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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巢元方主持编撰《诸病源候论》，书中并

无心悸之称，而是沿用张仲景《伤寒论》中所用“惊

悸”来命名心悸，并为心悸进行定义：“悸者，动也，

谓心下悸动也”

[1]6

， 主要将其作为一个证候来进行

论述，书中的“风诸病”、“虚劳诸病”、“伤寒诸病”、

“脚气诸病”、“五脏六腑诸病” 等近十余章节均具

体阐述了心悸之因机及证候，可谓集前人之思想，

创未有之先河。 对心悸病因病机的具体论述及分

析如下。

1

心气不足，风邪相乘

巢元方在阐述心悸病因时， 突出说明了风邪在

疾病发生过程中的作用

[2]

，反复强调“为风邪所乘”、

“风邪乘虚干之”等。 “风惊者，由体虚，心气不足，为

风邪所乘也”

[1]7

，《诸病源候论·卷之一·风诸病上·风

惊候》中云：“心藏神而主血脉，心气不足则虚，虚则

血乱，血乱则气并于血，气血相并，又被风邪所乘，故

惊不安定，名为风惊。 ”

[1]7

书中明确指出风惊是由于

素体虚弱，心气不足，被风邪侵犯所致。心藏神，又主

血脉，心气不足则血脉虚衰，血行逆乱，故而气并于

血分，气血相并，又被风邪所侵袭，所以表现为惊骇

不安的“风惊”证候。在《风诸病上》、《妇人杂病一》等

章节中，巢氏相继论述到：“风惊邪者，由体虚，风邪

伤于心之经也”、“风惊悸者，由体虚，心气不足，心之

经为风邪所乘……风邪搏于心， 则惊不自安。 惊不

已，则悸动不定”

[1]20

、“心肝虚而受风邪，胆气又弱，而

为风所乘， 故惊恐如人将捕之”

[1]20

、“风邪惊悸者，是

为乘于心故也”

[1]241

等， 均指明了风邪在体虚的基础

上对心悸病症发生的重要性。

2

虚劳伤脉，邪气所乘

《诸病源候论·卷之三·虚劳诸病上》有云：“心藏

神而主血脉。 虚劳损伤血脉，致令心气不足，因为邪

气所乘，则使惊而悸动不定。 ”

[1]48

心为君主之官，藏

神并主血脉。巢元方认为若机体虚弱劳累，则易损伤

血脉，血脉虚损则不能养心，致使心气不足，心脏又

为邪气所袭，导致心神不安，最终发生惊骇悸动不定

之心悸。在本书《风惊候》中，巢氏还引用了《养生方》

的内容， 意在指出房劳过度损伤肾精可导致心悸：

“精藏于玉房，交接太数，则失精。失精者，令人怅怅，

心常惊悸。 ”

[1]7

不难看出隋朝医家已明确认识到体虚

劳倦会耗损心血，是心悸的重要病因之一。

3

伤寒误治，水气乘心

巢氏发展了仲景的伤寒致悸思想，对之作出了

较细致的解释，《伤寒诸病上·伤寒悸候》 中有：“悸

者……由伤寒病发汗以后，因又下之，内有虚热则

渴，渴则饮水，水气乘心，必振寒而心下悸也。 太阳

病，小便不利者，为多饮水心下必悸。 ”

[1]84

由于伤寒

病采取发汗治法后复用攻下之法， 正气为之所伤，

故而里生虚热，伤阴耗液，以致口渴引饮 ，饮水过

多，则水气凌心，发生寒战而致心下动悸。 在对伤寒

致悸的因机做出解释后，他提出“心悸，不可发汗，

当自汗出而解”的伤寒心悸治则，他强调伤寒误下

诱发心悸后，不可再行发汗之法，应该待其正气恢

复，表里充实，津液自和，自汗出而愈，在继承前人

的基础上，完善了对心悸的认识。

4

脚气挟风，与神相搏

隋唐之前， 几乎没有医家提及脚气致悸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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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巢氏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同时，对心悸因机加以

补充，提出脚气挟风导致心悸。 巢氏有云：“夫温湿

成脚气，而挟风毒，毒少风多，则风证偏见。 风邪之

来，侵客肤腠，后经腑脏，脏虚，乘虚而入 ，经游五

脏，与神气相搏，神气为邪所乘，则心惊悸也。 ”

