂 曰并进一步证实人参多糖

能提高肠道对特定人参皂苷的代谢和吸收功能袁同时

能恢复被破坏了的菌群袁特别是能增加乳酸菌和拟杆

菌的比例袁重建机体平衡从而提高抵抗力咱8暂遥
2郾 5摇 健脾中药可改善肠道菌群紊乱

脾虚与肠道菌群失调相关袁现代医家分析了脾阳

虚证患者的代谢和菌群特征袁发现脾阳虚证患者菌群

中厚壁菌门增多尧拟杆菌门减少袁菌群组成有显著变

化袁且血浆和尿液中多个代谢通路被扰动咱9暂 遥 而健脾

中药可以从调节肠道运动咱10暂袁抑制炎症因子尧保护肠

道黏膜咱11暂 袁扶植有益菌生长咱12暂 袁调节机体免疫能力尧
抑制有害菌生长咱13暂 等多途径发挥调节肠道菌群的作

用袁为从肠道菌群探索野脾为之卫冶的中医学理论提供

了依据遥
3摇 从肠道菌群分析脾功能在人体防病抗邪中的

作用

3郾 1摇 脾主运化与肠道菌群摇 国医大师徐景藩将

脾主运化的内容袁概括为精微与水湿两方面遥 脾气充

足袁则输化正常袁水精四布袁濡养周身遥 脾失健运袁精微

不足则易导致脏腑躯体失养等营养不良性疾病曰水湿

过剩或膏浊转输尧利用尧排泄失常袁则易导致肥胖尧糖尿

病尧高脂血症等代谢性疾病遥 肠道菌群与机体的营养

及代谢同样密不可分袁能影响饮食物的分解与吸收袁同
时从短链脂肪酸尧禁食诱导脂肪细胞因子尧胆固醇尧内
毒素以及胆汁酸代谢等多途径对机体代谢发挥重要作

用咱14原16暂遥 因此袁肠道菌群平衡是野脾主运化冶功能正常

的重要体现袁也是机体营养与代谢正常的重要保障遥
3郾 2摇 脾主升清与肠道菌群 摇 脾主升清袁胃主降

浊袁协同完成运化水谷精微袁供养机体袁为一身气机升

降出入之枢纽曰反之袁何种原因导致气机升降失司都会

引起脾胃病遥 中焦壅塞袁气血尧津液难以输布袁肠道菌

群无以滋养袁益生菌群凋亡而致病菌增多袁造成菌群紊

乱甚至肠道菌群易位袁出现野清气在下袁则生飧泄冶袁产
生腹胀尧腹泻尧纳差等一系列症状遥 可见袁脾胃是人体

气机升降的关键环节袁而气机调畅是保持肠道菌群稳

态发挥其功能的基础遥
3郾 3摇 脾主统血与肠道菌群摇 血液的生成尧循行与

脾密切相关遥 脾为血液提供其所化生所需的水谷精

微袁并将水谷精微上输到心袁野化赤冶生血袁进而输布血

液于全身以营养脏腑组织官窍袁并约束控制血液在脉

中运行以防止出血遥 而肠道菌群在血液病尧心血管病

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院有团队研究 TET2 突变与白

血病的生物学机制袁发现 TET2 出现突变时会破坏肠

壁的完整性袁乳酸杆菌等细菌通过肠壁上的缺口到达

血液及周边的器官中袁产生炎症因子 IL鄄6 并在多种因

素的结合下诱发白血病袁证实了肠道菌群在白血病发

病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作用咱17暂遥 而在心血管病的研

究中发现袁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氧化三甲胺渊 trime鄄
thylamine鄄N鄄oxide袁 TMAO冤 可以影响血小板的活

性袁较高的 TMAO 水平与血栓形成风险之间显著

相关咱18暂遥
3郾 4摇 脾藏意主思与肠道菌群摇 叶素问窑宣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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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曳曰院野脾藏意冶遥 叶素问窑阴阳应象大论曳曰院野脾
噎噎在志为思噎噎思伤脾遥冶脑为髓海袁是精神活动的

