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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象脾“土”模型及其在四时六气“以枢调枢”

和五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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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东垣《脾胃论》指出：１）脾无正形于四季之末各旺一十八日以生四脏，四季者辰戌丑未是也；２）人身形以应九野，
左足主立春丑位是也，左手主立夏辰位是也，右手主立秋未位是也，右足主立冬戌位是也。由后天八卦的对应关系可建立

四象脾“土”即四象启、承之“土”模型：艮土、巽土、坤土、乾土。其中寅、巳、申、亥为启土，对应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辰、

未、戌、丑为承土，即“四季之末一十八日”所对应之土。提示脾胃作为枢机在四时六气更替中发挥启、承之枢转作用时的

不同状态有其独特的模型特点。人体脏腑气血的升降出入是维系生命活动之关键，而枢机体现的是脏腑间生克制衡关

系，枢机不利则疾病丛生。多年来，我们应用经络红外热成像检测观察到在四时六气中脾胃枢机主令阶段平和性经络红

外热像图出现几率会明显增加，而病变经络的失衡状态在此阶段也会得到一定的纠正而趋向相对平衡。因而，认为借天

地枢机之力以调人体之枢机，即“以枢调枢”能使脏腑气机通调，由此疾病虽成于枢机也可止于枢机，故对四象启、承之

“土”在四时六气中“以枢调枢”和五脏的应用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　四象脾“土”；四象启、承之“土”模型；经络红外热像图；以枢调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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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垣《脾胃论》：“五行相生木火土金水循环
无端，唯脾无正形于四季之末各旺一十八日以生四

