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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肺属金，肾属水，“金水相生”理论可从“金生水”和“水生金”二方面认识，其理论内涵体现在肺肾生理上

相互滋生，经络上相互连接，共主呼吸、精气互化、共主水液代谢等方面。肺肾在病理上和疾病病程上相干，相互影响，

“金水相生”治法的具体应用体现在肺病治肾、肾病治肺、肺肾同调。“金水相生”理论可拓宽用于指导肺肾虚损疾病治疗。

古代医家应用“金水相生”法的相关方剂、药对和药味，被现代临床借鉴，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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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相生”理论可以从“金生水”和“水生

金”二方面理解，是对肺肾生理、病理、疾病演

变规律和治疗的高度概括，在吸取古代医家经验

的基础上，对此理论加以总结和分析，对临床治

疗肺系和肾系疾病大有裨益。

1 “金水相生”理论基础

1. 1 金生水

五行相生规律是对自然界五行之气运转规律

和万物生化过程的抽象概括。其中“金生水”，金

对应秋而水对应冬，是秋收之气向冬藏之气状态

转化的取类比象的概括。在人体，肺属金，肺气

同秋气、燥气收敛一样，清肃为顺；肾属水，肾

气同冬气、寒气一样需要沉藏。肺气宣发肃降功

能正常，则“肺气清降，降而不已，清化为寒，

则生肾水”［1］。

1. 2 水生金

《医贯》云：“世人皆说金生水，而余独说水

生金”，“水生金”侧重说明肾阴肾阳是一身阴阳

的根本，五脏六腑之阴，非肾阴不能滋养，肾水

充足则能滋养肺金和其他脏腑，使肺气行清肃之

令，使肺宣发肃降功能正常。

2 “金水相生”理论与肺肾的关系

2. 1 “金水相生”理论体现肺肾生理关系

“金水相生”在肺肾生理关系方面主要体现在

经络相连、共主呼吸、精气互化、共主水液代谢

等方面。《灵枢经·经脉》言：“足少阴之脉……

其直者上贯肝膈，入肺中”，《素问·水热穴论篇》

曰：“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

体现出肺肾经络相连。肺为五脏六腑之华盖，居

高位，输布营卫之气。《难经》言“呼出心与肺，

吸入肾与肝”，可见肺主气、司呼吸，肾为气之

根，肾主纳气，肺肾共主呼吸。肺主气，肾主藏

精，肺肾昼夜相交，陈士铎言“昼夜之间，肺肾

之气实彼此往来，两相通而两相宜也”，且“肾交

肺而肺益生肾，则肾有生化之源，山下出泉涓涓，

正不竭也”［2］，提示肺肾精气可以互化。另外，肺

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共主水液代谢。

2. 2 “金水相生”而相干体现肺肾病理关系

病理上的“金水相生”主要体现在肺肾所病

“子母相连”。肺为肾之母，肾为肺之子，当肺脏

出现疾病时，肺金亏损，母病及子，进而肾水亏。

若肾水亏虚，一身之元阴元阳不足，肺气阴亦不

足且易耗伤，影响肺宣发肃降功能，最终肺肾

两损。

2. 2. 1 肺肾气虚：肺气久虚，肺失肃降，则肾气

失纳；肾气不足，不能摄纳，则会导致肺气耗散，

肺肾气虚，出现呼吸困难、气喘、自汗等症状。

2. 2. 2 肺肾阴虚：久病、房劳过度等耗伤肾阴，

虚火上炎导致肺阴不足；感受外邪或内伤，肺病

久治不愈，耗伤肺阴，累及于肾，肺肾阴虚，出

现咳嗽声哑、舌红少苔、阴虚内热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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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水相生”法指导肺肾相关疾病的治疗