物质基础袁需脾运化的精微充养袁过度思虑易伤脾袁脾
虚则可导致野意冶不足遥 情志因素影响脾功能的发挥

从而破坏肠道菌群的稳态袁而肠道菌群又可以通过神

经尧免疫尧内分泌和代谢途径袁经脑肠轴影响大脑的生

理尧行为和认知功能遥 有研究从肠道菌群代谢产生的

短链脂肪酸可能作用于神经系统袁影响 5鄄羟色胺的水

平进而影响行为袁证实菌群 肠 脑轴在调节代谢与

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咱19暂 遥
3. 5摇 脾为涎与口腔菌群 摇 叶素问窑宣明五气曳

曰院野五脏化液噎噎脾为涎冶遥 涎为脾之液袁为脾脏所

控之物遥 徐景藩咱20暂 观察脾虚患者在健脾治疗过程中

唾液淀粉酶的变化袁发现患者在改善症状的同时袁自主

神经功能系统功能得到恢复袁从而促进消化腺的分泌

趋向正常遥 脾虚导致唾液分泌不足袁唾液分泌减少袁则
影响口腔菌群组成咱21暂 遥 口腔菌群失调袁一方面微生物

侵入肠道袁引起肠道菌群失衡曰另一方面袁口腔菌群与

肠道菌群类似袁与宿主口腔及口腔外器官/系统的健康

息息相关袁容易导致龋病尧牙周病以及口腔癌等口腔疾

病的发生发展咱22袁23暂 袁并与消化尧神经尧免疫尧心血管等

全身系统性疾病相关咱24暂遥 由此袁口腔菌群受脾主涎功

能发挥的影响袁而又与脾及其他脏腑功能的发挥密切

相关遥
4摇 基于肠道菌群应用野脾为之卫冶理论在疾病防

治中的启发

4郾 1摇 治未病

4郾 1郾 1摇 未病先防 摇 与中医学治未病理论相似袁
世界微生态学界达成共识即野已病治病尧未病防病尧无
病保健冶的原则以保持体内微生态平衡遥 饮食有节尧
调情怡性可以帮助肠道菌群维持平衡稳态袁是野脾为

之卫冶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保障袁达到预防疾病发生袁
防止疾病传变袁促进疾病康复的目的遥 饮食有节袁以促

