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９ＣＢ５２２７０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项目（８１５７３８４０）
作者简介：李立华（１９８３０８—），女，博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四时五藏阴阳的文献、实验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ｉｈｕｉｂｅａｒ＠１２６ｃｏｍ
通信作者：郭霞珍（１９５０１１—），女，硕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四时五藏阴阳”理论的文献整理与实验研究；“五脏应时”说的
理论、临床和实验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ｘｉａｚｈｅｎ＠１２６ｃｏｍ

基于“四时五藏阴阳”理论整体论思想的研究

不同含氧量对大鼠肺、肠组织 ＶＩＰ、ＣＣＫ
及 Ｐ物质表达影响的实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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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大鼠在接受不同的氧含量的刺激下，肺与回肠、结肠、空肠组织上的血管活性肠肽、Ｐ物质、胆囊收缩素
的不同，探讨中医藏象的科学内涵，以及“四时五藏阴阳”理论整体论思想在中医学脏腑概念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方法：

２７只ＳＤ雌性大鼠，分成高氧组、低氧组、正常组，每组９只。正常组正常饲养；低氧组（１０±１）％低氧刺激，高氧组（４０±
３）％高氧刺激，２组均每天刺激８ｈ，共７ｄ。用放射免疫分析的方法分别检测３组大鼠肺、回肠、结肠以及空肠的 ＶＩＰ、
ＣＣＫ、ＳＰ含量变化。结果：正常组：肺与空肠组织上的血管活性肠肽、Ｐ物质、胆囊收缩素的表达有显著差异，而回肠、结肠
组织没有。高氧组：肺与空肠上的血管活性肠肽、Ｐ物质的表达具有显著差异，而回肠、结肠组织没有；肺与回肠、结肠、空
肠组织上的胆囊收缩素表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氧组：肺与空肠组织上的血管活性肠肽、胆囊收缩素表达比较有

统计学意义，而回肠、结肠组织上没有；空肠、回肠组织上的ｐ物质表达有统计学意义，而结肠组织上没有。说明变化与外
界环境有关。结论：在生理状态下，肺、回肠、结肠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密切。血管活性肠肽、Ｐ物质及胆囊收缩素这３种物
质是肺与大肠之间机能相关的物质基础，其变化与外环境相关，这为中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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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含氧量；表达差异；肺合大肠；血管活性肠肽；胆囊收缩素；Ｐ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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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四时五藏阴阳”理论的整体论思想分析，
中医五脏是以五脏为中心的内合六腑、五官、五体、

