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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卫理论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营卫

与脏腑、经络、气 血、津 液 等 关 系 密 切，早 在《内 经》
即有专篇论述，后世医家也多有论及。本文探讨营

卫的功能、属性与脉络、气血津液的关系以及营卫之

间的关系，并愿与同道共同研究。
1 营卫的概念、功能及属性

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

质，营卫是古 人 为 系 统 论 述“经 脉”的 概 念、生 理 功

能、病理变化而引入的概念。中医学中的“营卫”说

最早见于《内经》。营气、卫气主要由脾胃运化而生

的水谷精微 组 成，如《灵 枢·营 卫 生 会》云: “营 卫

者，精气也”，“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

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

中，卫在脉外”。
营气具有泌津液、化生血、内养五脏六腑、外养

肢体关节的功能。《灵枢·邪客》云:“营气者，泌其

津液，注之于 脉，化 以 为 血，以 荣 四 末，内 注 五 脏 六

腑。”卫气具有 温 养 皮 肤 肌 肉、温 煦 肓 膜 胸 腹、主 司

汗孔开闭的功能。《素问·痹论》说:“卫者，水谷之

悍气也……不 能 入 于 脉 也，故 循 皮 肤 之 中，分 肉 之

间，薰于肓膜，散于胸腹。”《灵 枢·本 脏》云:“卫 气

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读

医随笔·气血精神论》曰:“卫气者，热气也，凡肌肉

之所以能温，水 谷 之 所 以 能 化 者，卫 气 之 功 用 也。”
卫气还具有 增 强 机 体 抗 病 能 力 的 作 用，《医 旨 绪 余

· 宗气营气 卫 气》:“卫 气 者，为 言 护 卫 周 身，温 分

肉，肥腠理，不使外邪侵犯也。”
阴阳学说认为，任何事物都可分为阴阳两方面。

《类经·阴阳应象》曰:“阴阳者，一分为二也。”营卫

是《内经》用 阴 阳 哲 理 解 释 人 体 气 血 循 环 中 体 用 问

题的一种假设。营卫无质可求，无形可见，绝非解剖

所能取证，而是根据客观存在的色、脉、证推究人体

气血运行输布及其效应的一个纲领性表现形式，营

卫是相对存在的气血功能的反映，是气血功能的表

述形式之一
［1］。宗气贯心 脉 而 行 气 血，气 运 行 于 经

络之中即为经络之气，经络之气按阴阳属性来分为

营卫二气。张景岳《类 经·营 卫 三 焦》说:“卫 主 气

而在外，然亦何尝无血，营主血而在内，然何尝无气。
故营中未必无卫，卫中未必无营，但行于内者称之为

营，行于外者称之为卫，此人身阴阳之道，分之则二，

和之则一而已。”营行脉中，卫行 脉 外，虽 然 脉 根 据

性能将水谷精微分为营卫，但脉分营卫却又使营卫

并未绝对分 离，而 是 使 营 中 有 卫 ( 以 营 为 主) ，卫 中

有营( 以卫为主) ，营卫相互为用，互为根本
［2］。

2 营卫与气血津液的关系

《难经·三十二难》言:“心者血，肺者气。血为

荣，气为卫，相 随 上 下，谓 之 荣 卫。”明·张 景 岳《类

经·营卫三焦》更进一步将营卫与阴阳的关系作了

论述:“人身不过表里，表里不过阴阳，阴阳即营卫，

营卫即血气。”《医宗金鉴》云:“营 即 血 中 之 精 粹 者

也，卫即气中剽悍者也，以其定位之体而言，则曰气

血，以其 流 行 之 用 而 言，则 曰 营 卫。”卫 主 气，营 主

血。营卫为气血之用，气血为营卫之体，亦即气血通

过脉络运行周身而发挥营卫的作用
［3］。“气为血之

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关的理论特色表明气血之

间不但具有互根互用的关系，而且两者之间具有母

子关系。
气既是形质产生的原因，又是形质运动的结果。

《素问·六 节 藏 象 论》曰:“气 合 而 有 形，因 变 以 正

名。”故营气与卫气皆具有各自所依附的结构。《研

经言·原 营 卫》曰:“荣 行 脉 中，附 丽 于 血; 卫 行 脉

外，附丽于津。”清楚地说明了营、卫与血、津液的关

系，即营气与血共行于脉中，营气为血之清者，营气

与血的关 系 经 常 并 称 为“营 血”。卫 气 与 津 液 共 行

于脉外，卫气依附于津液，且功能一致
［4］。

从解剖来看，营主要包括血液，卫则以组织液和

淋巴液为主要内容。组织液和淋巴液中含有大量免

疫球蛋白和淋巴细胞，能分泌抗体，吞噬、杀灭致病

微生物，具有抗细菌和抗病毒作用。组织液和淋巴

组织散在于各器官组织之中，故“循皮肤之中，分肉

之间，熏于 育 膜，散 于 胸 腹”，在 脉 管 之 外。神 经 与

所支配的组织细胞之间存在着组织液，神经通过分

泌神经介 质 而 发 挥 其 作 用。故 卫 气 有“温 分 肉，充

皮肤，肥腠理，司 开 阖”等 功 能，起 着“正 气 存 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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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干”的主作用
［5］。

3 营卫与脉络的关系

营气、卫气是建立在经络学说之上，用以说明和

经络密切相关的 实 在 功 能。《灵 枢·邪 客》云:“壅

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灵枢·营卫生会》所

云: “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 在 脉 中，卫 在 脉 外。
营周不 休，五 十 而 复 大 会，阴 阳 相 贯，如 环 无 端。”
《金匮玉函经》云:“外 为 阳 部，内 为 阴 部，营 卫 脏 腑

