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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伟教授应用同心圆理论治疗热证胎动不安∗

高　 璐　 毛常峰△ 　 赵　 威

　 　 摘要：母病及子，子病及母。 母子关系密切相连，就如同心圆一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张大伟教授借鉴前人之经验，结合自己

的临床体会，从升降论治热证胎动不安中悟到同心圆理论的奥秘。 通过深入阐述，尤其是阴阳、五行的辨证关系以及热证保胎类药物

的气味归经上提供新的视野。 使整个孕期顺应圆运动的规律，恢复母体气机圆运动，使外圆内圆和平运动，相互影响则使母子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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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动不安是指在妊娠期间，妇人出现腰酸、腹痛、
下腹下坠，或伴有少量的阴道出血为特征的一类疾病，
属于常见病，也属于疑难病。 历代医家论治胎动不安

多从“阴阳说”“寒热说”“营卫说”等出发。 中原妇科

对胎动不安有独特的阐述，例如门氏妇科的“肾气学

说”，庞氏妇科的“清热说”。 张大伟教授主任医师，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业学

术经验指导老师，师承全国名老中医妇科专家庞清治，
为中原庞氏中医妇科第七代传承人。 他根据自身临床

经验，通过对临床上热证胎动不安的用药体会进行总

结，在治疗方面提供新的临床思路，以供同道分享。

同心圆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例如钟表、门锁、轮
胎。 而在人体也很多见，例如眼睛、乳房。 该理论最早

从建筑学而来，通过中医取象比类的方法，以同心圆为

象，母体为外圆，胎儿为内圆，外圆带动内圆的运行，内
圆源源不断吸收外圆的营养。 如果从五行关系上来阐

述，肾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肾水随肝气从左侧上济心

火，心火随肺胃胆之气下温肾水，起到水火既济的作用，
这种气机的运转在母体内如一外圆、大圆，推动外圆运

转的是中焦的脾土。 婴儿在母体内同样有气机的圆运

动，婴儿的气机运转就是内圆、小圆。 推动小圆运转的

枢纽，是来自母体的脐血，母体的精微物质通过脐带濡

养婴儿，就像婴儿的中焦枢纽，推动婴儿气机的圆运动。
母体大圆的运转，通过脐带这个通路推动小圆的运转，
形似同心圆，同频率地做圆运动，这就是同心圆理论。
正常情况下，母亲营养充足，胎儿得到滋养孕育，达到阴

阳平衡。 而如果母亲肾气不足，则无法灌溉滋润胎儿。
母体气血不足，则势必导致胎儿津液气血不足，也无法

维系胎儿的营养。
１　 古代哲学与同心圆理论

１. １　 天人一体与同心圆理论　 天人一体论是指：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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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万物之一，与天地万物有着共同的本源。 此理论是

中医整体观的重要体现，在许多古代经典中都能找到

出处，而同心圆在此之中也能找到理论依据。 浑天说

认为，天为外圆于外，地为内圆于内，和平而处。 《素
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１］。 “人以

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在这段论述中清晰地描述

了天地合一，孕育为人，人得以生长发育，有赖于天地

之气化生滋养。 故天地合一为外圆，人类孕育其中为

内圆。 《明于阴阳⁃中医的概念与逻辑》 ［２］ 中提出将人

体看为一个“小天地”，处于天地这“大天地”之中，大
天地乃升降作用而成，小天地则一呼一息而成。 而一

年的五行圆运动，要归纳一日看；而一日的圆运动，要
归纳一息看。 中医理论强调天人一体，强调取类比象。
就像古代典籍中记载人的眼睛可分为瞳仁、白睛、黑
睛，三者皆为同心圆。 除此之外，人本身也是一个有机

整体，古有五脏一体观，也有形神一体观。 妇人由于有

女子胞这一内生殖器官，全身气血精液灌注于女子胞，
女子胞的主要功能是主持月经和孕育胎儿的作用。 月

经的正常来潮与脏腑关系密切，特别是心肝脾肾。 当

脏腑气血安和，血脉流畅，血海充盈，则经候而至。 清

代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下卷》曰：“女子之胞，
一名子宫，乃孕子之处”，女子月经正常来潮，氤氲之