五华、五音等组织结构与功能作用，通过经络的连

属，成为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

础。自《黄帝内经》以降，中医学从五脏为中心所构

成的五大功能系统角度认识人体脏腑的思想，已经

成为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要素，是中医学理论

体系认识脏腑的独特的思维模式。其中肺和大肠之

间通过经脉络属的关系构成了表里联系。它们在生

理、病理上都能相互影响。而研究人员在对两者生

物相关的实验研究中发现，血管活性肠肽、Ｐ物质、
胆囊收缩素这３种物质都肺、肠组织上表达，从而提
示其有可能是肺与大肠相关联的物质基础。

生物学研究来看，Ｐ物质广泛分布于神经纤维
内，是可在外周端末梢及中枢端释放的一种神经肽

物质。在经络研究中认为它可能是经脉信息传递的

重要物质。血管活性肠肽（ＶＩＰ）是神经递质的一
种。主要由肠道神经元释放，存在于中枢神经和肠

神经系统中。在生物体内它既是胃肠道激素，又是

神经肽。其功能多样，在肺能降低肺动脉压，松弛支

气管平滑肌；在消化系统的主要作用是舒张肠道平

滑肌，许多胃肠道疾病都与ＶＩＰ水平变化有关，是目
前研究胃肠道疾病的重要指标之一。有研究证实肺

血管周围分布着有Ｐ物质和ＶＩＰ阳性反应的神经纤
维［１］。胆囊收缩素（ＣＣＫ）是一种脑／肠激素。它可
以作用肠道平滑肌，使之兴奋收缩。研究也已经证

实肺组织上存在少量胆囊收缩素［２］，它与肺脏的疾

病有密切关系［３］。我们的前期研究显示，在组织胚

胎学方面，大鼠的肺、气管都是由原肠的前肠发展而

成。结构来源相同被认为是“肺与大肠”相表里的

结构基础［４］。研究可见 ＶＩＰ、Ｐ物质及 ＣＣＫ这３种
物质对肺与空肠、回肠、结肠的功能关系紧密。因

此，本研究结合肺、肠之间的“神经———内分泌”相

关研究，依据“天人相应”“四时五藏阴阳”理论的整

体论思想，按照自然气候环境不同空气中含氧量也

有差别的现象，我们选择了观察不同含氧量环境下

饲养的大鼠，研究它们存在于肺肠组织之间的物质

是否变化一致性，作为提供肺与大肠相合的可行性

基础，以探讨中医藏象的科学内涵，以及“四时五藏

阴阳”理论整体论思想在中医学脏腑概念形成中的

作用和地位，并为其提供生物医学的依据。

由此，我们建立了正常组（常态下饲养）和低氧

组、高氧组３个实验组，观察不同含氧量环境下饲养
的大鼠肺、肠组织 ＶＩＰ、ＣＣＫ及 Ｐ物质的表达，实验
过程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动物　实验动物选择的健康雌性ＳＤ大鼠由
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大鼠体

重控制在１８０～２００ｇ之间。其中每组各９只，共２７只。
１１２　试剂与仪器　用于大鼠饲养的鼠笼为可变
氧饲养箱。该饲养箱由本课题组设计，通过凌云博

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代为生产。电子天平（ＤＴ
系列），购置于北京天平物华医疗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燃料电池氧分析仪 ＣＷ２０００ＱＲ，由北京精微
恒氧技术开发中心生产。氧气与氮气，皆购于北京

朝红平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血管活性肠肽（ＶＩＰ）、Ｐ
物质（ＳＰ）、胆囊收缩素（ＣＣＫ）的试剂盒购于北京华
英生物技术研究所。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分组与模型制备　低氧组大鼠模型的制备
参考以往的成熟模型［５］。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将

９只大鼠置于可变饲养箱中。以１０Ｌ／ｍｉｎ的速度输
入氧气，使氧浓度维持在（１０％ ±１）％，保持箱内氧
浓度不变。

高氧组大鼠模型的制备［６］参考以往的文献制备

模型。随机选取９只大鼠放置于鼠笼中，以 １０Ｌ／
ｍｉｎ输入氧气，当氧气浓度达到４０％后，再持续输入
氮气（１～２Ｌ／ｍｉｎ）使氧浓度维持在（４０％ ±３）％，
保持氧浓度不变。

正常组大鼠不做任何处理，在正常代谢笼中喂

养。

１２２　干预方法　低氧组大鼠和高氧组大鼠每天
分别给予低氧、高氧刺激，持续８ｈ，温度维持在２５
℃，湿度６０％～７０％。正常组大鼠不做任何处理。３
组都在造模７日后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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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检测指标与方法　７ｄ后取材：将肺、回肠、
结肠、空肠组织取出后，用生理盐水清洗后，放置于

－２０℃冰箱保存。检测指标 ＶＩＰ、ＣＣＫ、Ｐ物质均用
放免试剂盒进行检测。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统计
学处理，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环境含氧量不同对大鼠肺、肠组织的影响　在
这个研究中，我们将把实测到的每组各部组织数据

进行统计，并将低氧与高氧组分别与正常组进行两

２组间比较，观察不同含氧量环境下饲养的大鼠肺、
肠组织ＶＩＰ、ＣＣＫ及 Ｐ物质的表达所存在差异的情
况，确认环境含氧量不同对大鼠肺、肠组织的影响状

况。

２１１　各组大鼠肺、空肠、回肠、结肠组织上的 ＶＩＰ
含量比较　数据统计结果说明：在低氧组和高氧组
的回肠及结肠组织实测到的 ＶＩＰ含量，分别与正常
组实测到的回肠及结肠组织 ＶＩＰ含量进行比较，有
统计学意义。低氧组与正常组肺、肠组织的 ＶＩＰ含
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图１。

