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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时五藏阴阳”理论生物学基础的探讨
———时令季节对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功能节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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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观察了时令季节变化对下丘脑垂体甲状腺（ＨＰＴ）轴功能的影响，以证实“四时五藏阴阳”理论的科
学内涵。方法：检测了雄性金黄地鼠血浆中ＭＴ、ＴＲＨ、ＴＳＨ、Ｔ３、Ｔ４及甲状腺组织中 ＭＴ、ＭＲ、Ｔ３、Ｔ４的含量。结果：发现血
浆中ＭＴ、ＴＲＨ、ＴＳＨ、Ｔ３、Ｔ４含量呈现冬、春／秋高而夏至最低的变化趋势，甲状腺组织中ＭＴ、ＭＲ、Ｔ３、Ｔ４含量则呈现夏至最
高而秋冬最低的变化趋势。结论：ＨＰＴ轴的功能具有明显的季节相关性，在冬、春季节其机能相对增强，褪黑素可能为其
季节性节律的调控因子，ＨＰＴ轴的季节性功能变化为中医“四时五藏阴阳”理论提供了生物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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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内经》“四时五藏阴阳”理论认为人体与
自然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然阴阳之气的运动

既是形成四时之气寒热温凉变化的基础，也是万物

生长壮老已生命活动形成的基础，两者共同遵循着

阴阳消长运动的基本规律，这就是“天人相应”观的

核心内容。古代医家遵循这一思想，从可见的外在

之象探讨人体内在脏腑气血的运行与变化，形成了

包括内在有形之脏和与其相关的外在可见的功能表

现（象），加上自然万物相应的同步变化之象，建立

了中医学独特的脏腑概念，并称之为“藏象”。此观

点一直指导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中医临床的诊断与

治疗，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我们看到随

着生物医学的发展，对与现代西医学存在差异的中

医学“藏象”理论内涵的探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

注。《黄帝内经》“四时五藏阴阳”理论从人体与自

然为一个整体，存在着同步调节规律的理论观点，为

我们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中医“藏象”本质的科学内

涵提供了思路与方法。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由
程士

!

教授主导的《黄帝内经》“四时五藏阴阳”理

论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认识到：中医五脏概念

不仅是对其结构与功能的概括，还包含着时间的含

义，时间特性是五脏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中

医五脏概念的研究，不能只从结构与功能、生理与病

理、药物治疗效应等方面来进行，还必须重视五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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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时间特性。只有全面考虑五脏功能表现的各个

方面，其研究结果才能真正反映中医五脏的实质［１］。

研究还提出五脏是由实质器官为基础组成的功能单

位，并与自然相应，体现了人体生命活动与自然四时

阴阳消长存在协调共振的规律，其实质是内在脏腑

功能生化代谢的一种特定模式，与既有物质基础又

能体现生物整体功能表达的生物信息传导系统有密

切的关系［２］。为此本研究选择了下丘脑、垂体、甲状

腺共同构成的下丘脑垂体甲状腺（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ｕｓ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ｔｈｙｒｏｉｄ，ＨＰＴ）轴，作为观察的对象，欲从对
全身多项生理机能有调节作用的内分泌腺应时变化

的角度，阐释上述观点的科学内涵。下丘脑、垂体、

甲状腺共同构成的下丘脑垂体甲状（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ｕｓ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ｔｈｙｒｏｉｄ，ＨＰＴ）轴，参与人体应激反应、物质
代谢、生长发育、神经调节、产热效应、繁殖活动等生

命活动，随外界气候温度寒热刺激可进行自身调节。

因此，学者们认为它是机体继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ＨＰＡ）轴外，随外界环境而适应性调节的又一神经
内分泌轴，共同调节机体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研究还发现，机体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年节律变化，与

总Ｔ３含量具有明显相关性，即具有同步性季节变化
规律［３］。比如当遇到外界环境寒冷的情况，刺激机

体可促使下丘脑 ＴＲＨ神经元释放增加，从而增加
ＴＳＨ，直至 Ｔ３、Ｔ４的释放。因此，研究时令季节变化
对ＨＰＴ轴的影响对证实“四时五藏阴阳”理论的科
学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实验从四时季节 ＨＰＴ轴
各水平生理状态下相关激素、ＭＴ及褪黑素受体
（Ｍｅｌａｔｏｎ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ＭＲ）含量的变化切入，探讨甲
状腺功能与季节气候的关系及褪黑素在其中参与的

