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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脏气法时”的新途径———开展四时脏腑

热态变化规律与脉图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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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藏象是中医认识人体的一种方法，即“有诸内必行于诸外”。从体表温度可以辨别内在脏腑的状态；同时，生命又是
时间的函数，会受到四季的影响，脉象与四时变化密切相关，因此，研究“人体四季脏腑热态和脉象变化规律及其相关关

系”就成为藏象研究的一个关键科学问题，是开展藏象生理、病理现代研究的基础。“脏气法时”是预防、养生、预测疾病

转归和辨证论治的根基。临证论治贵在知常达变。因此，对正常人四季热态、脉图模型及其参数变化规律的认知，是深入

开展临证论治的前提和基础。有可能是“脏气法时”研究的一个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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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象学说是中医认知人体的一种方法，即从体
表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探讨人体所处状态。“脏气

法时”是进行藏象乃至《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

经》）研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

１　中医古籍对“藏象”“脏气法时”的认识
藏象：《素问·六节藏象论》对藏象的描述，心：

生之本，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通于夏气。肺：气之

本，其华在毛，其充在皮，通于秋气。肾：封藏之本，

其华在发，其充在骨，通于冬气。肝：罢极之本，其华

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

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

其味甘，其色黄，通于土气。全面论述了藏之象。脏

气法时：《素问·藏气法时论》曰：“人形以法四时五

行而治”是说人遵从四时则治。并指出五脏四时的

规律：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

四时脉：“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

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是《素问·脉要精微论》

对四时脉特征的总结。“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则

是《脉经》作者王叔和，对四季脉象特点的认识。

２　脏气法时、四时脉研究现状
２１　脏气法时的理论研究　当代中医学者孟庆云
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以四时之法成”，是指人体的

·０５４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时间之序与自然之序相一致，而且有周期节律的震

荡性征。《内经》将其称为“脏气法时”［１］。烟建华

认为，藏象理论的机要之处在于五脏功能的时间特

征［２］。《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

脏。则是民国恽铁樵的见解，并强调说“不明此理，

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群经见智录》）。

２２　四时脉的研究　理论方面的研究多于实验研
究，是四时脉研究的一个特点。

理论方面多是对《内经》时脏脉的梳理与解读。

如成振镛，李晓君等的《内经》四时五脏脉研究。我

们在ＣＮＫＩ中（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只检索到六篇脉与年
节律实验研究的文献，其中３篇是我们于２０１３年和
２０１４年发表的文章［３４］。余者则是２０年前的工作，
且只对左关脉进行了研究。张伯讷，费兆馥等，在

１９８４年曾对１６例正常男性青年的左关脉，进行四季
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左关脉图四季变化的特点是，主

峰波高在夏季最高，冬季最低的周期性变化［５］。

１９８９年钱静庄等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正常人的脉
图的波峰进行了观察。朱传湘，李冰星等于 １９９１
年，对四季与昼夜正常人左关脉象变化进行了初步

观测［６］，也从证明了人体四季及昼夜脉象的时域指

标存在一定的节律性。近３年来，我们对９６０人次
双手寸、关、尺六部脉的四时变化规律的研究结果表

明，脉位和脉力随天地数据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同步

变化规律，并绘出了变化规律。见图１。图２则是对
四时影响较大参数的分布情况。

图１　脉位、脉力两年内与天地背景数据同步变化的比较

图２　对四时影响较大参数的分布情况

　　从图２可见，左寸和右尺两者占比达到５３％，说
明君火和命门火在人应天地四时中所起较大作用。

中医脉学有左寸候心、右尺候命门的观点，同时认为

心火为君火，“人生以阳气为本，阳在上者谓之君火，

君火在心”［７］；“心属君火，是五脏六腑火之主”［８］。

左寸参数在六脉中占到３１％，也说明君火在四时脉
分类中所起的作用更大。对于命门火，《冯氏锦囊秘

录》则认为“命门真火者，立命之本。右寸参数在四

时脉分类中占了２２％，从一个侧面为此说提供了数
据支持。

２３　体表温度与脏腑状态　古人很早就从体表温
度辨别内在脏腑状态。最早的实验（使用生物热进

行诊断）可以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现
代医学鼻祖）的著作中找到。方法是将患者的身体

