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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天人相应”的本质与“天人”
时空结构的相关研究

施　娜　郭霞珍　许筱颖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天人相应”是中医学观测和记录自然、宇宙、人体变化现象的结果。“天人相应”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宇宙环境
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人体结构与自然宇宙环境的布局（空间结构）和人体生命活动节律与自然宇宙运动节律（时间结

构）共同构建。这种“天人”时空结构的建立，整合了中医学对人体和自然宇宙的认识，归纳了中医学以“天人相应”观来
处理人与自然宇宙关系的依据。中医学不但通过“天人”时空结构发现了人体在自然宇宙影响下的生命活动节律，在阐
释和表述这些生命活动现象时也在运用“天人”时空结构。“天人”时空结构是构建“天人”关系的基础，也是“天人”关
系的内容。中医学从认识人体、认识疾病到诊断、治疗、预防疾病的整个中医理论体系，均贯彻着“天人相应”这一“天人”
时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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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黄帝内经》奠定中国传统医学思想理论时
起，整个中医理论体系都围绕着“天人相应”观展

开。中医学对人体的生理认识，以及在对疾病的认

识、治疗、预防等实际应用方面，无处不在体现“天人

相应”的思想内涵。“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

成”（《素问·宝命全形论》），指导着中医理论在临

床上的应用，延伸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

制宜”的中医学诊治、养生特点，是整个中医学体系

中的核心观点，是中医学为中医学的突出体现。

我们团队在对《黄帝内经》“四时五藏阴阳”理

论的文献和实验研究中，更深刻的认识到“天人相

应”思想不单是一种中医学为预防疾病、处理人体异

常状态、保证人体健康而提出的顺应“天时”、顺应

自然的规则。究其本质，实则构建的是人处于自然

（地球）、宇宙（时间、空间）某一位置中的“天人”时
空结构，是中医学构建藏象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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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人相应理论的形成渊源
１１　中医“天人相应”是指人在时间和空间下与自
然、宇宙的对应关系　回归中医理论的思想源头，中
国古代秦汉时期的哲学思想影响了《黄帝内经》对

人体和人体与外界环境相关联的认识。由此，在“天

人相应”思想中，需要解决对其中２个对象的中国古
代哲学认知。其一是对“天”的认识，其二是对“相

应”的认知。中医学研究人体、疾病此类客观事物，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命”等社会、政治范畴中的

“天”［１］，并不适用于解释中医学中的“天”，但中医

学的理论思想源自中国古代哲学，这使得中医学对

“天”的认识和在医学上的应用无法从古人对“天”