作用机制，拟为“四时五藏阴阳”理论的科学内涵提

供生物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动物　金黄地鼠３２只，ＳＰＦ级，健康雄性，
体重（１３０±１０）ｇ，由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
限公司提供，许可证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２０００１；饲料
由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中心提供的普通鼠全价颗

粒饲料。实验动物分别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前

２周购入，饲养条件：自然光照，湿度５０％～７０％，室
温冬季（１８±２）℃，夏季（２５±２）℃。
１１２　试剂与仪器　仓鼠褪黑素（ＭＴ）酶联免疫试
剂盒（Ｌｏｔ：８００７９ＨＡ）、仓鼠褪黑素受体酶联免疫试
剂盒（Ｌｏｔ：８０１０１ＨＡ）、仓鼠促甲状腺素释放激素酶
联免疫试剂盒（Ｌｏｔ：８０３０９ＨＡ）、仓鼠促甲状腺素酶

联免疫试剂盒（Ｌｏｔ：８０２８０ＨＡ）、仓鼠三碘甲状腺原
氨酸酶联免疫试剂盒（Ｌｏｔ：８０２５８ＨＡ）、仓鼠甲状腺
素酶联免疫试剂盒（Ｌｏｔ：８０２５９ＨＡ）、总蛋白试剂盒
（Ｌｏｔ：２０１３０７２０００８），以上试剂均由北京瑞格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酶标仪：Ｔｈｅｒｍｏ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ＭＫ３（产地：芬兰）；生
化仪：ＢｅｃｋｍａｎｃｏｕｌｔｅｒＵｎｉＣｅｌＤｘＣ６００Ｓｙｎｃｈｒｏｎ（产
地：美国）；孵育箱：泰斯特１０１１ＡＢ型电热恒温鼓风
箱（产地：中国）；洗板机：ＳＵＮＯＳＴＩＫＳＡＲ５２０Ｂ（产
地：中国）；离心机：Ｂｅｃｋｍａｎ低温高速离心机（产地：
美国）；电子天平：ＭｅｔｔｌｅｒＴｏｌｅｄｏＭＬ３００２（产地：瑞
士）；电动匀浆机：ＢＯＳＴＳ１ＪＳＦＣ３２。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干预方法　将实验动物分为春分组、夏至
组、秋分组、冬至组，每组８只，分别于春分、夏至、秋
分、冬至日前自然光照条件饲养２周，至春分、夏至、
秋分、冬至日傍晚将动物移至暗室，当晚２２：００开始
取材。取材：在暗室内５ｗ红光灯照射下进行，１０％
水合氯醛３～４ｍＬ／ｋｇ腹腔注射麻醉，行腹主动脉采
血３～４ｍＬ，注入肝素抗凝试管内，颠倒混匀，血液
静置２ｈ后，４℃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分离血
浆，－２０℃冻存备测。在颈部分离周围组织，取出
甲状腺，于生理盐水中洗去血污后投入液氮中，实验

结束后放入－８０℃冰箱中待检。
１２２　指标检测与方法　将取出的血浆、甲状腺，
分别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法，依照试剂盒
说明书对所取样本进行处理，检测血浆中 ＭＴ、ＴＲＨ、
ＴＳＨ、Ｔ３、Ｔ４含量，检测甲状腺组织中 ＭＴ、ＭＲ、Ｔ３、Ｔ４
的含量。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各组数据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
±ｓ）表示，运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分析。各组之
间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者，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数据分布非正态或者方差不齐时，采用非参数

检验中的Ｋ个独立样本的方法统计；两两比较时，方
差齐且数据分布呈正态者，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否则
则用非参数检验中２个独立样本。以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我们首先对不同时令季节实测到的春分组、夏

至组、秋分组、冬至组金黄地鼠血浆中 ＭＴ、ＴＲＨ、
ＴＳＨ、Ｔ３、Ｔ４的含量，以及甲状腺组织中 ＭＴ、ＭＲ、Ｔ３、
Ｔ４的含量，分别对２个样本的测定值进行了组间的
比较分析，各数值组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由此说明，不同的时令季节对人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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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时令节气金黄地鼠血浆中ＭＴ、ＴＲＨ、ＴＳＨ、Ｔ３、Ｔ４含量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ＭＴ（ｎｇ／Ｌ） ＴＲＨ（ｎｇ／ｍＬ） ＴＳＨ（ｍＩＵ／Ｌ） Ｔ３（ｎｇ／ｄＬ） Ｔ４（ｎｇ／ｍＬ）

