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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癃闭的认识较早，后

世医家对该病均有阐释，但因病

情复杂，历代医家各持己见。 笔

者考察历代文献后从病名、病因

病机、 治法三方面对其进行阐

述。 兹归纳整理分析如下。

1

癃闭病名的沿革

癃闭是指小便点滴不出或

排出艰涩淋漓不畅的一类疾病。

其证名最早见于 《黄帝内经》，

书中即有癃、闭 、不得小便 、小

便闭等表述。 《黄帝内经》中对

于此病名的记载有癃、闭、气癃、胞痹、不得小便、小

便闭等，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民病咳嗌塞，

寒热，发暴振慄癃闭，清先而劲……”《灵枢·本输》

云：“三焦……实则闭癃， 虚则遗溺。 ”《素问·气厥

论》：“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 ”《素问·标本病传

论》说：“膀胱病，小便闭。 ”阐明了癃闭的病位在膀

胱，与肾、三焦关系密切。 《素问·宣明五气论》：“膀

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

未将癃与闭合称，而是单以“癃”提出

[1]

。 《素问·痹

论》曰：“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肠，涩

于小便，上为清涕。 ”此处的“胞痹”实则指膀胱痹，

是因邪客膀胱，膀胱气闭，郁而化热，湿热蕴结所致

的癃闭。

东汉时期张仲景为避讳汉殇帝刘明隆的名号，

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将“癃”改为“淋”。 如《伤

寒论·太阳病脉证并治》：“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必

便血。 ”《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淋之为病，

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 ”

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在沿用先前称谓

的基础上，又将“小便不通”、“小便难”归为癃闭，丰

富了该病的范畴。 唐代医学文献《备急千金要方》和

《外台秘要》中均以“小便不通”等称谓来记述此类

疾病，观其证候表现与癃闭基本类似。

宋金元时期， 不同医家对该病病名仍有不同

见解。 如宋代医家陈无择认为“淋”当与“癃”同源

异名。 他在《三因极一病症方论》中说：“淋，古谓之

癃，名称不同也。 ”金元医家李东垣、朱丹溪等在医

籍中则仍以“小便不通”、“小便闭塞”等名称记载

之。

明清时期，对该病病名见解相对统一，均以“癃

闭”称之。 明代医家张景岳在 《景岳全书》中首将

“癃”、“淋”二病分而详述。 李中梓在《医宗必读·小

便闭癃》中认为“闭与癃两证也，新病为尿闭，盖点

滴难通也；久病为尿癃，盖屡出而短少也。 ”清代医

家林珮琴在《类证治裁·闭癃遗溺》中说“闭者，小便

不通；癃者，小便不利……闭为暴病，癃为久病。 闭

则点滴不通……癃则滴沥不爽。 ”由此可见，此时医

家已经逐渐意识到“癃”、“闭”两证的不同。 因两证

常合而出现，又可相互转化，所以现代临床多将二

证合而称谓。

2

癃闭之病因病机

癃闭之基本病位在膀胱，与肺、脾、肾、三焦关

系密切。 主要病因与湿热蕴结，气化失司密不可分。

其病理变化总属三焦不畅，浊阴不降

[2]

。 若肺失其

职，则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若脾气虚弱，则不

能升清降浊；若肾失气化，气不化水，发为本病。

2.1

湿热蕴结 过食辛辣厚味，酿湿生热，湿热不

解，下注膀胱，或湿热素盛，肾热下移膀胱，膀胱湿

热阻滞，气化不利而为癃闭。 如《诸病源候论·小便

病诸候》：“小便不通，由膀胱与肾俱有热故也。 ”

2.2

肺热壅滞 肺为水之上源，热壅于肺，肺气不

能肃降，津液输布失常，水道通调不利，不能下输膀

胱；又因热气过盛，下移膀胱，以致上下焦均为热气

闭阻，而成癃闭。 如《景岳全书·杂证谟·癃闭》曰：

“滴水之器，闭之上窍，则下窍不通。 开其上窍，则下

窍必利。 ”

2.3

脾气不升 劳倦伤脾，饮食不节，或久病体弱，

致脾虚而清气不能上升，则浊阴难以下降，小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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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利。 所以《灵枢·口问》指出：“中气不足，溲便为

之变。 ”

2.4

肾元亏虚 年老体弱或久病体虚， 肾阳不足，

命门火衰，气不化水，是以“无阳则阴无以化”而致

使尿不得出；或因下焦积热，日久不愈，耗损津液，

以致肾阴亏耗，水府枯竭而无尿。

2.5

肝郁气滞 七情所伤，引起肝气郁结，疏泄不

及，从而影响三焦水液的运行和气化功能，致使水

道通调受阻。 且从经脉分布来看，肝经过阴器，抵小

腹。 这也是肝经有病导致癃闭的原因。 所以《灵枢·

经脉》指出：“肝足厥阴之脉……是肝所生病者……

遗溺，闭癃。 ”

