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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与“肾”脏腑相通“肠”与“肾”脏腑相通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刘伟敬

肠道是人体重要的消化

和排泄器官，也是人体最大、

最复杂的微生物储存库，肠

道微生物的动态平衡形成了

肠黏膜屏障；肾脏是人体的

排泄器官之一，清除排泄体

内多余水分及代谢废物，维

持机体电解质及酸碱平衡，

同时还具有内分泌功能。肾

脏和肠道均参与机体多种复

杂病理生理过程，肠 - 肾

之间的关系值得探究。

现代医学对“肠 - 肾”

之间的认识  2011 年，Ritz

在国际透析大会上提出“肠

肾综合征”，认为血液透析

患者发生心血管并发症及生

存率降低与肠黏膜屏障损伤

相 关。 同 年，Meijers 首 次

提 出“ 肠 - 肾 轴” 概 念，

认 为 慢 性 肾 脏 病（CKD）

患者代谢废物蓄积，可经肠

壁血管进入肠腔，导致肠道

屏障损伤及肠道菌群紊乱，

出现胃肠道症状。反之，肠

源性尿毒素及条件致病菌通

过损伤的肠黏膜进入血液

循环，诱导微炎症反应，

进一步加重肾脏损伤。另

外，CKD 相关肠道病变加

重 CKD 并发症进展，可增

加患者死亡率。随着现代医

学的发展，肠道和肾脏之间

互为因果的关系正被进一步

研究。

传统医学对“肠 - 肾”

之间的认识  “肾主水”“小

肠主液”“大肠主津”，肠

与肾同属下焦，共司水液代

谢。肾主藏精，为先天之本，

开窍于耳和二阴，主司二便。

脾为后天之本，脾主运化，

肠道消化吸收功能与之密切

相关。CKD 基本病机为脾

肾气虚，湿热瘀阻，病至后

期，气机升降失调，清浊不

分，湿浊瘀毒壅阻，溺毒入

血。临床常以通腑泄浊法、

健脾益肾泻浊法，通过中药

灌肠、肠栓制剂等增强肠腑

传导功能。因此，传统医学

认 为“ 肠 - 肾” 之 间， 相

互滋养的关系属于传统医学

脾肾关系的范畴，但二者共

司水液代谢功能又为我们提

供了更深奥的研究领域。

肾脏和肠道之间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从肠论治肾

脏病，为延缓 CKD 进展提

供了新的思路。

灌肠治疗是一种既古

老又现代的治疗手段，是使

用特殊的灌肠器械和药物溶

液，将液体引入结肠内部，

通过冲刷和清洁结肠壁，从

而清除废物、细菌和毒素的

治疗方式。近年来灌肠治疗

已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

疗，不仅如此，它还可以通

过清除宿便，调节肠道菌群

结构，起到减肥、美容、调

节内分泌等多种作用。

促肠蠕动清便清肠促减肥

灌肠治疗的减肥机制

可能与辅助排便、促进肠

道蠕动及清除水肿有关。

由于宿便可在体内堆积而

导致肥胖，灌肠能够刺激

肠壁收缩，软化宿便，同

时促进肠道蠕动及大便排

泄，从而减轻身体负担，

增加身体的能量消耗、提

高新陈代谢率，减轻体重；

灌肠治疗还可以帮助清除

体内多余的水分、减轻水

肿、降低体重。

研究发现，人类肠道菌

群的种类和数量与肥胖症具

有相关性，因此，通过灌肠

治疗可改善肠道菌群失调从

而达到减肥的效果。

改善循环排毒素护肤美颜

健康的肠道菌群具有调

节皮肤的表皮交替、保湿等

功能，也有助于受损皮肤屏

障功能的修复。当人体肠道

微生态失衡时，来自饮食中

的抗原、肠道细菌及其代谢

物等渗透性会增加，上述有

害物质可通过血液循环在皮

肤中积聚，从而干扰表皮屏

障、破坏皮肤稳态。

通过灌肠治疗能够使有

害物质从肠道排泄，减轻皮

肤负担，同时也可调整肠道

菌群预防和治疗皮肤疾病，

起到排毒美颜的作用。

通俯泄浊调菌群护肠肾

灌肠治疗可以通过清除

毒素和改善肠道菌群失调治

疗肾脏病。

有研究认为，肠源性

毒 素 可 能 就 是 中 医 所 谓

的“浊毒”，对常规透析

治 疗 难 清 除 的 蛋 白 结 合

型尿毒症毒素，通腑泄浊

方灌肠清除更好。慢性肾

衰 状 态 下 肠 道 菌 群 的 结

构、 数 量 和 分 布 发 生 改

变，而中药灌肠可以调整

患者肠道菌群、保护肠黏

膜屏障功能。

随着对灌肠治疗机理研

究的不断深入，相信未来会

有更多基于肠道疗法的治疗

手段和应用领域，但这些方

法都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

下慎重选择。

结肠透析：慢性肾病防治新手段结肠透析：慢性肾病防治新手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胡静