春分（ｎ＝８） １５２７４±１５４６△▲ ３５３±０２６ ３４６±０２４△▲□ １１１６±１１１△▲□ １３４１±１５４
夏至（ｎ＝８） ９０５３±４３６□ １６０±０１０＃ ０９１±００９▲＃ ５５９±０５５▲□ ９４７±０６３□□

秋分（ｎ＝８） １１８２４±１６３５△▲□ ３９６±０３２ １５３±０４５△□ １５９１±２３５△□ ２４９７±４５９
冬至（ｎ＝８） １４７３３±４６８△▲ ４２６±００７△ ２０２±００４△▲ １９２６±１１９△▲ ２５１０±０９１△△

　　注：与春分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夏至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秋分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冬至比较□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

分泌系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人与自然外界相

通应。《黄帝内经》“四时五藏阴阳”理论认为，五脏

分别与五行相应之脏互为通应，为了作进一步了解

不同时令节气间对人体的不同影响规律，我们对不

同时令节气日采集的样本测定值做了对比分析，结

果如下。

２１　时令节气与金黄地鼠血浆中 ＭＴ、ＴＲＨ、ＴＳＨ、
Ｔ３、Ｔ４含量的相关性变化　１）血浆中ＭＴ含量比较，
冬夏、冬秋、春夏、春秋、夏秋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２）血浆中 ＴＲＨ含量比
较，冬夏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血
浆中ＴＳＨ含量比较，春、夏、秋、冬各季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４）血浆中 Ｔ３
含量比较，春、夏、秋、冬各季之间差异均存在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５）血浆中 Ｔ４含量比
较，冬夏之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实
验结果说明：在不同时令季节里，金黄地鼠血浆中

ＭＴ、ＴＲＨ、ＴＳＨ、Ｔ３、Ｔ４含量不同，结果均呈现出与季
节变化相关的变化；同时还见到冬、春相对高而夏至

最低的趋势，以及ＴＳＨ与Ｔ４２项明显的差异。见表１。
图１、２显示：在自然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不同

时令，血浆中 ＭＴ、ＴＲＨ、ＴＳＨ、Ｔ３、Ｔ４含量的变化，呈
现冬、春／秋高而夏至最低的同步性趋势。同时见到
ＭＴ、Ｔ３、Ｔ４的含量在夏季是明显降低，冬季的含量高
于夏季，呈现出同步的规律性变化。由此，提示ＨＰＴ
的功能存在季节性的变化规律。时令季节的形成与