“金水相生”法，为基于肺肾关系指导治疗肺

肾阴虚相关疾病的治法，主要应用于肺阴虚、肾

阴虚、肺肾阴虚型疾病［3-4］。

3. 1 肾病治肺

肾水亏虚，除补肾之外，应“虚则补其母”，

注重补肺。如明末医家汪绮石认为“阴虚之证统

于肺”，强调治疗阴虚病证要从肺治，且言“是以

专补肾水者，不如补肺以滋其源，肺为五脏之天，

孰有大于天者哉？”在补肾水的同时，加甘寒、酸

温补肺阴、敛肺气药物，如麦冬、天冬、五味子

等，酸甘化阴，使金能生水，既可促进肾水的充

盈，又可在肺阴未损时防水克金，在肺阴已损时

使肺阴得润［5］，此为“金生水”理论的具体应用。

3. 2 肺病治肾

肾阴肾阳是人一身阴阳的根本，孙思邈言：

“凡肺劳病者，补肾气以益之，肾王则感于肺

矣”［6］。在治肺气阴不足时，除了补肺气阴之外，

在脾胃运化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加入甘温大

补肾水的药物，如熟地黄、玄参等，以使“肾阴

足则水能润 （生） 金，并使肾阴不受损”［5］。“治

肺气之虚，在补益肺气的同时，还需温阳化气，

振奋肾中真阳，以助生肺气”［5］，如加入巴戟天、

核桃仁等。此为“水生金”理论的具体应用。

3. 3 肺肾同调

肺肾同调即肺病常同时治肾、肾病亦常治肺，

如陈士铎所言“是以补肾者必须益肺，补肺者必

须润肾，始既济而成功也”。临床还可以根据阴液

亏损和虚热的程度不同确定治法。肺肾阴虚偏酸

甘凉法，肺肾阳虚偏酸甘温法，多用五味子、山

茱萸等味酸之品与熟地黄、玄参等甘温之品或生

地黄、麦冬、天冬等甘寒之品，补益肺肾。

4 “金水相生”法在临床中的应用

4. 1 有效方剂

古代医家应用“金水相生”理论创制了一些

行之有效的方剂，至今为临床所常用，如治疗肺

肾气虚的补肺汤；治疗肺肾阴虚的三才汤、百合

地黄汤、百合固金汤、生脉地黄汤、麦味地黄丸、

知柏地黄丸、上下相资汤、琼玉膏、金水六君煎、

补肺阿胶汤等；治疗肺肾阳虚的桂附地黄丸；治

疗肺肾两虚的地黄引子等。

4. 2 药对及配伍

麦冬-五味子常配生地黄、熟地黄、山茱萸、

玄参、牡丹皮等；麦冬-熟地黄，常配巴戟天、肉

苁蓉、附子、肉桂等；百合配熟地黄；党参-麦冬

配熟地黄，黄芪配知母等等。药物用量：熟地黄

配麦冬滋肾润肺，可以根据肺肾阴液虚损的程度，

调整药物用量，如陈士铎创制的“子母两富汤”，

方中熟地黄和麦冬可用至 2～3两，大滋肺肾阴液。

张锡纯则应用黄芪配知母、生地黄，或仅加生地

黄，以达“气旺生水”之目的，其认为遇阴虚热

甚者加生地黄八钱或至一两，方能服之有效”［7］。
4. 3 单味药

结合古代医家经验，总结出“金水相生”法

肺肾药物如下。①补肺气阴：人参、党参、黄芪、

知母、麦冬、五味子、天冬、百合、山药、石斛、

玉竹、沙参等。②补肾水 （阴）：熟地黄、生地

黄、山茱萸、玄参、牡丹皮等。③肺肾同补：黄

精、山药、冬虫夏草、阿胶、核桃仁等。

5 小结

肺属金，肾属水，“金水相生”理论的内涵体

现在肺肾生理上相互滋生，肺肾经络相连、共主

呼吸、精气互化、共主水液代谢等方面；在病理

上和疾病的病程上相干，子母相连，互相影响。

“金水相生”法的具体应用体现在肺病治肾、肾病

治肺、肺肾同调，适用于治疗多种证型的肺肾虚

损疾病。古代医家应用“金水相生”法的相关方

剂、药对和药物可为临床处方用药借鉴，“金水相

生”理论值得进一步研究，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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