图１　各组大鼠肺、空肠、回肠、结肠组织上的ＶＩＰ含量比较

２１２　各组大鼠肺、空肠、回肠、结肠组织上Ｐ物质
含量比较　数据统计结果说明：在低氧组和高氧组
的肺、空肠、回肠及结肠组织上测到的ＳＰ含量，分别
与正常组测到的肺、空肠、回肠及结肠组织 ＳＰ含量
作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图２。

图２　各组大鼠肺、空肠、回肠、结肠组织上Ｐ物质含量比较

２１３　各组大鼠肺、空肠、回肠、结肠组织上 ＣＣＫ
含量的比较　数据统计结果说明：在低氧组和高氧

组的空肠部位实测到的ＣＣＫ含量，分别与正常组实
测到的空肠部位 ＶＩＰ含量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２组在回肠与结肠部位的ＣＣＫ含量与正常组
在回肠与结肠部位的ＣＣＫ含量进行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但能看到下降的趋势。见图３。

图３　各组大鼠肺、空肠、回肠、结肠组织上ＣＣＫ含量的比较

　　从上述分别在低氧、高氧与正常环境中饲养的
３组大鼠，所测得的肺、肠组织ＶＩＰ、ＣＣＫ及Ｐ物质的
表达数据来看，低氧和高氧环境下饲养的与正常环

境下饲养的存在差异，尤其是在一些相同部位的数

值有统计学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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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

有不同。由此说明，外界环境对内在脏腑的影响是

客观存在的，具有物质基础。

２２　不同含氧量对大鼠肺肠组织的影响　在这个
研究中，我们将对低氧、高氧与正常组组内肺组织与

各肠段组织ＶＩＰ、ＣＣＫ及Ｐ物质的表达分析，分别把
实测到的每组肺与各肠段组织数据进行统计，探讨

肺与肠相关性联系的生物学基础。

２２１　不同含氧量环境对大鼠肺组织与各肠段组
织ＶＩＰ含量的影响　实验观察了在不同含氧量环境
中饲养的大鼠的状况，并对其肺组织与各肠段组织

ＶＩＰ含量的相关性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实验结果
说明，３个组在大鼠肺与回肠、结肠组织上的 ＶＩＰ含
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肺与空肠组织上的ＶＩＰ含量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２　不同含氧量环境对大鼠肺组织与各肠段组
织ＳＰ含量的影响　我们对在不同含氧量环境中饲
养的大鼠的肺组织与各肠段组织 ＳＰ含量的相关性
变化进行了测定、比较与分析。实验结果说明，３个
组在大鼠肺与结肠组织上的 ＳＰ含量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每一组的肺与空肠组织上的 ＳＰ含量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低氧组的肺组织与回肠组织上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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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３　不同含氧量环境对大鼠肺组织与各肠段组
织ＣＣＫ含量的影响　我们对在不同含氧量环境中
饲养的大鼠的肺组织与各肠段组织 ＣＣＫ含量的相
关性变化进行了测定、比较与分析。实验结果说明，

３个组在大鼠肺与回肠、结肠组织上的 ＣＣＫ含量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在高氧组肺与空肠组织上的ＣＣＫ
含量也不存在统计学意义。正常组与低氧组的肺组

织与空肠组织ＣＣＫ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结果可见，正常组大鼠的肺与空肠比较，

ＶＩＰ、ＣＣＫ、ＳＰ的含量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回肠、
结肠上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低氧
组的肺与空肠上的 ＶＩＰ、ＣＣＫ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而回肠、结肠上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肺与空肠、回肠上的 ＳＰ表达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结肠上表达无明显区别。
高氧组肺与空肠比较，ＶＩＰ、ＳＰ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回肠、结肠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肺、空肠、回肠、结肠上的ＣＣＫ表达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上述结果可见与肺和大肠相
关的物质，在外界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同

步的变化特点，证实中医学肺合大肠的观点存在生

物学基础。

３　讨论
３１　环境含氧量不同对大鼠整体状况的影响　我
们知道人体生存依赖的氧浓度为（２０±１）％。如果
氧浓度低至（１０±１）％的情况下，视为低氧状态。低
氧下气体交换障碍可形成呼吸衰竭，对肺的直接影