阳光对地球的照射角度有关，在我国所在的地区就

呈现出春分与秋分昼夜平分；夏至是一年中白天最

长夜晚最短；反之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

由此可以说阳光的亮度与照度在不同季节中是不同

的。正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所言，“冬

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

气微上，阳气微下。阴阳有时，与脉为期……生之有

度，四时为宜，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由此强调了

时令季节不同与阴阳气的消长运动变化有关。据

此，我们根据本团队的前期研究证实，受光照影响的

松果腺，在内分泌系统中它属于上位调节器，松果腺

对ＭＴ的分泌受到光照的调节，然而 ＭＴ又能直接
作用于甲状腺产生调节作用。于是实验又对实验动

物甲状腺组织中 ＭＴ、ＭＲ、Ｔ３、Ｔ４含量进行了比较与
分析。

图１　不同时令节气血浆中ＭＴ、ＴＲＨ、ＴＳＨ、Ｔ３、Ｔ４含量比较

图２　不同时令节气血浆中ＭＴ、ＴＲＨ、ＴＳＨ、
Ｔ３、Ｔ４含量及其相关性比较

２２　时令节气与金黄地鼠甲状腺组织中 ＭＴ、ＭＲ、
Ｔ３、Ｔ４含量的变化　金黄地鼠自然时令条件下，甲
状腺组织中 ＭＴ、ＭＲ、Ｔ３、Ｔ４含量比较，结果显示，均
呈现夏至最高、而冬至最低的趋势。１）甲状腺组织
中ＭＴ含量比较，春分、夏至两者与冬至、秋分分别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２）甲状腺组织中 ＭＲ含
量比较，夏至与冬至组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
有统计学意义，春分、秋分、冬至与夏至比较分别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３）甲状腺组织中 Ｔ３含量，
冬、夏之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４）甲状腺组织中Ｔ４含量，夏至组与冬至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春秋冬与夏至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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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时令节气金黄地鼠甲状腺组织中ＭＴ、ＭＲ、Ｔ３、Ｔ４含量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ＭＴ（ｎｇ／ｇ） ＭＲ（ｎｇ／ｍｇ） Ｔ３（ｎｇ／ｄｇ） Ｔ４（ｎｇ／ｍｇ）

春分（ｎ＝８） ３７６８±４５７▲▲□□ １２７±０１２△△ ４１０±０７６ ３９６±０３９△△

夏至（ｎ＝８） ３８７０±１８９▲▲□□ １８９±０１８＃＃ ４６７±０４５□□ ５６４±０６５□□

秋分（ｎ＝８） ２４５７±２９８△△ １２４±０１２△△ ２８１±０４２ ３６７±０５０△△

冬至（ｎ＝８） ２２０９±０５８△△ １１６±００７△△ ２９５±０３３△△ ３６７±０３４△△

　　注：与春分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夏至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秋分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冬至比较＃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

　　结果可见，甲状腺组织中 ＭＴ、ＭＲ、Ｔ３、Ｔ４含量
在不同的时令节气环境下，产生了变化比较。尤其

是冬至与夏至４项数值差异全部有统计学意义，形
成了高和低２种相反的现象。

图３　不同时令节气甲状腺组织中ＭＴ、ＭＲ、
Ｔ３、Ｔ４含量的比较

图４　不同时令节气甲状腺组织中ＭＴ、ＭＲ、
Ｔ３、Ｔ４含量及其相关性比较

　　图３、４显示：在自然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不同
的时令节气环境下，来自松果腺与甲状腺组织中

ＭＴ、ＭＲ、Ｔ３、Ｔ４含量变化，均呈现夏至趋高而秋冬走
低的趋势，具有高度一致性。由此提示接受光照调

节的松果腺，作为内分泌腺的上位调节器对 ＨＰＴ轴
也存在着调节作用，甲状腺组织中甲状腺素的季节

性变化也是一个佐证。

３　讨论
３１　关于 ＨＰＴ轴及其调节的讨论　下丘脑腺垂
体甲状腺轴（也用 ＨＰＴ表示），它是由下丘脑分泌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ＴＲＨ），以促进腺垂体分泌
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腺垂体分泌促甲状腺激素以
促进甲状腺分泌甲状腺素，调节正常甲状腺功能，以

参与机体各项生理活动的内分泌轴。生理上 ＴＲＨ
通过垂体门静脉系统运送到腺垂体，以高亲和力结

合于促甲状腺激素细胞膜上的ＴＲＨ受体，促进ＴＳＨ
的合成和分泌。ＴＳＨ与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上的
ＴＳＨ受体结合，促进甲状腺素（ＴＨ）的释放。ＴＳＨ一
方面促进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与释放，另一方面其本

身的合成与分泌又受下丘脑 ＴＲＨ的刺激和甲状腺
素的负反馈抑制作用，它们组成了下丘脑垂体甲
状腺轴，以此构成了 ＨＰＴ轴的调节。因此，人体的
生理机能与这三者分泌的三碘甲状腺原氨酸（Ｔ３）
和四碘甲状腺原氨酸（Ｔ４），以及 ＴＳＨ、ＴＲＨ激素量
的变化有关。

另由于ＴＲＨ广泛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
神经系统，其中在下丘脑正中隆起含有 ＴＲＨ神经
元，３０％的ＴＲＨ分布在中枢神经系统，如损毁下丘
脑，则ＴＳＨ水平下降，近日节律消失。

此外，中枢神经系统递质 ＤＡ具有抑制 ＴＲＨ的
作用；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对 ＴＳＨ的分泌具有
兴奋作用；寒冷、应激等也能促进ＴＲＨ分泌增加，并
引起ＴＳＨ分泌增加，并引起血清 Ｔ３、Ｔ４的升高。可
以说ＨＰＴ与神经系统又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互
配合，被称为两大生物信息系统，它们的密切配合，

