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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运动与中医脾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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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胃肠运动作为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及营养物质的转运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基于此，本文简要介绍了胃肠运动，分析了中医对脾胃病的认识，并针对脾胃病的中医治疗进行了讨论，包

括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等方面，也探讨了中医在治疗脾胃病时常用的方法，如中药内服、针灸推

拿、饮食调养等，为预防和治疗脾胃病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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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医理论将脾胃视为“气血生化之源”，认为脾胃

功能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与疾病。随着现代生

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习惯的改变，胃肠疾病的发生率逐

年上升，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深

入探讨胃肠运动与中医脾胃病之间的关系，对于预防和

治疗胃肠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1��胃肠运动

胃肠健康，作为我们身体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直

接影响着个体的营养吸收、能量转化及整体健康状况。

对于胃肠道功能不佳的患者而言，合理调节运动习惯

是维护并改善胃肠功能的有效途径之一，但这一过程需

谨慎且科学，以免适得其反。在日常生活中，适量的运

动被视为促进胃肠蠕动、提升消化能力的自然疗法。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运动量越大越好。过度的体力活动不

仅会引发身体疲劳，导致免疫力下降，还可能因过度消

耗体能而加重胃肠道的负担，使原有的胃肠问题雪上加

霜。因此，患者在选择运动方式时，应充分考量自身状

况，遵循“适量、适度、适时”的原则。这意味着，无

论是住院期间还是日常居家，患者都需密切观察自身的

身体反应，特别要留意是否出现腹泻、大便次数异常增

多及脱水等警示信号[1]。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立即调整

作息，增加休息时间，并通过增加水分摄入来弥补体液

的流失，防止脱水进一步损害身体机能。在众多运动方

式中，有氧运动因其独特的健康益处而备受推崇，尤其

对于改善胃肠功能而言，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慢

跑、游泳、散步及瑜伽等有氧运动，以其低强度、持续

时间长、对心肺功能及全身血液循环的积极影响而著

称，这些运动不仅能够有效促进血液循环，加速全身的

新陈代谢过程，还能够特别针对胃部区域，增强其血液

循环，从而促进胃液的分泌与食物的消化吸收。通过长

期的坚持，患者的胃肠功能有望逐步得到改善，提升营

养吸收效率，增强体质。

2��中医对脾胃病的认识

2.1  脾胃的作用
中医对脾胃病的认识，根植于深厚的哲学思想与临

床实践之中，将脾胃视为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

源，其健康状态直接关系到整体机体的盛衰与疾病的转

归。在中医学的理论体系里，脾胃不仅是一对相互依

存、功能互补的脏腑，更是人体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重

要环节。脾胃之作用，首先体现在“受纳贮运”方面。

胃，作为“太仓”或“水谷之海”，其主要职责在于接

受并暂时贮存由口摄入的饮食水谷。这一过程不仅是食

物进入体内的第一步，也是后续消化吸收的前提。胃的

受纳功能强健，则能容纳足够的食物，满足人体日常所

需；反之，若胃失和降，则可能出现纳呆、厌食、脘腹

胀满等症状，影响营养的摄取。继而，脾胃协同作用，

进入“运化转输”阶段，脾主运化，其运化功能不仅限

于对食物的消化，更在于将食物中的精微物质（即水谷

精微）吸收并转化为人体所需的气血津液[2]。这一过程

是中医理论中的“化生气血”之根本，脾通过其特有的

“升清”功能，将精微物质上输于心肺，再通过心肺的

作用化生气血，布散全身，滋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若脾失健运，则气血生化无源，易导致气血不足、面色