所有认识中单纯的剥离出来。通过《黄帝内经》中

对“天”的应用，在中国古代哲学对“天”的理解中找

到合适的解释，对中医学“天人相应”思想进行恰当

的剖析是较为合适的。

《黄帝内经》中常“天”与“地”并出，以天地代表

人体之外的自然环境，“天地之气，何以候之？岐伯

曰：天地之气，胜复之作，不形于诊也”（《黄帝内经

·素问·五运行大论》）。老庄以前，因社会、政治

的条件需求，中国古代哲学对“天”的认识常将自然

“天”之力转嫁于神性之“天”，逐渐覆盖“天”之自然

性。而老庄崇尚自然天道的思想逐渐消解“天”之

神性［２３］，以“天”之自然性对待天人关系，“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

章》），“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

始”（《庄子·达生》）。此时对“天”的认识呈现出更

多的自然性，逐渐成为天地自然的代名词。也就是

这种将“天”推向自然性的思想过程，自然成为人类

效法天地的根本［２，４］，实现了“天人相应”的天人关

系。到后期《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更明确的表达

出“天”乃自然甚至宇宙环境。《吕氏春秋·李春季

·尽数》云：“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

之变…”。《吕氏春秋》中“天”所代表的“天道”可以

通过对天体、季节、气象等自然现象而把握［２］。“审

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吕氏春秋新校释·贵

因》），“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

行知天”。至此，可以说明基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将

“天人相应”中的“天”理解为自然甚至是宇宙环境

是恰当的。同时也说明中医学在研究人体、疾病等

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其思想理论沿袭了中国古代哲

学朴素唯物的思想内涵，有利于中医学正确认识人

体、认识疾病状态和认识健康状态。

１２　共同的化生本源是“天”与“人”相应之关键　

明确了中医学理论中“天”的所指，再说“相应”时便

有了一定的科学内涵基础。对于“相应”，也需要解

决２个问题，其一是为何“相应”，其二是“相应”什
么。处理好“相应”的问题是揭示—“天人相应”的

本质是时空结构的第一步。

天人为何“相应”，实则是在问天人为何感应，

因为“相应”在作为与自然相处的法则之前，强调的

是因为感应所以相应。天人的感应最根本离不开中

国古代哲学“元气论”的建立［５］。“元气论”历经先

秦、汉代、宋代和清代４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到清末
已经相当完备，曾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了中国传统哲

学主流的地位［６］。“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

·重政》），“元”表明的是宇宙万物的初始和本原。

这个本元（本原），到底是不是物质的，是不是存在

的，《公羊传解诂》说了：“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

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本原是气，元气是

宇宙万物的本原，在中医学中又可以是人体之精气。

总结说就是“天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所出焉”。

（《礼统》）在“元气论”（“气一元论”）的集大成者张

载［７９］之前，东汉的王充在提出“万物之生，皆禀元

气”（《论衡·言毒》）的同时还认为元气是宇宙的基

本状态［１０］，他说：“元气未分，混沌为一。……及其

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论衡·谈天》）。这

种“元气”即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宇宙的基本状

态的思想，一是使“天”（自然、宇宙）与“人”拥有着

共同的化生本源，二是“元气”作为宇宙基本状态而

充斥于“天”“人”之间。“天”“人”拥有共同的本

源，即在初始阶段同为一物，古人认识事物的方式中

饱含着“取类比象”的思维方法，认为本质相同的事

物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同为一物便有了可以

触发相互感应的基础，此所谓“气同则会，声比则

应”（《春秋繁露义证·同类相动》）同类相感，“同声

相应”（《易·乾卦》）也。但对于“天”“人”这种概

念意识和实际情况下均距离较远的二者之间，可以

感应不代表一定能够实现相互感应，“天”“人”二者

之间需要一种即为二者同源又可流动传递的物质，

宇宙以“元气”作为基本状态为将“气”作为“天”

“人”之间的感应媒介建立了物质联系。

２　天人相应理论的内涵
基于对“天”“人”相感应的认识，《黄帝内经》提

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

论》）的观点，来说明人体处于自然、宇宙环境中的

位置和生命活动状态。“天人相参”思想是中国古

代哲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黄帝内经》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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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１１］。“相参”与“相应”义亦相同［１２］。“参”

本意为“三”，即天、地、人三者相合之义［１１］。天地人

自然规律相互应合，故亦谓之“参”［１２］。“应”，即相

应，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形态结构、运转规律、外在

征象的相应性［１１］。

“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人与天地万物

同为一元（一源）。“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

五，人亦应之”。（《灵枢·阴阳二十五人·通天》）

这里的“六合”是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即天地四

方，指的是地球自然空间和宇宙空间。可以说“天人

相应”“相应”的是人与自然、宇宙环境在位置结构

（空间）和次序结构（时间）上相通相应、相似相符。

从位置结构上讲，首先人与自然、宇宙之间有着

相似的布局特征。《淮南子》中道：“原本人之所由

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夫自古通天

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

…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

形脏四，神脏五，合为九脏以应之也”。（《黄帝内经

·素问·六节藏象论》）因天人之间相似的布局特

征，《黄帝内经》在解释人体的水液代谢机理时，以

天地类比于人体内部，以天地之气蒸腾交互来说明

人体内水液代谢的情况“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

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

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

府”。（《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３　时空观的主要特点
３１　时空观是以空间描述时间，时间结构以空间结
构的变化来体现　以时间统摄空间的思维方式，系
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一切特色之根［４，１３］。中国古代