脏，四季者辰戌丑未是也……”。我们应用经络红外

热成像检测观察到在四时脾胃主令阶段的经络红外

热像图有其特殊性，对其模型特点进行了归纳分析，

并重视四象脾“土”在四时调脏腑气机的应用，其在

防治疾病当中意义重大，进行了四象脾“土”在四时

六气中“以枢调枢”的应用探索。现报道如下。

１　四象启、承之“土”模型提出的理论依据及其内
涵释义

李东垣《脾胃论》：“五行相生木火土金水循环

无端，唯脾无正形于四季之末各旺一十八日以生四

脏，四季者辰戌丑未是也，人身形以应九野，左足主

立春丑位是也，左手主立夏辰位是也，右手主立秋未

位是也，右足主立冬戌位是也”［１］。一年之中寅卯辰

为春三月，巳午未为夏三月，申酉戌为秋三月，亥子

丑为冬三月，故四季之末一十八日之土分别对应辰、

未、戌及丑月。

图１　脏气法时升降浮沉补泻之图

　　“辰未戌丑”不仅指时间，同时含空间方位的意
义在其中。明·张介宾《类经·九卷·经络类三十

五》：“九野，八卦九宫之位也”，即东、西、南、北四

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及中央。卯午酉子：

东南西北四正位，其气纯正，不偏不移，不变气节。

寅巳申亥：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隅位，其位不正，

其性驳杂不专，能从能化。辰未戌丑：性属土，寄居

于“四隅”之位，于五行中主收藏、吐纳。可见，寅巳

申亥与辰未戌丑偏隅一方，为动态之象。

《三命通会》：“夫一气浑沦，形质未离，熟为阴

阳？太始既肇，裂一为三，倏息乃分，天得之而轻清

为阳，地得之而重浊为阴，人位乎天地之中，禀阳阴

冲和之气。故此轻清者为十干，重浊者为十二支，天

地多正其位，成才于两间者，乃所谓人也……此十二

支按十二月各藏五行为人元，以配四时则春暖秋凉

冬寒夏热，如环无端，终而复始，岁功毕而成一年”。

十二支按十二月各藏五行，根据主事力量大小分别

为本气、中气、余气。“余气”承接的是上支之主气。

由下表可见，寅巳申亥分别承接丑辰未戌“土”之余

气，并将自身主事阶段之本气（木火金水）叠加于其

上，从而于丑辰未戌中开启寅巳申亥之格局。如：丑

土承接冬季金水之性而涵养肺肾，立春后之土虽禀

赋丑土封藏之性，却逢木火之气加临而成寅土格局

从而开启春生之象。由此，春三月之末一十八日之

土即辰土则得以承载并孕化木敷和之体用。因此，

“寅启丑”实现水木之枢转，“巳启辰”为木生火，“申

启未”乃肺金行令，收敛木火浮游之气，“亥启戌”则

封藏之力主事，肺肾相交。见表１。

图２　天干地支对应图

　　由后天八卦的对应关系可建立四象脾“土”即
四象承、启两态之“土”模型，即由艮土、巽土、坤土、

乾土组成。其中：寅巳申亥对应春夏秋冬之始，故为

四象脾土开启之时，此时之土状态可称为启土，而四

季之末一十八日对应之土即辰未戌丑则各自承载着

四时启土之政令德施，从而得以化修丰满四脏，故称

之为承土。不启则无以承、承而无启则四时无以更

替，可见五行相生木火土金水能够循环无端，正是得

益于四象脾胃“土”之枢机在四时六气更替中不断

发挥“启而承之，再承而启之”的功用。

卦由阴爻、阳爻组成，可见脾胃作为四时枢机于

四时中所涵阴阳盛衰、所处阴阳消长状态不同，因此

所生脏腑不同，体用有别。周慎斋《医家秘奥》：“水

有土，则不泛；木有土，则不偏；火有土，则艳艳增光；

金有土，而生生不息。而木、火、金、水四物，俱随土

而生旺”。

启土为土之开，承土为土之恒，二者是递进关

系，如春三月，艮寅之启土与巽辰之承土。土性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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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十二地支藏干表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本气 癸水 己土 甲木 乙木 戊土 丙火 丁火 己土 庚金 辛金 戊土 壬水