成为维持机体的内环境相对稳定的条件之一。除了

ＴＳＨ和上述物质对甲状腺的调节外，甲状腺自身也
具有调节作用，即甲状腺自身表现出来的对碘的摄

取、ＴＨ的合成和分泌的调节作用，在垂体摘除及
ＴＳＨ原发性减少的机体，这种作用仍可以看到。
３２　ＨＰＴ轴的季节特点与褪黑素相关关系的讨论
　　关于甲状腺轴季节性变化特点，吴安国等［４］通

过对去势幼龄公山羊和小绵羊血清中 ＴＳＨ的四季
含量检测，结果均显示，其 ＴＳＨ存在明显的季节差
异，即秋冬严寒气候下含量最高，随春夏气温变暖而

降低，形成冬季最高、夏季最低而春秋居中的规律，

并且在不同个体之间差异性较大；在检测四季中去

势绵羊和山羊昼夜血清中Ｔ３、Ｔ４的含量时，发现Ｔ３、
Ｔ４也存在夏季最低、冬季最高的趋势，且具有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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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律变化，且昼夜峰谷的时间与季节具有相关

性［５］。

动物和人的 ＴＳＨ的基础分泌表现为脉冲式分
泌，其中人为每２～６ｈ分泌出现一次高峰，另外分
泌还呈现近日节律，在人睡眠开始前几个小时血清

ＴＳＨ开始增加，２３：０００４：００达高峰，以后逐渐下降，
上午约１１时为最低值。目前对其近日节律的机制
尚不完全清楚，但是甲状腺功能状态、糖皮质激素水

平、松果体功能状态等对ＴＳＨ分泌的近日节律有一
定影响的研究，还是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

对于褪黑素与生物昼夜节律的相关研究，更受到人

们的重视。实验证实，在哺乳动物的下丘脑［６］垂

体［７］及甲状腺［８］组织中均存在褪黑素受体 ＭＴ１／
ＭＴ２，由此推论，褪黑素除能直接作用于甲状腺外，
也可以通过下丘脑、垂体进行调控。研究还指出在

鸟类，褪黑素节律是影响其季节性反应的独立因素；

在哺乳动物内分泌系统非常复杂，研究显示，当摘除

松果腺时，其季节性反应消失，而给予褪黑素后则又

恢复［９］，说明褪黑素也是调整生物生理活动季节性

规律的关键因素。

在对褪黑素与ＨＰＴ轴相关的研究中，人们通过
摘除松果腺、持续光照、持续黑暗、腹腔注射ＴＲＨ及
给予ＭＴ、ＭＴ＋ＴＲＨ等不同情况对大鼠垂体、血中
ＴＳＨ、Ｔ４水平进行对比实验，发现松果腺对下丘脑的
ＴＲＨ分泌具有抑制作用［１０］；褪黑素通过抑制垂体结

节部ＴＳＨ的分泌和合成［１１］，调节 ＴＳＨ浓度的昼夜
变化；高剂量的褪黑激素可以抑制啮齿类动物体内

甲状腺滤泡细胞的有丝分裂活动，从而对Ｔ４的分泌
产生直接的抑制作用、降低其对 ＴＳＨ的反馈作
用［１２］。

本课题组前期在对褪黑素与 ＨＰＴ轴调节关系
的研究中［１３］，通过对健康志愿者、大鼠冬夏季节血

清中ＴＲＨ、ＴＳＨ、Ｔ３、Ｔ４含量的测定，也发现褪黑素
与ＨＰＴ轴的冬夏节律性具有关联性，松果腺分泌的
ＭＴ对其节律性有调控作用。本次我们对血清、甲
状腺组织中 ＭＴ、ＭＲ、ＴＲＨ、ＴＳＨ、Ｔ３、Ｔ４含量的测定
扩大到了四季，在观察全年变化的基础上，对ＭＴ与
ＨＰＴ轴的季节调节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见
到：１）血中 ＴＲＨ、ＴＳＨ、Ｔ３、Ｔ４含量四个时令节气的
测定结果进行比较，均呈现冬、春／秋高而夏至最低
的趋势，与血中 ＭＴ的时令变化趋势相同，即 ＭＴ与
血清中ＨＰＴ轴相应各激素呈现正相关性关系。２）
对甲状腺组织中 ＭＴ、ＭＲ、Ｔ３、Ｔ４含量四个时令节气
的测定结果进行比较，均显示出夏至最高、冬至最低