的时空观是经验型的时空观。从史料的记载来看，

在空间和时间之间，时间的意义最初是依从于空间

的方位来产生的［１４］。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

（《易经·系辞下传·第五章》）宇宙中太阳和月亮

位置的交互移动形成了温热寒凉的变化，也就有了

四季时间的变迁。昼夜更替和四时推移，这些时间

的变化，都是由于日月天体和寒暑之气的运动变化

所造成的［１４］。在解释中国古人对时间和空间的认

识时，学者们常引用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左传正
义》中说的：“时间体验，难落言诠，故著语每假空间

以示之，强将无广袤者说出有幅度，若‘往日’‘来

年’‘前朝’‘后夕’‘远世’‘近代’这类，莫非以空间

概念用于时间关系”。确实如此，在中国古代的天文

历法体系就是以空间结构的变化示时间结构的变

化。如“天干地支”系统中的“十二地支”，“十二地

支”也可称为“十二辰”。这是古代天文学的一个概

念，就是把黄道（即太阳一年在天空中移动一圈的路

线）附近的一周天十二等分，由东向西配以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１５］。“辰

者，日月之会而建所指也”。（《汉书·律历志》）“十

二辰”是古人通过在地球上观察并记录太阳的移动

位置，来确立的相应时间点，以宇宙空间位置的变化

来表示时间，同时划分出的“十二辰”空间区域也成

为了时间节点。空间代时间，时空得以统一。同样

“月建”也如此。古代夏历正月建寅，现行阴历近似

夏历［１６］，因十二辰中“寅”五行属阳木，位居东北方；

“卯”五行属阴木，位居东方…“子”五行属阳水，位

居北方；“丑”五行属阴土，位居北东方，所以当北斗

星斗钓指东北方时，正月建寅；斗钓指正东方时，二

月建卯……斗钓指正北方时，十一月建子；斗钓指北

冬方时，十二月建丑。

“天人”空间结构的变化，在中医学解释人体生
理机制时有所体现。“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

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

而卫气沉”。（《黄帝内经·素问·八正神明论》）指

明了人体气血的运行受日明、日阴变化的影响，日

明、日阴的变化是以地球观察太阳位置移动的结果。

太阳移动至日明的位置时，观察地球上人体的气血

运行的情况（加快），此时形成的就是太阳的空间位

置地球上人的空间位置，这一空间结构，是形成的
这个“天人”空间结构使得人体的气血运行受到了
太阳移动的影响，人的气血运行与“天”相应。中医

理论认为人体卫气的循行与“周日视运动”（每一昼

夜的变化）是相应的，“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

午为经，卯酉为纬。…阳主昼，阴主夜。故卫气之

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

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藏”。（《黄帝内经·灵枢

·卫气行篇》）卫气的循行受地球自转（地球空间位

置的变化）的影响，形成的是地球（人）的空间位置
太阳的空间位置这一空间结构，日明、日阴影响人体

气血运行其实也是这一空间结构。中医理论还阐述

了月球地球的空间结构变化对人体生理活动的影
响，“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

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

居”。（《黄帝内经·素问·八正神明论》）观察月

球地球处在不同的空间位置时（月生月满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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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生理变化如何，以此发现了“天人相应”。