藏干 中气 壬水 癸水 丙火 甲木 乙木 庚金 丙火 丁火 壬水 庚金 辛金 甲木

余气 庚金 艮土 壬水 戊土 甲木 坤土 丙火 戊土

用，四季末一十八日之土顺其启土之用，伺其化气盈

满，以养四脏。可知立春后艮寅之土开启风木生发

之性，“阳和布化，阴气乃随”，而后其末一十八日之

土（即：巽辰之土）备化木敷和之体用；立夏后巽巳

之土开启君火、相火温煦之性，“阴气内化，阳气外

荣”，而后其末一十八日之土（即：坤未之土）禀赋火

升明之体用；立秋后坤申之土开启肺金肃降之性，

“阳气随，阴治化”，而后其末一十八日之土（即：乾

戌之土）承载金坚成之体用；立冬后乾亥之土开启

肾水封藏之性，而后其末一十八日之土（即：艮丑之

土）蕴涵水沃衍之体用。因此，启、承两态四象之脾

土旺于四时六气更替中，枢转天地气机而行春生夏

长秋收冬藏之令，调和人体五脏以生肝心肺肾之神

机。

２　基于“四象脾土六气调神论”在四时六气“以枢
调枢”和五脏的应用

基于上述四象脾“土”模型特点的认识，我们提

出了“四象脾土六气调神论”，即是：人体脏腑神机

因天地之气立的变化而出现偏颇，顺应天地生长化

收藏“常态下运转”的四象脾“土”枢机常受到不同

运气的影响而出现枢转不利，依据每年运气变化下

的四时脾主令之特性，即时给予相应干预措施并调

整失衡之脾“土”，以调人体肝肺、心肾、肺肾等枢

机，和脏腑气血、阴阳、体用之神机。以下就四象脾

“土”在四时六气“以枢调枢”的功用探索如下。

２１　艮土枢机主事寓意阳气来复、推陈致新，承艮
丑之土性于艮寅之土中以枢转水木之气，行生发之

令　　俞琰《周易集说》：“艮居东北丑寅之间，于时
为冬春之交，一岁之气于此乎终又将于此乎始。始

而终，终而始，终始循环而生生不息，此万物所以成

终成始于艮也。艮，止也，不言止而言成，盖止则生

意绝矣，成终而复成始，则生意周流，故曰成言乎

艮”。可见艮土主事则意味着推陈致新。田氏认

为：丑时是大寒节地道阳气来复之时［２］。子时一阳

生，胆经振奋，但发挥的是肃降之力，将最终弥散于

三焦的经气（精、津、相火）敛降、收纳，目的是“降已

而升”，于丑时借肝之调达、疏泄之力以引动相火，

于寅时得以生发，《伤寒论》六经病欲解时少阳主寅

卯辰三时，正是行生发、温煦之用。故曰：“凡十一

藏取决于胆”，即言胆气不降无以摄纳，肝气不升无

以推陈、无以吐新。艮土主事，枢转水木之气。少阳

相火、厥阴风木皆为初生之阳，最忌寒抑，《辅行诀

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讲疏》：“肝属木，于时应春，其气

温，温则水湿化而不燥，故其性柔”。素体阳虚之人

若遇太阳寒水加临则多出现“水寒土湿木郁”之象，

如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２壬辰年初之气，司天太阳寒水主事”
注：经络红外热像图显示：周身皮温偏低；督脉红外轨迹无显示；胆

经、三焦经、肝经、肾经、膀胱经循经处皮温低。

　　故补益艮土，宜温中健脾、暖肝肾、条达生发之
气，方可予清酒煮当归四逆汤合理中汤加减。

２２　巽土主事则阳生阴长，承巽辰之土性于巽巳之
土中以枢转木火之气，行生长之令　“巽卦是阴卦，
以一个阴爻为主爻，一阴爻伏在二阳爻的下面，象征

伏、顺。一阴爻顺从二阳爻，阴顺从阳是自然的道

理，顺从自然就容易进入事物之中，所以前进有

利”。因此巽土禀赋君火、相火温煦之性，主事则阳

生阴长。

临床中我们观察到若巽土枢机不利则阳不生、

阴不长，经络红外热像图往往出现“跳跃式经络感

应”现象。２０１３癸巳年二之气主气少阴君火，客气
太阳寒水加临，天气反常，气温波动较大，人体则易

发生寒热胜复。素体阳虚之人多出现阳不布、不升，

素体精亏之人则由于肾水不能上济心火，心火炎上

引动相火致心肾失交。临床中太阳热化、寒化之外

感或少阴热化、寒化等导致的口腔溃疡、咳嗽、耳鸣、

头痛、心烦失眠、手足心热、小便不利或畏寒肢冷、骨

节疼痛、下肢水肿等各种症状相应出现。此阶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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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红外热像图普遍表现为“跳跃式经络感应”现象，