表面涂满泥巴，观察什么部位干的最快，以此判断器

官疾病情况［９］。从体表区域的温度辨别脏腑状态，

中国古人在《内经》时代就已经开始。“胃中热则消

谷，令人悬心善饥，脐以上皮热；肠中热则出黄如糜，

脐以下皮寒”（《素问·师传篇》），是说胃热、肠热是

脏腑病理特征，患者肚脐上下的皮肤，若感觉发热寒

凉或胀大，再结合消谷善饥、大便黄糜、肠鸣飧泄的

症状，是辨证的重点要素［１０］。

３　现代生物热力学与红外热像仪
现代研究认为，地球上的生命体，经自组织而形

成一系列的有序结构，并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和

能量交换。从体表各个区域红外辐射能量，能反映

出脏腑之间能量关系，其原因在于，生命在其过程

中，不断的从外界得到能量物质（负熵），各个脏腑

不断地消耗能量（正熵），则一部分能量会以热的形

式散发到体表［１０］。因此，人体是一个能量开放的复

杂系统。辐射度能量（Ｅ）与温度（Ｔ）成正比：Ｅ＝
σＴ４。（黑体辐射定律“斯蒂芬波尔兹曼定律”），其
中σ是射线频率（于人体是一个常数），辐射能量则
与温度的４次方成正比，温度高则代表能量大，反之
则代表能量小，温度差就代表能量的差异［１０］。被测

目标的红外辐射能量能被红外热像仪捕获，是由于

红外探测器的光敏元件对红外辐射具有较高的敏感

性，可以将其转换为电信号，从而获得红外热像图，

不同颜色代表被测物体的不同温度，红外热成像技

术具有安全可靠的特点。

４　红外成像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
红外热成像技术第一次的医学诊断应用是在

１９５６年，Ｌａｗｓｏｎ发现患有乳癌的乳房皮肤表面温度
要高于正常的组织温度。他还发现癌症患者的血管

温度要高于动脉温度。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９日，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局批准红外热成像技术做为一种乳癌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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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手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现代医学将红外
热成像技术用于肿瘤的早期提示、血管疾病的诊断、

各种炎性反应的诊断、健康体检等。

在藏象研究方面，李红娟教授等根据中医诊断

学教材，将人体热图划分为１６个区域。根据黑体辐
射定律“斯蒂芬波尔兹曼定律”，应用温差算法，计
算各区域的热态温差（△Ｔ），通过比较平静状态下
健康人的脏腑热态图（脏腑热序列曲线），评判脏腑

的寒热偏离。并获得健康人三焦热序列为上焦凉，

下焦热，中焦居中，对于《灵枢·营卫生会》记载的

“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从能量的角度进

行了诠释［１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
发布的《中医诊疗设备推广项目》中，专家曾对这项

技术进行了审核，并推荐在中医医院推广使用该项

技术［１１］。我们将在本项目中使用该方法，温差算法

较好地解决了个体化与标准化的矛盾。王鸿谟先生

等对颜面部红外热像图的研究发现，面温与阳气呈

正相关的现象。依据中医学理论提出：凡不符合正

常值范围者为病态，高于上限者可考虑为实热阳证，

低于下限者可考虑为虚寒阴证。

５　一个科学问题
藏象是中医认识人体的一种方法，从体表温度

可以辨别内在脏腑的状态；同时，生命又是时间的函

数，会受到四季的影响，因此，回答“正常人体脏腑热

态、脉图四季变化规律及其相关关系”就成为藏象研

究的一个科学问题，这是开展藏象生理、病理现代研

究的基础。因未见相关研究论文，故有可能是“脏气

法时”研究的一个新途径。

６　藏象、脏气法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方法上：文献研究较多，实验研究较少。忽

视了“脏气法时”思想的这一“藏象整体变化规律”

重要特征，是多数实验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单独

研究某脏的时间节律，则缺乏其他脏的比较和参考。

研究对象方面：对动物研究的较多，对人体整体的研

究较少。这样的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为临床提供参

考。研究指标方面：对物质成分检测较多，从体表特

征分析的较少。

７　前景及意义
通过人体热像图和脉诊信息，研究其在四季的

变化规律，可以初步获得脏腑热态年节律常模及其

与脉诊信息的相关关系，是藏象生理学的重要研究

内容，将为藏象的现代研究提供数据基础，为进一步

开展临床藏象病理生理研究进行路径探索。应用新

技术及新方法，对正常人脏腑热态、脉诊信息四时变

化规律，以及其相关关系进行研究，无论在方法学方

面、还是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重要意义［１２］。方法

学意义：既源于中医技术和理念，又融入现代科学技

术的方法手段，是困扰中医学现代研究多年的一个

瓶颈问题。本项目所使用的方法，有可能为之提供

一种新的技术方法和示范。实践意义：由于“脏气法

时”是预防养生、预测疾病转归和辨证论治的根基。

临证论治贵在知常达变。因此，对正常人四季热态、

脉诊信息及其参数变化规律的认知，是开展临证论

治的前提和基础；理论意义：有可能在真实世界论证

“脏气法时”方面有所突破，为藏象及《内经》研究的

重要环节———“脏气法时”，从脉及脏腑热态的参数

上，提供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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