萎黄、神疲乏力等虚弱表现。

2.2  脾胃病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外感因素是脾胃病发生不可忽视的外部诱

因，自然界中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以

及饮食不节、生活作息不规律等人为因素，均可能侵

袭人体，首当其冲的便是脾胃。例如，过度摄入生冷食



临床医学前沿·2025� 第7卷� 第1期

11

物，寒邪直中脾胃，易导致胃阳受损，胃脘冷痛；而长

期嗜食肥甘厚味，则易生湿热，困阻脾胃，影响运化功

能，出现脘腹胀满、纳呆食少等症状。此外，生活作息

不规律，如熬夜、过度劳累等，也会耗伤脾胃之气，使

其功能逐渐衰退，从而引发脾胃病。另一方面，中医认

为，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而升清，胃为水谷之海，主

受纳而降浊。当脾虚失运时，脾的运化功能减弱，不能

将水谷精微转化为气血津液，反而生成痰湿等病理产

物，阻滞气机，进一步影响脾胃功能[3]。胃寒胃热则是

胃腑功能失调的两种常见表现，胃寒者多因过食生冷或

素体阳虚，胃阳不足，温煦失职，导致胃脘冷痛、喜温

喜按；胃热者则多因嗜食辛辣、情志化火等，胃火炽

盛，灼伤胃阴，出现消谷善饥、口臭便秘等症状。此

外，胃阴不足也是脾胃病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多因热

病伤阴、久病耗伤或素体阴虚所致，胃阴亏虚，则胃失

濡润，受纳与和降功能均受影响，表现为口干咽燥、饥

不欲食、大便干结等。脾胃失调的具体症状，因个体差

异及病情轻重而异，但总体上可归纳为消化系统症状与

全身症状两大类。消化系统症状主要包括食欲不振、纳

呆、恶心、呕吐、腹胀、腹痛、便秘或腹泻等，这些症

状直接反映了脾胃运化功能的异常。而全身症状则更为

广泛，如疲倦乏力、精神不振、面色萎黄或苍白、口干

舌燥、自汗盗汗等，这些症状的出现，往往提示着脾胃

功能失调已影响到全身的气血生成与分布，进而影响到

整体的生命活动。

3��脾胃病的中医治疗

3.1  消化性溃疡
一方面，中药内服是治疗消化性溃疡的核心方法，

中医将消化性溃疡分为不同的证型，如脾胃虚寒型、肝

胃不和型、湿热中阻型等，每种证型都有其特定的症

状表现和治疗方剂。脾胃虚寒型患者，由于脾胃阳气不

足，常表现为胃痛隐隐、喜温喜按、泛吐清水、食欲不

振、神疲乏力等症状。针对这一证型，中医常用黄芪建

中汤等方剂，通过温中健脾、和胃止痛的方法，以增强

脾胃功能，缓解疼痛。肝胃不和型患者，则因肝气郁

结，横逆犯胃，导致胃脘胀痛、连及两胁、嗳气频作、

情绪易怒等症状。治疗时，宜选用柴胡疏肝散等方剂，

以疏肝解郁、和胃止痛，调和肝胃关系。而湿热中阻型

患者，由于湿热之邪蕴结中焦，胃痛多伴有灼热感，口

苦口干，大便秘结或不爽，舌苔黄腻等症状。此时，治

疗需选用清中汤等方剂，通过清热化湿、和胃止痛的方

法，以清除湿热，恢复脾胃功能。另一方面，除了中药

内服外，针灸推拿也是中医治疗消化性溃疡的重要手段

之一。针灸治疗消化性溃疡，通过刺激人体特定的穴

位，如足三里、中脘、内关等，能够调节气血运行，促

进脾胃功能的恢复。这些穴位具有和胃止痛、健脾益气

的功效，能够改善消化性溃疡患者的症状。推拿治疗则

通过手法作用于人体经络、穴位及肌肉，改善局部血液

循环，促进炎症吸收，缓解疼痛。对于消化性溃疡患

者，推拿治疗可重点按摩腹部，特别是胃脘部，以温通

经络、和胃止痛。同时，推拿还能促进胃肠蠕动，改善

消化功能，有助于溃疡的愈合。此外，在饮食调养方

面，消化性溃疡患者应遵循“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的

原则。饮食应清淡易消化，富含营养，避免过饥过饱、

暴饮暴食，以及食用生冷、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

宜选择米粥、面条、蔬菜、水果等清淡食物，以减轻胃

肠负担，促进溃疡愈合。并且，保持饮食规律，定时定

量，有助于脾胃功能的恢复。

3.2  慢性胃炎
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慢性胃炎的治疗是一个既注

重整体又兼顾个体的综合性过程，它深刻体现了中医

“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精髓。

3.2.1  健脾为本
治疗慢性胃炎需牢牢把握“健脾为本”的基本原

则，这一原则基于中医对脾胃功能的深刻认识——脾胃

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其功能的强健与否直接关

系到人体正气的盛衰，进而影响疾病的转归。在现代社

会，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加之饮食无

度、过度劳累、大病久病等因素，人们往往容易出现脾

胃虚弱、阳气不足的情况，导致抗邪能力下降，慢性胃

炎等消化系统疾病应运而生[4]。因此，在治疗慢性胃炎

时，中医强调以健脾益气为核心，常用香砂六君子汤、

补中益气汤等方剂为基础，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进行灵

活加减。这些方剂通过温补脾胃、益气升阳的作用，旨

在恢复脾胃的正常功能，增强机体的抵抗力，从而改善

慢性胃炎的症状，促进疾病的康复。

3.2.2  调脾疏肝并举
中医在治疗慢性胃炎时，还注重“调脾疏肝并举”