如图４～６（我们认为经络红外热像图中双下肢反映
肾之阴阳与肝经、胆经、膀胱经的关系，即“水生

木”，双上肢则提示肝与心经、心包经、三焦经、“心

火”“相火”的关系，即“木生火”）。

我们认为这种“跳跃式经络感应”现象是巽土

主事、阳生阴长这一过程中由于阴、阳损益的偏重而

出现的一类特殊的经络显像，故补益巽土，宜益气温

阳养精、除湿散寒泻火，方可予补中益气汤合五苓散

加防风、荆芥。

图４　“水不生木，木不生火，相火已动”
注：经络红外热像图显示：督脉红外轨迹显示断续，双下肢皮温低，躯

干部皮温低，双上肢皮温低，面部、头颈部少阳经循经处局部、手皮温

高。

　　 图５　“水不生木，木生火，相火已动”
注：经络红外热像图显示：督脉红外轨迹显示断续，双下肢三阴、三阳

经循经处皮温低，双上肢三阳经循经处局部皮温低，头颈部少阳经循

经处局部皮温高。

２３　坤土主事则阴充盛，肺行肃降之用，承坤未之
土性于坤申之土中以枢转火金之气，行“从革”之令

　《医原》：“坤为地，坤之左为震之雷火、巽之风火、
离之正火，是火出地下也，而非火也，乃火之阳气下

降于地也；若阳降于地，而气运之不周，则赤卤不毛，

而地象变矣。然论卦象犹虚也，请实征诸时。试观

一岁之间，夏至以后，酷暑炎蒸，若非阴气潜生，大雨

时行，则大地皆成灰烬矣”。因此坤土卦象为三个

阴爻，于六气中处于四之气（四之气主气太阴湿

土），坤土承载肺金肃降之性，主事则五脏之阴充

盛，阴足则少阳得以枢转、相火得以敛藏。

坤土主事之时时值立秋，肺应秋，可知若要坤土

之阴充盛，肺行肃降之令是根本。临床中乙年（尤

其司天或在泉之气逢少阳相火、厥阴风木、少阴君

火）出生之人体质特点表现为肺肾亏虚：皮肤易过

敏，月经量少、提前，由于耗散太过而充养不及故形

体偏瘦，肺肾失交故平素易上火，经期前后症状更明

显（口腔溃疡往往长在舌根部、若出现肝肺失和夹

相火时溃疡位于舌边两侧）。《黄帝内经》云肾为先

天而脾胃为后天之本是因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而

实际上肺亦为后天之本，是通过行“气血肃降”之用

以资先天。

２０１３癸巳年四之气，主气太阴湿土、客气少阴
君火、在泉之气为少阳相火。《素问悬解》：“凡此厥

阴司天之政……四之气，少阴君火司令，四之主气为

太阴湿土，故溽暑至。火位南方，自左上升，故湿热

相薄，争于左之上”。湿热相薄碍脾胃运化、枢转，

君火与相火蒸腾致肝肺失和、少阳枢机不利。如图

６。

图６　“２０１３年四之气，客气少阴君火，在泉少阳相火”
注：经络红外热像图显示：督脉红外轨迹显示弥散；头颈部少阳经循

经处皮温高。

　　故补益坤土，宜滋养肝肾、健脾补肺、清泄相火，
方可予当归芍药散合二至丸加山药、生牡蛎、乌梅、

牡丹皮。由是肺金行肃降之令、肾水行收纳之力，则

上半年浮游于外的精血阳气得以内敛，而脾阴足则

不为焦土。

２４　乾土主事则阳收阴藏，承乾戌之土性于乾亥之
土中以枢转金水之气，行“封藏”之令　立冬后，天
气降、地气藏，气血收藏于内。《黄帝内经》“冬伤于

寒，春必病温”与“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皆指藏令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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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及或可引发伏气，于来年春季被疫毒时气引动