同流，名曰经络。”《灵枢·本 脏》云:“经 脉 者，所 以

行血气而 营 阴 阳。”张 介 宾 云:“表 里 之 气，由 络 以

通，故以通营卫。”《灵枢·脉 度》云:“经 脉 为 里，支

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素问·气穴》云:“孙

络三百六十五穴会……以通荣卫。”《黄帝内经素问

集注·气穴 论》曰:“盖 大 络 之 血 气，外 出 于 皮 肤 而

与孙络相遇，是以脉外之卫，脉内之营，相交于孙络

皮肤之间，是孙络外通于皮肤，内通于经脉，以通营

卫者。”营中有卫，卫中有营，营卫可分而不可离，营

卫于络脉处相互转化，互渗津血。络脉贯通营卫，为

营卫气化的场所，络脉渗灌血气，互渗津血的生理功

能赖营卫气化而实现
［6］。营卫通过络脉相互贯通，

气化乃生，相互配合，调节气血津液，保持阴平阳秘

的生理常态
［7］。脉络之气分阴阳，营为阴、卫为阳，

营卫功能是心主血脉的具体体现，是脉中元气的阴

阳属性概括
［8］。

营卫与脉络关系密切，营卫和谐才能使脉络功

能正常，脉络的功能正常又是维持营卫和谐的保障。
营卫的循行不离经络，抛开经络而谈营卫，则不知其

循行走向;离开营卫气血而讲经络，则无实质依据可

言。经 络 的 实 质 即 营 卫，营 卫 的 运 行 道 路 即 经

络
［9］。
4 营卫与宗气的关系

宗气，又名大气。《灵枢·邪客》曰:“宗气积于

胸中，出于 喉 咙，以 贯 心 脉 而 行 呼 吸 焉。”宗 气、营

气、卫气三者同源异名，都由谷气与清气所化生，其

积聚于胸中者为宗气，行于脉中者为营气，行于脉外

者为卫气。正如《医碥·气》:“气一耳，以其行于脉

外，则曰卫气，行于脉中，则曰营气，聚于胸中，则曰

宗气，名虽有三，气本无二。”《读医随笔·气血精神

论》曰:“宗气者，营卫之所合也，出于肺，积于气海，

行于气脉之中，动而以息往来者也。”不过宗气不应

是营卫之所合，而应该说营卫是宗气之所分，如《医

旨绪余·宗 气 营 气 卫 气 说》所 说:“营 气 者，乃 阴 精

之气也，即宗气之所统，犹太极之分而为阴也。”“卫

气者，阳精之气也，亦宗气之所统，犹太极之分而为

阳也。”阐明了营卫二气与宗气的关系
［10］。

营卫隶属于人体之宗气，是宗气的再分阴阳，宗

气的盛衰与心脏疾病有着直接的联系，而营卫隶属

于宗气，三者同源于水谷精微。运行于胸中的营卫，

有助于宗气发挥作用。是知营卫充盛则宗气亦足，

营卫衰 少 则 宗 气 亦 亏，此 皆 与 心 主 血 脉 的 功 能 有

关
［11］。营卫之气 的 运 行 要 依 靠 上 焦 宗 气 的 宣 发 才

能完成。《读医随笔· 气能生血血能藏气》云:“荣

气不能自动，必借宗气之力以运之。卫气虽自有动

力，而宗气若 衰，热 亦 内 陷”，“夫 生 血 之 气，荣 气 也

……藏于血之气，卫气也，宗气也。”张介宾《类经·
营卫三焦》注文中说:“营气卫气，无非资借于宗气，

故宗气盛则营卫和，宗气衰则营卫弱矣。”说明宗气

与营卫二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气之盛衰关系着营

卫的强弱
［10］。宗 气 不 足，无 力 贯 心 脉 而 行 气 血，致

使脉络功能下降而形成血行瘀滞等脉络病变。所以

《灵枢·刺节 真 邪》曰:“宗 气 不 下，脉 中 之 血，凝 而