的策略。肝与脾在生理上相互协调，病理上则相互影

响。肝的疏泄功能对脾胃的运化、消化过程起着重要的

促进作用，而脾化生的气血又滋养着肝脏的疏泄功能。

所以，对于因精神压力大、情志不畅导致肝气郁结、横

逆犯胃的慢性胃炎患者，中医在治疗中不仅关注脾胃功

能的恢复，还兼顾疏肝解郁，使肝气得以条达，脾胃功

能得以恢复。这样既能缓解患者的精神压力，又能改善

胃肠道症状，达到身心同治的效果。在具体操作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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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用如柴胡疏肝散、逍遥散等

方剂进行加减配伍，以达到疏肝解郁、和胃止痛的目的。

3.2.3  “热象”表现
针对慢性胃炎中常见的“热象”表现，如胃脘灼

热、口干口苦、大便秘结等症状，中医提出了“滋阴除

热湿”的治疗思路。胃热是引起胃黏膜炎症反应的重要

因素之一，也是慢性胃炎患者常见的症状表现。在治疗

过程中，中医采用滋阴养胃、祛除湿热的方法，选用

如白术、佩兰、麦冬、藿香等具有清热利湿、养阴生津

功效的药物进行加减配伍。这些药物既能清除胃热，减

轻胃黏膜的炎症反应，又能滋养胃阴，促进胃黏膜的修

复和再生。同时，中医还强调在治疗过程中要注意药物

的配伍禁忌和用量控制，避免使用过于寒凉或滋腻的药

物，以免损伤脾胃之气，加重病情。

3.3  功能性消化不良
功能性消化不良作为中医脾胃病范畴内的一种常见

病症，其治疗策略丰富多样，旨在通过辨证施治，调和

脏腑功能，恢复脾胃的正常运化能力。针对不同类型的

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采取了精准而灵活的治疗方案。

（1）对于郁热证患者，其症状主要表现为脉弦数、舌红
苔黄、大便干燥、反酸及胃脘痞闷等，这是由于肝胃郁

热，气机不畅所致。治疗上，中医常选用金铃子散、丹

栀逍遥散等方剂，以疏肝解郁、清热和胃，从而缓解患

者的不适症状。（2）血阻胃络证患者则常表现为脉涩、
舌质黯、胃刺痛等症状，这多因气滞血瘀，胃络受阻所

致。针对此类患者，中医推荐使用丹参饮、失笑散等方

剂，以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促进胃部的血液循环，改

善胃黏膜的营养状况。（3）痰湿阻遏证患者，其症状包
括脉滑、泛恶欲呕、胃脘痞满等，这是由于痰湿内阻，

脾胃升降失常所致。治疗上，中医多选用小半夏汤、平

胃散、二陈汤等方剂，以燥湿化痰、和胃降逆，恢复脾

胃的正常运化功能。（4）肝胃不和证患者常表现为脉弦
数、易怒、便秘、恶心、嗳气、胃胀等症状，这是由于

肝气郁结，横逆犯胃所致[5]。中医在治疗此类患者时，常

采用四逆散、柴胡疏肝散等方剂，以疏肝理气、和胃止

痛，调和肝胃之间的平衡关系。（5）对于胃阴不足证患
者，其症状主要包括脉细弱、舌红少苔、口干等，这是

由于胃阴亏虚，津液不足所致。治疗上，中医提供了多

种选择，如麦门冬汤、一贯煎、玉女煎等方剂，以养阴

生津、益胃润燥，滋养胃阴，恢复其正常功能。（6）脾
胃虚弱证患者，其症状表现多样，但总体以脾胃虚弱、

运化无力为主。针对此类患者，中医建议采用升陷汤、

香砂六君子汤等方剂进行化裁治疗，以健脾益气、和胃

升清，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改善患者的整体状况。

结语

综上所述，胃肠运动与中医脾胃病之间存在着紧密

的联系。中医通过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治疗方法，

在调节胃肠运动、防治脾胃病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优

势。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脾胃病的研究将不

断深入，为更多患者带来福音。同时，我们也应认识

到，维护胃肠健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

生活中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坚持适量的运动、保持愉

悦的心情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治未病”，预

防脾胃病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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