脾之运化袁调节菌群平衡遥 饮食成分尧饮食量和进食节

律可通过影响宿主代谢尧免疫和肠道屏障等多途径塑

造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袁纤维尧脂肪尧动物蛋白尧矿物

质尧植物活性物质等与菌群互作袁影响菌群的免疫调节

作用和代谢产物尧改变宿主基因表达袁影响机体健

康咱25暂遥 野饮食自倍袁肠胃乃伤冶袁现代生活方式袁低纤

维饮食被认为是促使微生物多样性消失的一个关键驱

动力袁危害身体的健康状态遥 如高纤维食物可调整肠

道菌群袁进而通过减少单核细胞数量限制免疫病理袁及
激活 CD8+ T 细胞增强抗病毒免疫袁能起到预防流感

的作用咱26暂 遥 在此认识基础上袁基于饮食的菌群疗法正

在起步袁而从中医学角度进行体质辨证调整个体饮食

的五味袁形成野量身定制冶个性化营养方案袁是可鉴的

有益思路遥
调情怡性袁以畅脾胃之枢院百病皆生于气袁情志失

和袁在脾胃病的发病过程中处于先导地位遥 脾主思虑袁
思虑不解袁忧愁不已则致脾胃气机郁结不畅袁菌群结构

失调袁进一步导致脾失运化袁循环往复遥 肠道菌群已成

为大脑 肠道轴的重要调节器袁已被誉为治疗压力相

关精神疾病的新希望袁但经 Meta 分析发现袁益生菌对

抑郁症等精神障碍者的情绪改善无显著改善作用袁
野精神疾病益生菌冶仍缺少有效的临床证据咱27暂遥 中医

学在畅达情志方面独具优势袁有学者应用疏肝解郁类

中药方剂渊柴胡疏肝散冤证实对抗生素诱导肠道菌群

失调大鼠的保护作用咱28暂袁为中医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

改善精神状态提供了依据遥
4郾 1郾 2摇 既病防变摇 对已病之人袁应做到先安未

受邪之地遥 现代医学证实袁肝脏与肠道通过门静脉相

连袁在大多数慢性肝病中可见肠道菌群失调袁而肝脏作

为机体主要代谢器官袁其功能受损也会影响到神经和

免疫系统袁触发免疫介导性疾病曰通过饮食尧粪菌移植

等手段来调控肠道菌群组成袁对治疗肝病有潜在益

处咱29暂袁这为中医学野见肝之病袁知肝传脾袁当先实脾冶
理论提供了依据遥

4郾 1. 3摇 病后康复摇 叶素问窑热论篇曳指出野噎噎
病热当愈袁食肉则复袁多食则遗冶袁阐述了热病后期或

疫病初愈之时因忽视饮食禁忌而造成不良后果遥 疾病

痊愈之初袁脾胃之气未尽恢复袁饮食不节袁易积滞不化

而生热袁食热与余邪相搏而致病复燃遥 可见袁在病后更

应野节饮食冶袁重视脾胃功能袁促进机体肠道菌群的结

构趋向稳态袁以利于病后恢复遥
4. 2摇 治则上袁立足于脾袁调节肠道菌群袁促进疾

病向愈

历代医家重视治脾在治疗疾病中的作用袁如

李东垣提出野四脏有病亦必待养于脾冶遥 与中医学立

足于脾相当袁现代医学验证了肠道菌群在疾病发生发

展中的作用袁并将调节肠道菌群作为治疗急慢性病的

重要途径和靶点遥 另有学者发现肠道菌群影响肺部炎

症袁指出肠道菌群和肺部菌群能通过淋巴中的液体互

相交换袁肠道中的消化副产物能影响免疫系统从而调

控肺部的炎症袁而使用益生菌干预呼吸道感染袁可以减

少抗生素使用量袁缩短治疗天数咱30暂 遥 这与中医学在外

感疾病中袁尤其是外感疾病迁延不愈之时袁不忘体虚外

感健脾扶正以祛邪袁并始终谨记野保胃气冶的治疗原

则遥 运用健脾中药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在治疗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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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咱31暂尧呼吸系统咱32暂尧代谢系统咱33暂 尧精神系统咱34暂 等
疾病中发挥治疗作用遥

4郾 3摇 指导疾病治疗与判断预后

在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观察中袁有研究发现肠道

菌群构成和抗 PD鄄1免疫疗法的效果之间存在显著关

联袁在对疗法响应较好的患者菌群中袁鉴定出长双歧杆

菌尧产气柯林斯菌和屎肠球菌等丰度较高曰给无菌小鼠

移植这些患者的粪菌袁可明显改善肿瘤控制尧增强 T 细

胞应答袁获得更好的抗 PD鄄1 疗效袁证实菌群构成可影

响癌症患者的免疫疗法效果咱35暂袁为通过肠道菌群指导

疾病治疗提供了借鉴遥 野有胃气则生袁无胃气则死冶是
叶内经曳中对判断疾病预后的认识之一袁而现代研究发

现肠道菌群与中医学野脾胃冶之气在判断疾病预后中

有类似的作用遥 重症监护病房入院时的肠道菌群特

征袁尤其是肠球菌的富集袁可预测后续死亡和感染风

险咱36暂遥 此外袁有学者发现肠道病毒组特征可独立于肿

瘤阶段尧淋巴结转移等临床病理指标区分早期和晚期

结直肠癌袁或可用于结直肠癌的预后预测咱37暂 遥
4郾 4摇 中病即止

野中病即止冶思想源于叶黄帝内经曳袁叶伤寒论曳中也

强调处方用药谨遵攻而不过袁以防过剂伤中遥 如辨证

应用苦寒中药具有治疗作用袁然而苦寒中药作用于正

常肠道菌群袁也会通过影响肠道菌群种类尧数量尧比例尧
定位等生态因素袁从而改变宿主的肠道生物学功

能咱38暂遥 所以袁对需苦寒攻伐者袁当中病即止袁否则会导

致肠道菌群失调袁正虚邪陷袁一症未愈袁他症又起遥
5摇 问题与展望

随着对肠道菌群本质不断的揭示与探索袁越来越

发现其与中医药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袁正如肠道菌群

的平衡与野脾为之卫冶功能的发挥互为因果对人体的

健康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如何运用中医学理论来研

究肠道微生态袁发掘调节肠道菌群的新方法袁以及如何

借助肠道菌群探讨中医药认识疾病尧治疗疾病的本质

值得深思遥 中医学的辨证论治思想能否为尚处于初期

阶段的精准微生物组调节提供借鉴钥 不同的菌群结构

与中医证型有何相关性袁可否指导中医不同证型动物

模型的建立袁进而应用于中医药疗效评价钥 这或许可

以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创新提供新思路遥
利益冲突院 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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