而发生温病。藏令太过则“水寒土湿木郁”，藏令不

及则精血阳气浮游于外，因此乾土蕴涵肾水封藏之

性，主事则阳收阴藏。

２０１１年末之气，主气太阳寒水，客气少阴君火
加临，《素问·五常政大论》：“涸流之纪，是谓反阳，

藏令不举。”临床中患者多诉：咽干夜饮、手足心热、

头昏蒙、血压波动明显、失眠多梦等。经络红外热像

图表现为“上盛下虚”之象：面部、头颈部少阳经循

经处、手皮温高，脘腹部、腰背部、下肢皮温低，提示

肝肾精血亏虚，下元失摄，阴火外达，少阳枢机不利。

图７　２０１１年辛卯年末之气经络红外热像图“反阳”特点
注：经络红外热像图显示：督脉红外轨迹无显示；头面部、手皮温高。

　　故补益乾土，宜滋阴潜阳、益气健脾、培补肾元，
方药可予温经汤合滋肾丸加减。

３　讨论
目前我们依然无法从解剖学角度得出经络和穴

位的组织结构，红外热成像检测技术作为一种新兴

的、无损的医学影像技术，在对中医经络的研究中显

示出较为广阔的前景［３］。寒热（温度高低）是阴阳

的表象，人体体表温度是体内阴阳状态的反映［４］。

正如张景岳所说：“寒热者，阴阳之化也”［５］。陈志

伟等指出，该技术可用来对人体进行整体阴、阳状态

的评估，同时也可以对人体局部的阴、阳、虚、实、寒、

热、表、里等相互间的规律进行观测［６］。许金森等

对前臂内侧经脉线和非经脉线的皮肤同时加热，发

现经脉线的皮温扩展速度明显快于非经部位，并且

逐渐形成了３条与古典手三阴经路线基本一致的红
外辐射轨迹［７］。许金森等同时还发现加热神阙穴

时，皮肤温度沿任脉线扩散的速度明显加快，甚至可

以通达该经脉的全程，表明经脉线上导热性较好，而

且有明确的方向性［８］。王乐鹏等通过对左右两胁

四季热值的分析，发现两胁的热值规律符合《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中“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而左

右两肾四季热值分布均呈左低右高，与中医“左肾

右命门”说相符［９］。黄博认为在应用红外热像进行

临床研究时，须重视“天人相应”，高度重视季节、气

候等变化对人体的影响［１０］。陈锂的研究提示人体

红外热像呈现出与四时变化相应的规律，虽然四时

变化与气象因素都会影响人体红外热像，但即使处

于相同的气象条件，人体阴阳气血分布也会因自然

界四时变化而不同，季节因素对人体红外热像的影

响是独立于气象因素的［１１］。

田氏认为李东垣医学的核心是“五运六气”理

论，其上、中卷中分别重点阐释“脏气法时”和“气运

衰旺”，“脏气法时”的“时”指四时阴阳升降沉浮，即

所谓“气运衰旺”，下卷则谈脾胃虚则百病生，李东

垣以“甲己化土”为枢纽创建脾胃论治体系，“甲己

化土”即运气学中的土运［１２］。

脏腑气机升降出入协调促进机体生命活动的和

谐，《素问·六微旨大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

降息则气立孤危”。脾为五脏之使，功擅转枢［１３］，

“脾胃转枢”即心肝肺肾位于四旁，脾胃斡旋气机居

中，构成五脏气机协调的基本模式［１４］。其“冲和”之

德，防其余四脏气的太过与不及，以达“气归于权

衡”“以平为期”的生理要求，这就是脾胃为枢的调

衡作用，是维持机体相对平衡的重要调节机制［１５］。

由后天八卦的对应关系可建立四象脾“土”模

型即：四象启、承之“土”，提示脾胃作为枢机在四时

六气更替中发挥启、承作用时的不同状态有其独特

的模型特点。艮土枢转水木之气，行“生发”之令；

巽土枢转木火之气，行“生长”之令；坤土枢转火金

之气，行“从革”之令；乾土枢转金水之气，行“封藏”

之令。启、承两态四象之脾土旺于四时六气更替中，

以生肝心肺肾而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令。

张景岳《类经·运气类》：“天地有五运之郁，人

身有五脏之应，郁则结聚不行，乃当升不升，当降不

降，当化不化，而郁病作矣”。人体脏腑神机因天地

之气立的变化而出现偏颇，顺应天地生长化收藏

“常态下运转”的四象脾“土”枢机常受到不同运气

的影响而出现枢转不利，因此，依据每年运气变化下

的四时脾主令之特性，结合经络红外热像图即时给

予相应干预措施并调整失衡之脾“土”，以调人体肝

肺、心肾、肺肾等枢机，和脏腑气血、阴阳、体用之神

机，为临证遣方用药防治疾病提供了参考。

在李东垣《脾胃论》提出的“四时生四脏”的理论

基础上，我们构建四象脾“土”模型，并提出了“四象

脾土六气调神论”，应用于四时六气“以枢调枢”和脏

腑气血、阴阳、体用之神机，既继承了《脾胃论》的学术

思想，又赋予了科学内涵，值得进一步探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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