结肠透析的“前世今生”结肠透析的“前世今生”
▲ 江苏省中医院  何伟明

灌肠治疗：减肥美容护肠肾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方敬爱

刘伟敬 教授刘伟敬 教授

慢 性 肾 脏 病

（CKD） 已 成 为 全 球

性公共健康问题，对

全人类的致残率及死

亡率具有重要影响，

积极防治 CKD 具有重

要的意义。

CKD 的治疗在我

国历史悠久，目前已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

西医结合治疗模式。

结肠透析防治 CKD 的

理论基础来源于中医

的古籍经典，并与国

际“ 肠 - 肾 轴” 的 理

论不谋而合，是中西

医结合治疗 CKD 最具

发展潜力的新手段。

结 肠 透 析 模 拟 了

腹膜透析的原理，利

用直肠黏膜作为半透

过膜，将中药药液从

肛门灌入直肠，在排

出肠道毒素的同时，

中药有效成分被肠黏

膜吸收入血液，从而

发挥药理作用。许多

研究证实，结肠透析

治疗可降低肌酐、尿

素氮等尿毒症毒素水

平，对延缓 CKD 进展

有一定疗效。其机制

可能与调节肠道菌群 , 

降低炎症因子的水平，

改善血管钙化和蛋白

质能量消耗有关。此

外， 有 研 究 表 明， 结

肠透析对腹膜透析患

者肠道功能障碍和透

析管移位等都有一定

的辅助治疗作用。

多 项 研 究 证 明，

生大黄具有泻下作用，

在促进代谢产物排泄

的同时，可抑制肾小

球 硬 化， 因 此， 以 大

黄为主要成分的结肠

透析治疗已广泛运用

于临床。在此基础上，

根据 CKD 患者的病情

辨证施治，临床可加

用具有补气健脾、利尿

消肿、益卫固表的中药

黄芪、人参、党参、太

子参等；也可以辅以含

有碳酸钙和磷酸钙且可

以吸附毒素、促进肠道

对毒素排泄的具有收敛

固涩功效的、有利于升

高血钙、调节钙磷代谢

的中药龙骨、牡蛎等；

还可以辅以黄芩、蒲公

英等具有清热利湿、凉

血解毒功效的药物，以

及丹参、红花、当归、

丹皮、血竭等具有活血

化瘀、逐瘀通络功效的

药物，以达到改善肠道、

增加肾脏的血液循环，

加快毒素排泄的作用。

综 上， 结 肠 透 析

治疗不仅可以充分发

挥中医药在 CKD 治疗

中的优势与特色，而

且操作简单，治疗费

用低，为 CKD 的防治

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有

利依据，值得临床进

一步推广。

结肠透析是目前中西

医结合治疗肾脏病的新手

段。在中医属于内病外治

的方法，是利用草药、药

水或温水经过肛门灌入或

放入人体内，刺激结肠壁，

促进肠道蠕动，清除积聚物

质和毒素并调整肠道的酸

碱平衡，同时将药物保留

于肠道中，通过肠道吸收，

使药物到达病所而发挥治

疗作用的一种治疗方式。

结肠透析最早可追溯

到古埃及时期，当时人们效

仿神鸟朱鹭，用水注入肛门

达到清洁肠道、排出秽物的

目的。我国汉代著名医学家

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

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篇

中记载“大猪胆汁一枚，泻

汁，和少许法醋，以灌谷道

内，如一食顷，当大便出宿

食恶物，甚效”，首次提出“猪

胆汁导法”和“蜜煎导法”，

就此开创了我国中医肛肠

纳药治疗疾病的先河。1932

年，Pendlefon 和 West 证 实

在尿毒症状态下，肠道氮

代谢产物清除率明显提高，

奠定了结肠透析的生理学

基础。随后相继出现了一些

利用钠盐类灌注液结肠透

析治疗慢性肾脏病的报道。

由此，结肠透析治疗慢性肾

脏病的模式初步成形。1947

年，有学者首次正式明确

提出结肠透析治疗尿毒症

具有可观的临床应用价值。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

代，波兰、日本、瑞典、德国、

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出现了

结肠透析治疗尿毒症的临

床报道。而我国结肠透析的

良好发展态势，得益于中医

理论的支持。

结肠透析是一种较先

进的结肠清洁方法，其中电

动结肠透析设备是采用电

脑智能化程序控制，把具有

半透膜特点的肠道黏膜作

为透析膜，利用患者自体血

液与所用结肠透析液中溶

质的浓度梯度差异，经弥散、

渗透等方式，清洁肠道后，

再加以中药保留灌肠，从而

达到清除体内代谢废物及

毒物治疗疾病的作用。

相信随着技术、设备

及药物的不断创新，作为肠

道清洁和调理方法的结肠

透析将成为中西医结合治

疗肾脏病的有效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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