响尤为严重［７］，以往的研究发现，在低氧刺激下，肺

部明显水肿，组织膨大，血管壁弹性下降且变硬，还

有个别瘀血现象。在造模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大

鼠不仅出现肺脏组织的病理学改变，大肠也出现粪

质坚硬等病理改变，结合相关物质的检测，说明低氧

同时对肺和大肠均产生刺激作用。

目前把氧浓度达到８０％～１００％的为高浓度氧；
达到６０％～７０％的为中浓度氧。长期高氧状态可引
起一定的毒性作用，使机体抵抗力下降，可加重流感

病毒对新生鼠的感染［８］；长期高氧影响肠空泡形成

使吸收能力下降，以及肠浆膜和亚黏膜血管舒张［９］。

持续高氧（氧浓度为９５％）刺激，还可降低肺组织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１０］，从而影响肺功能。７ｄ后，会导
致大鼠肺组织的病理改变［１１］，肺组织可见出血和炎

性反应细胞浸润［１２］并且持续高氧刺激，ＳＰ含量明显
降低。本次实验高氧模型大鼠一般状态良好，没有

显著变化，与以往的文献报告的大鼠在高氧状态下，

一般在７～１０ｄ开始出现活动能力下降、毛无光泽、
呼吸急促、有发绀不太相符［１３］，且未出现便质坚硬

等大便改变，究其原因，可能是我们为了观察在生理

状态下，高氧对肺肠组织的影响及这两者的相关性，

对氧浓度的选择维持在（４０±３）％，属高氧浓度的最
低限，氧含量未为达到病理状态下的高氧刺激，所以

相关组织器官未出现异常。

３２　肺与大肠具有表里关系的神经内分泌物质基
础　肺通过口鼻与外界直接相通，是体内外气体交
换的场所，在内与大肠相连属。实验中我们分别对

３组实验大鼠的整体状况进行了观察与记录，结果
可见，正常组大鼠在此过程中，一般状态没有改变，

大便柔软，易于排出。高氧组大鼠在造模及取材过

程中发现，大鼠一般状态良好，与造模前比较没有明

显变化，且未出现便质坚硬等大便改变。低氧组大

鼠在造模后４ｄ开始出现大便减少，粪质较硬。７ｄ
后发现：肺部有损伤，出现瘀血，肺组织颜色与正常

组大鼠比较明显变暗。结肠有干结粪便聚集现象。

由此证明，外界饲养环境的改变对动物是有影响的，

“四时五藏阴阳”理论强调内外一体，人与自然相通

应以外可以测内的思想，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

五脏内合于六腑，是《黄帝内经》“四时五藏阴

阳”理论整体论思想认识五脏的一个内容之一。大

量的临床实践验证，肺失宣肃，腑气不降，则大肠传

导功能失调；腑气不通，影响肺的“主气”功能，则出

现肺气不宣的病证。近年来，学者们对肺与大肠相

合的关系从形态结构、物质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研

究，发现它们的结构来源相同［１４］，且存在共同的物

质联系［１５］；由于存在共同的物质基础，所以在病理

状态下互相影响［１６］。据此本研究从“肺合大肠”的

观点切入，结合外界氧含量环境的变化，观察大鼠

肺、肠组织ＶＩＰ、ＣＣＫ及Ｐ物质表达状况，以探讨《黄
帝内经》结合外界自然变化探讨内在脏腑功能，这一

思维模式具有一定的科学内涵。

实验结果发现：血管活性肠肽、胆囊收缩素、Ｐ
物质虽然在肺与空肠、回肠和结肠上都有表达，但根

据此次实验结果，肺、回肠、结肠组织上的表达差异

最小。在生理状态下，这３种物质表达仍然表现出
变化的稳定性一致性。故我们认为肺和大肠在生理

状态下，具有稳定的生理相关性。血管活性肠肽、胆

囊收缩素、Ｐ物质有可能是肺合大肠的神经内分泌
物质基础。这３种物质的表达在高氧与低氧实验组
与正常组的比较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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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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