留止。”
5 以营卫关系来解释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

及治疗目标

5. 1 生理功能

营卫交感 和 谐，运 行 通 畅，是 成 为 人 的 重 要 因

素。《灵枢·天 年》曰:“血 气 已 和，营 卫 已 通，五 脏

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为成人。”营卫一阴一

阳互为其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

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营卫和谐，络脉通畅

是人体正常生理机能运行的基础。营卫相互协调相

互为用。如《灵枢·五乱》:“营卫相随，阴阳已和”，

营卫之间必须协调，不失其常，才能发挥其正常的生

理功能，正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正常生理状态下，营阴卫阳始终处在一个动态

平衡中，阴阳消长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称为平衡，平

衡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自然界每年春夏秋冬

四季，每日昼夜循环，始终处在一个动态平衡变化之

中，人与自然 相 应，营 卫 无 时 无 刻 不 在 消 长 变 化 之

中，只要这种消长稳定在一定范围内，没有超过一定

的限度，皆可认为处于营卫和谐的平衡状态。
营卫和谐平衡，卫生营长，营生卫长，营卫互根

互用，才能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并逐渐强壮。正如

《伤寒论·平 脉 法 第 二》载:“阴 阳 相 抱，荣 卫 俱 行，

刚柔相搏，名曰强也。”《灵 枢·天 年》说:“五 脏 坚，

血脉调和，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

……故能久长。”《灵枢·五味》:“谷气津液已行，营

卫大通，乃化糟粕，以次传下。”《灵枢·营卫生会》:

“壮者 之 气 血 盛，其 肌 肉 滑，气 道 通，营 卫 之 行 不 失

其常，故昼精而夜暝。”
5. 2 病理变化

疾病的主要病机为阴阳失调，即营卫失 调。营

卫失调主要表现在:一是营卫不足。《灵枢·邪客》
曰:“荣卫 稍 衰，则 真 气 去”;二 是 营 卫 不 通。《素 问

·热论》言:“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三是营

卫不和。《素问·调经论》云:“血气不和，百病乃变

化而生
［12］。”营卫失调是痰瘀形成的重要病理因素。

营卫虚既可以是脏腑虚衰的结果，又可因营卫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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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充养脏腑而导致脏腑功能衰退、代谢迟缓或紊