不难看出，不论日明日阴、昼夜变化、月之圆缺

都表现出时间性，但其本质是宇宙天体空间位置的

变化引起的。人类通过观察天体现象和自身的生理

现象，将二者联系对应起来，此即“天人相应”。“天

地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尸子·卷下》），我

们在说宇宙的时候，本身已将空间和时间统一起来。

以空间描述时间，空间的变化以时间表现。

３２　时空的连续性和循环性是季节和人体节律性
形成的关键　时间的特征是永恒的持续，但持续之
中又可以分成许多时刻和时段；空间的特征是不断

的延伸，但延伸之中也包含着许多点位和区域，这种

现象说明，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性与间断性的对立

统一［１７］。钱钟书先生引《易经·彖·坤》中“行地无

疆”，以《正义》“‘无疆’有二义，一是广博，二是长

久”。解释“无疆”，“疆”谓疆界，空间也，承“地”来，

以空之“广博”示时之“长久”。后世沿用，反忘“无

疆”二字本义之为空间矣。可见，古人的时空观中时

间和空间不仅互代，而且都呈现“无疆”这种连续

性。中国的时间观念则表现为与空间结构的契合

性，它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循环性的［１４］。

时空的循环性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多有体现。

《易经·泰》卦曰：“无往不复”；《颎冠子·环流》道：

“物极必反，命曰环流”；《庄子·则阳》：“得其环中

以随成。穷则反，终则始”；《吕氏春秋·大乐》言：

“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荀子·王制》：

“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中医理论受中

国古代哲学背景的影响，在阐释人体生理甚至“天人

相应”思想时，均体现出对时空连续、循环无端性的

认识［１８］。《黄帝内经·灵枢·营卫生会》对周期的

描述也呈一定的闭环式循环。如“营在脉中，卫在脉

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

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

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

４　“天人相应”的思想中更为强调的是人当顺应
“天”

在时空统一的基础上，时空的连续性和循环性

的结果是自然、宇宙、人活动的节律。中医在诊断、

治疗、养生方面的理论均能体现“天人”节律的相
应［１９］，由此也强调人当顺应“天时”。在诊断上，尤

其以四时脉法突出。“万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

变，阴阳之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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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素

问·脉要精微论》）此外，中医对于疾病的认识也归

纳总结出以下节律：“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

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

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

也”。（《黄帝内经·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疾

病的变化都与“天时”的节律相应；治疗方面，中医

理论强调顺应“天时”体现在“因地制宜”“因时制

宜”上。“因地制宜”前文在引《异法方宜论》原文时

已提及，此处不再赘述。中医理论中体现“因时制

宜”最具特点的是月相呈不同阶段时的不同治法治

则。“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

调之”。还强调不同阶段若不顺时、顺势而治，则会

加重疾病“因天之序…故日月生而泻，是谓藏虚；月

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命曰重实；月郭空而

治，是谓乱经”。（《黄帝内经·素问·八正神明

论》）；预防疾病、养生方面，中医认为“天”有一定的

正常变化规律，若人的生命活动节律能与“天”的节

律达成一致协调时，疾病则不会产生。“上古有真人

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中古之时，有至人者，和于

阴阳，调于四时…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其次有

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有贤人者，法则

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

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黄帝

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能应“天”之四时节律

变化，守天地阴阳节律之道，是益寿之道，是圣人之

道，告诫人们顺应“天时”十分重要。《黄帝内经·

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更是详细介绍了人应当如何

应“天时”以保证自身的生命健康。

５　结语
综上所言，中医 “天人相应”思想本身揭示

的是人处于自然、宇宙中与空间和时间的对应关

系，这种对应关系实质上是对“天人”时空结构的
描述。１）中医学从“元气论”出发，肯定了人、自然、
宇宙相互之间存在的空间状态。２）由于“元气论”
使得“天人互感”，随之确立了“天人相参应”。“参”

为“三”，是对“天人地”这种人与自然、宇宙所处的
空间结构的具体描述。３）以空间代时间，将人与自
然、宇宙形成的所有空间结构续而贯之便呈现出时

间结构。昼夜更替、四时流转实则描述的是地球月
球太阳之间的（宇宙位置）空间结构。４）时间描述
了空间结构的变化，加之时空的连续性和循环性，

“天人”空间结构的变化也呈现出循环性。一旦产
生循环，便有了对周期的认识。这种人体上的变化

规律就是人体生命活动的节律，也就是现在时间生

（下接第１０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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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相同部位的数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如在肺、

空肠、回场及结肠组织ＶＩＰ和ＳＰ的含量低氧组与正
常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 ＣＣＫ含量的测
定中，我们看到低氧和高氧组在肺与空肠的部位与

正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他数值的变化

虽然没有达到统计要求，但存在不同的趋势。由此

说明，外界环境对内在脏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且

具有物质基础。研究结果从理论上为中医学《黄帝

内经》“四时五藏阴阳”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生物医学

的依据，同时为我们依据中医理论开展临床诊治具

有指导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１］ＭａｒｔｌｉｎｇＣＲ，ｅｔａｌ．Ｉｎｎ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ｅｌ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ｎ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ｔｏｎｅ

ｉｎｔｈｅｐｉｇ［Ｊ］．Ｃｅｌｌ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ｓ，１９９０，２６０（２）：２２３．