2.6

燥邪内伤 燥邪易耗伤津血，津血不足，不能

下输膀胱，导致小便不利。 李东垣《兰室秘藏》中提

出：“治小便闭塞不通， 乃血涩致气不通， 而涩窍

也”。 另外，燥邪外袭，直接犯肺，可影响肺气肃降，

亦能导致小便不利。

2.7

尿路阻塞 瘀血败精， 或肿块结石， 阻塞尿

路，小便难以排出，因而形成癃闭。 即《景岳全书·

癃闭》所言：“或以败精，或以槁血，阻塞水道而不

通也。 ”

3

癃闭之治法

关于癃闭的治法方药，东汉张仲景首创五苓散、

猪苓汤、蒲灰散等，治疗气化不行、水热互结、瘀血夹

热之小便不利，为本病的辨证治疗奠定了基础

[3]

。 唐

代医家孙思邈在 《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膀胱腑》

中记载了最早的导尿术， 其曰：“……为胞屈僻，津

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之寸，微用口

吹之，胞胀，津液大通，便愈。 ”可谓是中医治疗本病

的一大突破。 其后，历代医家对癃闭的治疗思维日

趋完善，大致归纳总结如下。

3.1

清金润肺法 此法用于肺热壅盛，上焦不通之

癃闭。 《医宗必读·小便闭癃》曰：“膀胱为州都之官，

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夫主气化者，太阴肺经

也。 若使肺燥不能生水，则气化不及州都，法当清金

润肺，车前子、紫菀、麦冬、茯苓、桑皮之类。 ”

[4]

3.2

清热利湿法 若火热之邪下移膀胱，膀胱之气

化功能失司，则可出现癃闭，此时单用淡渗利水法

恐不能奏效，治非若纯阴之剂，并分三焦论治。 上焦

热者，重在清心肺，加黄芩、栀子；中焦热者，重在清

脾胃，加黄连、芍药；下焦热者，则加黄柏、知母。 诸

药合用，共奏清热祛湿、泻火开闭之功。

3.3

滋肾化气法 此法适用于因肾阴不足导致的

癃闭。 肾主水液司二便，与膀胱相表里，若肾阴不

足，肾气之蒸化作用失常 ，则关门不利，小便不通

而成癃闭。 张景岳多以左归饮、 六味地黄丸为主

方，以滋肾水、填真阴、助气化，求肾水充沛，小便

得通。

3.4

温补脾肾法 《医宗必读·小便闭癃》言：“大虚

者，非与温补之剂，则水不能行，如金匮肾气丸及补

中益气丸是也。 ”如果出现小便不通或点滴不爽、排

出无力、面色 白、神气怯弱、畏寒肢冷、腰膝酸软等

肾阳不足的临床表现者，可用金匮肾气丸；如果出

现小腹胀满、时欲小便不得出，或量少而不畅、神疲

乏力、食欲不振、气短语声低微等中气下陷表现者，

可用补中益气汤。

3.5

散瘀行水法 败精槁血阻塞水道， 可致癃闭。

瘀结者，并不局限于瘀血，湿热瘀阻、精瘀互结、痰

瘀互结等皆是也。 此类患者主要表现为小便淋漓不

畅，或尿如细线，或阻塞不通，小腹胀满疼痛，大便

不通，舌色紫有黯蓝斑点，脉涩或细数。 临床可选用

当归、制大黄、桃仁、炮甲珠、怀牛膝、车前子、虎杖、

滑石、通草、琥珀、沉香、贝母等随证加减

[5]

。

3.6

塞因塞用法 即用补药治疗假实真虚证的办

法。 近代医家张锡纯认为：“阳分虚损，气弱不能宣

通，或阳分虚损，血亏不能濡润均可使三焦气化不

利，导致癃闭。 ”故宗塞因塞用之旨，创“宣阳汤”

[6]

。

对癃闭的治疗还包括针灸、推拿、外敷 、探吐

等。 如对癃闭实证采用针刺膀胱俞、阴陵泉、三阴交

以泄水液；对排尿无力，点滴不爽者，进行少腹膀胱

区按摩；民间采用独头蒜、葱白等捣匀敷脐周以通

小便；借用取嚏、探吐等方法开肺气以通下窍等。 这

些特色疗法分散记载于许多中医书籍中， 操作简

捷，行之有效，为癃闭的治疗提供了许多新的途径。

恕不一一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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