的一致性变化趋势，这与血清中相应 ＭＴ、Ｔ３、Ｔ４含
量季节性趋势完全相反。这与冬、春短光照、低气温

的寒冷季节，血清褪黑素分泌较多，ＨＰＴ轴各水平
层次上激素分泌量增多，但甲状腺组织中褪黑素及

其含量、组织中甲状腺素量均较少相关，夏季则呈相

反趋势。血清中褪黑素及 ＴＲＨ、ＴＳＨ、ＴＨ的实验结
果，与本课题组前期对甲状腺轴的冬、夏季节研究结

果相符［１４］。学者ＭａｅｓＭ等［３］等通过对一年中二分

二至４次血浆中激素水平的监测结果显示，健康志
愿者血浆中ＴＳＨ、ＴＴ３存在典型的年节律，表现为峰
值在冬季，而谷值在夏季；另外，对健康受试者一年

中血中ＴＳＨ、甲状腺素的监测结果显示，ＴＳＨ、Ｔ３血
清浓度与季节相关，高浓度出现在冬季，说明甲状腺

轴存在随环境温度调节的特点［１５］。当外界环境温

度降低时，甲状腺素分泌增多，产生热量增加。因

此，ＶｒｉｅｎｄＪ等［１６］认为，褪黑素对 ＨＰＴ轴的调节具
有双重性：一方面通过抑制性作用来抑制甲状腺的

活动，另一方面当外界环境急剧变化时可直接刺激

甲状腺，引起甲状腺素释放入血，从而起到调节作

用。从实验数据分析褪黑素与 ＨＰＴ轴的分泌调节
存在同步协调的关系，ＨＰＴ轴相关物质的季节性变
动，必然会导致人体生理机能出现相应的季节性变

化。因此，本实验进一步证实《黄帝内经》“四时五

藏阴阳”理论，所指出的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通过分析人体不同季节所表现与外的规律性现

象，分析内在脏腑组织的功能变化是可以成立的，具

有科学的依据。

３３　ＨＰＴ轴时令节气变化与“四时五藏阴阳”理论
的相关性讨论　《黄帝内经》“四时五藏阴阳”理论
认为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即它认为人是与自然相

互通应的一个整体，但是五脏又分别与五时相应，具

体内容包括肝应春、心应夏、肺应秋、肾应冬、脾应长

夏。也就是说不同的脏在不同的时令季节，其功能

活动表现于外的现象有所差别。比如肝应春，则指

肝在春季其气旺，功能会加强，依次心气旺于夏、肺

气旺于秋、肾旺于冬、脾旺于长夏。ＨＰＴ轴最终会
分泌甲状腺素。甲状腺素具有增加组织产热效应、

促进物质代谢、促进组织分化，影响机体中枢神经系

统；在调节体内钙的平衡，促进生长发育，对长骨、脑

和生殖器官的发育生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医

学认为在人体五脏中，肾具有主藏精、主生长发育、

主骨生髓，及温煦脏腑的功能。相对来说，甲状腺激

素的生理效应与中医肾的功能多有相似。临床上甲

状腺功能减退者常出现面浮身肿、畏寒怕冷、发育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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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等肾精肾阳不足的证候，而甲状腺功能亢进则表

现为怕热多汗、焦虑烦躁、失眠多动、肢体颤动等阴

虚内热的证候。给予甲硫咪唑片造模成功的肾阳虚

大鼠，血清Ｔ３、Ｔ４水平较对照组下降，给予盐巴戟后
显著升高［１７］。

本研究除发现 ＨＰＴ轴机能变化具有明显的季
节节律性外，在对金黄地鼠血浆中ＴＲＨ、ＴＳＨ、Ｔ３、Ｔ４
含量的比较，中可见到四项指标冬至与夏至明显的

不同（Ｐ＜００１），具有统计学意义呈现春、冬高而夏
至最低的趋势，即在冬、春寒冷季节 ＨＰＴ轴机能相
对活跃，内分泌功能处于相对增强状态，从而适应外

界自然环境，也为中医“肾应冬”理论增加了新的依

据。为中医“四时五藏阴阳”理论提供了生物学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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