［２］ＰｏｌａｋＪＭ，ＢｌｏｏｍＳ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ｎｃｌｏｓｅ

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ｔｏｆｍａ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ａｍｍａｌｓ［Ｊ］．ＥｘｐＬｕｎｇＲｅｓ，

１９８２，３（３４）：３１３３２８．

［３］段国辰，凌亦凌，谷振勇，等．八肽胆囊收缩素对家兔内毒素休克

时肺动脉张力的影响［Ｊ］．生理学报，２００３，５５（２）：２０１２０５．

［４］刘声．从上皮组织细胞变化分析肺与大肠相表里的内涵［Ｄ］．北

京：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１．

［５］冉丕盒．常压缺氧性大鼠肺动脉高压模型的建立［Ｊ］．衡阳医学

院学报，１９９４，２２（３）：２２９２３１．

［６］徐洪涛．新生鼠高浓度氧肺损伤机制及临界值的研究［Ｄ］．重庆：

第三军医大学，２００３：８９．

［７］熊忠．低氧对肺的影响与病理分析［Ｊ］．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５，１２（４）：５５５７．

［８］Ｏ′ＲｅｉｌｌｙＭＡ，ＭａｒｒＳＨ，ＹｅｅＭ，ＭｃＧｒａｔｈＭｏｒｒｏｗＳＡ，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ＢＰ．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ａｄｕｌｔｍｉｃｅ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ｖｉｒｕｓ［Ｊ］．ＡｍＪＲｅｓｐｉｒ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０８，

１７７：１１０３１１１０．

［９］ＴｏｒｂａｔｉＤ，ＴａｎＧＨ，ＳｍｉｔｈＳ，ＦｒａｚｉｅｒＫＳ，ＧｅｌｖｅｚＪ，ＦａｋｉｏｇｌｕＨ，Ｔｏｔａ

ｐａｌｌｙＢ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ｒｇ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ｏｒｍｏｂａｒｉｃ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ｉｎ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ｒａｔｓ［Ｊ］．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２００６，２１：８５９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９３９４．

［１０］王思，曹旭，刘冬妍．新生大鼠高氧动物模型肠道 ＡＫＴ的变化，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７（４２）：６７９６８１．

［１１］刘博，刘雪燕，李娟，等．持续高氧暴露降低新生大鼠肺组织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Ｊ］．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２００５，７（５）：４４７

４４９．

［１２］田名洋，李青，郑兴惠，等．Ｐ物质通过 ＭＡＰＫｓ信号通路缓解早

产大鼠高氧肺损伤［Ｊ］．基础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６，３３（３）：３５９３６２．

［１３］徐凤丹，王优，吴文，等．高氧暴露对新生小鼠肺部炎性反应及纤

维化的影响［Ｊ］．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７，１４（２６）：２１２４．

［１４］段国辰，凌亦凌，谷振勇，等．八肽胆囊收缩素对家兔内毒素休克

时肺动脉张力的影响［Ｊ］．生理学报，２００３，５５（２）：２０１２０５．

［１５］ＲｕｂｉｎＳ，ＬａｃａｚｅＭＴ，ＣｈａｉｌｌｅｙＨＢ，ｅｔａｌ．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ｐｒｏ

ｔｅｉｎＡ（ＳＰＡ）ｉ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ｂｙｅｐｉｔｈｅｈａｌｃｅｌｌ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ｉｎ

ｔｅｓｔｉｎｅ［Ｊ］．ＪＢｉｏｌＣｈｅｍ，１９９５，２７０（１９）：１２１６２１２１６９．

［１６］ＭａｇｇｉＣＡ，ＧｉａｃｈｅｔｔｉｄｅｙＲＤ，ｅｔａｌ．Ｎｅｕｒｏ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ａ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ｏｆａｉｒ

ｗａ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Ｖａｓｏ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ａｃｈｙｋｉｎｉｎｓ［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Ｒｅｓ，１９９５，７５（２）：２７７．

（２０１８－０４－１５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上接第１０９４页）
物学或时间医学研究的内容。其五，在发现了人体

与自然、宇宙在节律上的相似性甚至一致性，“天人

相应”的思想由此延伸至人需“顺应天时”的思想。

综上，将“天人相应”本质视为一种“天人”空间结
构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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