乱，从而 使 痰 浊、瘀 血 等 病 理 产 物 在 体 内 积 聚
［13］。

《伤寒论·辨脉法》曰:“荣卫不通，血凝不流”，则临

床可见各种疾病的发生。营卫虚弱，气化交会失常，

津凝为痰，血凝为瘀，气滞、血瘀、痰凝等瘀阻脉络，

百病乃生。张介宾《景 岳 全 书·非 风》曰:“凡 经 络

之痰，盖即津血之所化也。”
《灵枢·营卫生会》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

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

故昼不精，夜不瞑。”营卫亏虚，失于调和，汗孔开合

失司而汗出。汗为心液，汗出过度损及心阴，卫虚及

营，营卫两虚，而见心悸不宁、怔忡脉促等症。卫气

虚弱则腠理空虚，不能固外，致寒邪内侵，痹遏胸阳，

从而出现胸痹 心 痛 的 症 状。《素 问·举 痛 论》:“经

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

客于脉 外 则 血 少，客 于 脉 中 则 气 不 通，故 卒 然 而

痛。”“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素问·生气

通天论》)。血气由络脉渗出于脉外，温煦濡养脏腑

组织分肉，筋骨得养则功能正常，感觉灵敏。营卫不

足，卫失温煦，营失濡养，可致不仁、不用、偏枯、偏痛

等症。《素问·逆调论》曰:“荣气虚，卫气实也。荣

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

用。”营卫 俱 虚，交 会 生 化 失 常，津 凝 为 痰，血 凝 为

瘀，痰瘀互阻，瘀阻络脉而致疼痛、痿废不用或偏枯。
《灵枢·刺节 真 邪 论》:“虚 邪 偏 客 于 身 半，其 入 深，

内居荣卫，荣 卫 稍 衰 则 真 气 去，邪 气 独 留，发 为 偏

枯。”严重者，营 卫 不 能 运 行 则 导 致 死 亡。如《素 问

·热论》曰:“荣卫不行，五 脏 不 通，则 死 矣。”《研 经

言·原营卫》说:“惟 血 随 荣 气 而 行，故 荣 气 伤 则 血

瘀，津随卫气 而 行，故 卫 气 衰 则 津 停。”营 卫 气 机 失

和导致气血郁滞亦可导致津液停滞。《景岳全书·
肿胀》中提到:“三 焦 壅 塞，营 卫 闭 格，血 气 不 从，虚

实交变，水随 气 流，故 为 水 病。”心 阳 敷 布 卫 气 于 体

表，卫气流通则肌肤腠理致密，阳气和利，水道通调，

卫气不和则水液泛溢肌肤而成水肿
［14］。如袁班《证

治心传·中 风 肿 胀 辨》认 为:“盖 人 身 之 卫 气，周 护

一身之表……若卫受邪伏于内，阴反居于外，水从阴

化则成肤肿。”
5. 3 治疗目标

对于疾病的治疗，《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谨

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阴阳自和者，必自

愈”(《伤寒论》) ，“调和营卫”是中医治疗上的一个

重要治则，首载于《内经》，再见于《难经》，而详发于

《伤寒论》。《内经》中和营卫方 法 有 三:一 曰 针 刺，

二曰热熨，三曰汤药。法虽不同，但都是着眼于“调

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即所谓“决渎壅塞，经

络大通，阴阳得和者也”。可见，调和营卫法重要的

一环在于疏通经络。《素问·调经论》曰:“病在气，

调之卫”，“病在血，调之脉”。清·高 秉 钧《医 学 真

传·气血》曰:“人之一身，皆气血之所循行，气非血

不和，血非气不运。”正所谓:“疏其血气，令其调达，

而致 和 平，此 之 谓 也”(《素 问·至 真 要 大 论》)。
《难经·十四难》曰:“损其心者，调其荣卫。”不言补

心气，滋心阴，而言调营卫就在于突出营卫的功能，

强调脉络中营卫和调的重要作用。张仲景在《伤寒

杂病论》中详细记载了调和营卫在外感及杂病中的

具体运用，创立了经典名方桂枝汤，被后世称为和方

之祖。脉络通畅，保持良好的功能形态是营卫调和

的基本条件，因此“络以通为用”是治疗脉络病的核

心法则。营阴卫阳平衡和谐，脉络通畅是治疗的目

标。《灵枢·平人绝谷》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
针对络病的“久病入络，久痛入络”以及“易滞易瘀、
易入难 出、易 积 成 形”的 特 点，以 益 气 活 血、化 瘀 通

络、调和营卫的治法，能使营卫足，瘀血去，络脉通，

营卫和。
6 结语

营卫理论是中医学基础理论之一，继承发扬营

卫学说理论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它使人们更深刻

地认识和了解人体内部的整体观，使我们从纷繁复

杂的生理病理现象中，找到人体内在的规律性，在疾

病的防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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