[1]92

巢

元方对脚气发病的解释为湿热兼挟风毒所致，如果

毒邪少而风邪多，则风病证候多见。 风邪之侵袭先

犯肌肤腠理，随后侵入腑脏，若脏气虚弱，风邪易乘

虚而入，经过五脏与神气相互搏结，心神为之所伤，

最终发生心悸证候。

5

胆气不足，其气上溢

《五脏六腑诸病·胆病候》：“胆象木，旺于春。 足

少阳其经也，肝之腑也，决断出焉。 诸腑脏皆取决断

于胆。 ……胆气不足，其气上溢而口苦，善太息，呕

宿汁，心下澹澹，如人将捕之，嗌中介介，数唾，是为

胆气之虚也。 ”

[1]128

中医学中胆腑比象于五行之木，

当旺于春，足少阳经为其经脉，与肝脏合为表里。 胆

主决断，因此诸腑脏的活动皆取决于胆。 巢氏认为，

如果胆气不足，则其上溢而表现为口苦，少阳之气

不得抒发致肝气不畅，情志不遂而善太息，胆挟胃

气上逆，则咽嗌不适而时唾痰浊或呕吐宿汁，胆气

内怯，令人感觉心下异常悸动，好似有人追捕

[3]

。 可

以说巢元方对于胆气虚致心悸的见解奠定了七情

内伤致悸的基础，为后世对心悸的认识做出了重要

贡献。

6

霍乱吐下，水气上乘

《诸病源候论》中写到霍乱病常会伴见心腹部

筑筑悸动的证侯， 巢元方认为这是由于吐泻之后，

三焦五脏之气不能调和，而水气上乘于心所致。 他

在书中解释：肾主水，肾气与前阴相通，吐泻之后，

三焦五脏失去调和，肾气也因此亏虚，所以不能制

约水液，水液不能下行通利，故与紊乱之气上凌于

心。 其症状是起自脐下，向上经腹至心，筑筑然跳动

不定。 原文见于《霍乱之心腹筑悸候》篇：“霍乱而心

腹筑悸者，由吐下之后，脏气不调，三焦五脏不和，

而水气上乘于心故也。 肾主水，其气通于阴，吐下三

焦五脏不和，故肾气亦虚，不能制水，水不下宣，与

气俱上乘心。 ”

[1]204

巢氏霍乱致悸思想的提出也为心

悸的中医病因做出了重要补充，拓宽了后世医家对

本病诊疗的思路。

7

金疮失血，心守不安

在《金疮惊悸候》一篇中，巢元方突破前人，颇

具见解地提出了金疮失血导致心悸的观点：“金疮

失血多者，必惊悸”

[1]207

，并对此作出相应解释：“心主

血，血虚则心守不安，心守不安，则喜惊悸。 ”

[1]207

心

主血，血虚则致心神不安，金属创伤而出血较多的

患者易出现血虚之证，血虚则损伤于心，导致心神

不宁，所以好发惊悸，出现惊慌心跳的症状。 可以

说，金疮致悸的思想开创了外伤失血导致心悸理论

的先河。

8

产伤血气，脏腑不足

《诸病源候论》也用较长的篇幅阐述了妇产科

疾病的证候及因机，其中《妇人产后诸病上·产后心

虚候》 一篇对产后惊悸的发生论述到：“肺主气，心

主血脉，而血气通荣腑脏，遍循经络。 产则血气伤

损，脏腑不足。 而心统领诸脏，其劳伤不足，则令惊

悸恍惚。 ”

[1]241

隋唐时期的医家已认识到产后易出现

心虚惊悸证侯， 巢元方认为这与心肺二脏直接相

关，因为肺主气，心主血脉，血与气具有循行经络、

营养腑脏的功能， 分娩时血气会产生一定的损耗，

脏腑因此而变得虚弱，心又为诸脏之主，诸脏虚损

不足，则心气亦为之所伤，故而使人感觉惊悸恍惚。

巢氏产后心悸的思想实质为虚劳致悸的一种，该思

路的提出对本病的病因加以了完善。

9

结语

巢氏对心悸病证病因病机的认识已经比较全

面， 不但囊括了隋以前的医学理论， 还在病因方

面有所突破，归纳而言可概括为：素体内虚、外邪

侵袭 、伤寒误治 、七情内伤 、外伤失血 、产后虚损

及他并迁延等导致或合并心之气血虚损而致心神

受扰， 最终发生惊悸之证。 从上文的提炼中可发

现巢氏对心悸病因的解释尤其重视风邪的作用 ，

在体虚的基础上， 多次强调风邪在发病过程中的

重要意义；另外，巢氏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霍乱致

悸、金疮失血致悸等新观点，对临床的辨证、诊断

及治疗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总之， 巢元方在心

悸病因病机方面的思想已经较为完备， 对隋朝以

后的医家影响极大， 也希望通过对其思想的整理

与研究为现代中医临床诊疗心悸提供新思路与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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