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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中医理论，五脏中肝脏属木，在疏泄气机、调畅情绪、食物消化、男女生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工作压力的增大，很多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甚至是出现了亚
健康状态，而这些与肝脏关系密切。
    现代医学认为，肝脏是人体内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不仅在物质代谢方面与全身组织器官密切相关，
还具有分泌、排泄和生物转化等许多的重要功能。
肝脏系统疾病在我国是常见病、多发病，仅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有1．3亿左右，其中部分会发展为慢性
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
另外，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含酒精饮料的大量摄入以及药物的滥用，脂肪肝、酒
精性肝病和药物性肝病的发病率也迅速上升，成为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常见病，如何来保护我们的肝
脏成为了热点。
    希望在本书中，您可以了解到一些您想了解的关于肝脏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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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养肝保肝的实用说明书。
全书从认识肝开始，分别从中西医的角度说明了肝的特点和功能，从五脏和谐才能延年益寿的角度说
明了中医理论中肝与其他脏腑的密切关系，并告诉读者，一旦肝出现问题或发生疾病，会有哪些症状
与征兆，身体会发出怎样的警报。
之后，书中重点介绍了如何运用简便易行的手段来养肝、保肝，分别讲解了养肝护肝怎么吃、最简单
易学的运动、经络、外疗等养肝法、从精神情志方面如何调养肝脏，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应该
掌握的养肝、保肝细节，在保肝的同时，如何保养与肝关系最密切的胆等知识。
本书简明清晰，一学就会，一本在手，保肝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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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秉久，教授，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并担任感染科肝病科主任。
从事医教研工作30年，在急慢性肝病，血液病，风湿病等中西医治疗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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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肝脏的位置——承上启下    肝脏的位置在人体的右上腹部，隐匿在右侧膈下和季肋深面，左外叶横
过腹中线而达左上腹，呈不规则的楔形，右侧钝厚而左侧扁窄，基本与胃相对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肝区。
事实上，肝的体积较大，从右肋部一直延伸过上腹正中，大部分被肋弓覆盖。
一般来说，成年人肝脏的位置偏高，不容易触摸到，而幼儿的肝下缘位置较低，露出到右肋下一般均
属正常情况。
    从体表投影看，肝上界在右锁骨中线第5肋骨、右腋中线平第6肋骨处。
肝下界与肝前缘一致，起自肋弓最低点，沿右肋弓下缘左上行，至第8、9肋软骨结合处离开肋弓，斜
向左上方，至前正中线，到左侧至肋弓与第7、8肋软骨结合处。
一般认为，成人肝上界位置正常的情况下，如在肋弓下触及肝脏，则多为病理性肝肿大。
    肝脏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肝脏上缘与膈相邻，所以常随呼吸运动而被膈推动下移。
肝脏的位置表现为吸气时稍下降，呼气时则稍上升，通常平静呼吸时升降可达2—3cm。
因此，医生在给患者进行肝脏触诊检查时，常需要受检者深呼吸来配合，从而更易对肝脏的硬度、形
态作出判断。
另外，站立时由于肝脏的自身重力，上下的位置与平卧时也稍有不同。
    2．肝脏功能——身体里的化工厂    肝是人体中最大的消化腺，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担负着极
其重要而复杂的功能，如脂肪、糖类及蛋白质的代谢和储存，调节血液中的物质的浓度，分泌胆汁，
解毒等。
肝内所进行的生物化学反应有500多种，如此多的代谢活动，主要靠肝内含有的数百种酶的作用。
人体的肝脏一般在1250克左右，是一个重要的器官，人不能离开肝脏而存活。
肝脏几乎参与体内的一切代谢功能，所以被人们称为“物质代谢的中枢”、体内最大的“化工厂”。
这不仅不过分；也只表达了肝脏的一部分功能而已。
现将肝的主要功能分述如下：    解毒中心    肝脏能吸收人体内的毒物或将机体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毒
物质转变成为无毒或毒性较小的物质，加速其排泄，以保护机体免受毒害，维持正常生理功能。
当肝脏受到损害时，肝脏的解毒功能下降，便可出现中毒症状。
肝脏的解毒作用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完成的：    变质作用：某些物质经过肝脏的作用后，即失去原来
的性质，变为无毒。
    氧化作用：某些物质经过肝脏时，经氧化而失其毒性。
    结合作用：肝内的有机酸或无机酸与毒物结合，使之失去毒性称为结合作用。
这是肝脏解毒功能中最广泛的一种。
多种毒物均可经过此种作用而失去其毒性。
    肝脏还可将氨基酸代谢产生的大量有毒的氨，经肝细胞内的线粒体和内质网上有关酶的作用，形成
无毒的尿素，经肾脏排出体外。
    能量供应站    人体摄取的食物经肠道吸收其营养物质，再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肝脏，在肝脏内经过加
工改造变成人体需要的物质，这一系列的化学改造过程包括糖类、蛋白质、脂肪与维生素的代谢。
    蛋白质代谢：由消化道吸收的氨基酸在肝脏内进行蛋白质合成、脱氨、转氨等过程，合成的蛋白质
进入血循环供全身器官组织需要。
肝脏是合成血浆蛋白的主要场所，由于血浆蛋白可作为体内各种组织蛋白的更新之用，所以肝脏合成
血浆蛋白的作用对维持机体蛋白质代谢有重要意义。
肝脏将氨基酸代谢产生的氨合成尿素，经肾脏排出体外。
所以肝病时血浆蛋白减少、血氨可能升高。
    糖代谢：单糖经小肠黏膜吸收后，由门静脉到达肝脏，在肝内转变为肝糖原而贮存。
一般成人肝内约含100克肝糖原，仅够禁食24小时之用。
肝糖原在调节血糖浓度以维持其稳定中具有重要作用。
当劳动、饥饿、发热时，血糖大量消耗，肝细胞又能把肝糖原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循环，所以患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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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时血糖会有异常。
    脂肪代谢：肝脏是脂肪运输的枢纽。
消化吸收后的一部分脂肪进入肝脏，以后再转变为体脂而贮存。
饥饿时，贮存的体脂可先被运送到肝脏，然后进行分解。
在肝内，中性脂肪可水解为甘油和脂肪酸，此反应可被肝脂肪酶加速，甘油可通过糖代谢途径被利用
，而脂肪酸可完全氧化为二氧化碳和水。
肝脏还是体内脂肪酸、胆固醇、磷脂合成的主要器官之一。
    维生素代谢：肝脏在维生素的贮存、吸收、运输、改造和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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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医学认为，肝脏是人体内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不仅在物质代谢方面与全身组织器官密切相关，还
具有分泌、排泄和生物转化等许多的重要功能。
肝脏系统疾病在我国是常见病、多发病，仅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有1．3亿左右，其中部分会发展为慢性
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
另外，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含酒精饮料的大量摄入以及药物的滥用，脂肪肝、酒
精性肝病和药物性肝病的发病率也迅速上升，成为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常见病，如何来保护我们的肝
脏成为了热点。
    希望在卢秉久、郑佳连编著的《保肝保健康》中，您可以了解到一些您想了解的关于肝脏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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