时，两精相合，孕育胎儿，受孕之后，月经停止，全身经

络气血精液下注于子宫之内，以滋养孕育胎儿［３］。 胞

宫即具有脏的“藏”，又有腑的“泻”，故藏泻有序。 若

因先天禀赋不足、肾气虚弱或经血不足，冲任不能通

盛，子宫蓄藏阴精匮乏，藏而不泻则导致胎动不安。
１. ２　 五行与同心圆理论　 五行之间相生而出，处于圆

运动之中，旋转而动，互相制约。 五行相生，是指五行

中某一行对其子行的资生、促进和助长。 《难经》将此

关系比喻为母子关系［４］。 “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

子。 “母病及子，子病及母”。 张教授将此母子关系比

喻为同心圆。 母子本为同心，特别是在妊娠期，即同

体，本一心，外圆为母体，内圆为胎儿，脐带连接二者输

入气血精液。 外圆生化或资源不足，必引起内圆生长

发育迟缓。 而内圆本身先天不足，势必影响外圆运行

速度。 其本身也为同心圆。 六气圆运动图中脾胃属土

主中宫，脾胃二者一升一降，形成中气内圆在内［５］；心
肝肾肺在外相生则和，相克则平，皆圆运动自身维持，
血生于木土，气海于金水，而土则为四象之中气，故养

胎之要，首在培土。 脾胃运转水谷精微为有形之体皆

能载气， 正常的脾升胃降对气机的调畅有推动

作用［６］。
１. ３　 营卫气与同心圆理论　 水谷入胃，化生气血。 气

之彪悍者行于脉外，布于皮毛肌肉而在外属阳，有保护

人体，避免外邪入侵的作用称之为卫气。 而血之精专

者，行于脉中，营运不休，化为血液属阴者称之为营气。
正如李今庸《古医书研究》描述的，卫气循环于人体一

周［７］。 《灵枢·营卫生气》曰：“卫气于脉外，营气于脉

中，阴阳相灌，如环之无端”。 营气本身灌注于全身，
内濡五脏六腑，外达四肢百骸，终而复始，营周不休。
卫气为外圆，营气为内圆，《难经》中提出营卫相随，相
互联系，一属阴，一属阳，相附而行，非谓其同行于一经

也，各自均有各自的运行；二者阴阳相互调节，故营卫

和则体温、汗液均正常；营卫失和，会导致抵御外邪的

能力下降，疾病丛生。 也符合同心圆理论。
１. ４　 圆运动与同心圆理论　 古中医学派强调大气、阴
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络、药物的气味等，可以说古中

医学蕴含着丰富的圆运动思想，圆运动思想在一定程

度上把握了中医学的基本内涵，而彭子益所著的《圆
运动的古中医学》 ［８］ 总结前人的经验，首先提出了圆

运动的概念。 中医学习先认识阴阳五行六气，须识二

十四节气，而二十四节气圆运动图，即是同心圆。 内圆

为太极阴阳图，外圆为二十四节气图。 其书提出“中
土之气旋转于中央，木火有中气……中气如轴，四维如

轮”。 而本身轴与轮的关系也是同心圆，轴运轮行，轮
运轴灵，轴则旋转于内，轮则升降于外。 而运动圆是中

医之生理，是同心圆的理疗基础，黄元御的《四圣心

源》为“诸书之会极”，全面反映了黄氏“天人合一，一
气周流，土枢四象”的学术特点。 此书提出太极阴阳

为内圆，八卦为外圆，这一思想其实都有同心圆的理论

概念在内［９］。
２　 同心圆理论对胎动不安的治疗

在中医对胎动不安的治疗中，是以胎元正常与否

为前提。 胎元正常，则治病与安胎并举，如母病导致胎

动不安，重在治病，病去则胎自安；如胎动不安导致母

病，重在安胎，胎安则病愈。 二者同心同体，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 张教授根据孕妇生理上的特殊情况，将妊

娠病的发病机制概括为以下 ３ 个方面。
２. １　 胎前易生热 热在妊娠病的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

用　 怀孕之后母体阴血下注冲任以养胎，阴血有限，聚
以养胎，易使母体阴血偏虚，阳气偏旺，则血热内生。
此“胎前一盆火”之主要原因。 此外，孕后因七情所伤

郁而生热；因房事合多，致相火上炎；因好食炙煿辛辣

肥甘之物致胃火内生而生胎热等，“热”贯穿在妊娠病

的全过程，张教授对胎前之热尤其重视，认为“热”是

导致妇女在妊娠期间发生疾病的基本病因之一。
２. ２　 妊娠气必滞 气滞则血阻 湿郁　 因胎之既成，由
母之气血聚而养之，胎儿渐长，腹中增一有形之物，则
升降之气必滞，血气不调，母体运行不畅，胞络受阻，外
圆无法运行。 气机升降失调又易形成气滞湿郁，痰湿

内停。 此外内圆之胎儿逐月增大，闭藏母腹，运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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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又易造成水湿浊气闭藏于内，湿化成毒。 气机不

畅，肝气不舒，常致胎儿内圆失常，导致母体外圆情绪

不佳。
２. ３　 胎前之虚 主要责之脾 胃 肾 肝　 脾胃为后天之

本，气血化生之源，统摄之本，对胞宫、血海有供养和

管束作用；肾主藏精而关乎生殖，胞脉系于肾；肝藏

血，女子以血为本，且胞脉附属于肝，故有女子以肝

为先天之说。 脾胃健则血有所生，肾精肝血充足则

胎有所养，自无胎堕之虞。 如脾胃素虚，孕后活动较

少，甚至长期卧床休息，脾胃之运化不良，则化源必

不足。 加之孕后精血聚以养胎，特别是胎成形后，发
育较快，精血更为不足，肾肝亏损，胎失所系，失其所

养，则诸证丛起。
２. ４　 庞氏安胎汤为治疗热证妊娠病的基本方剂　 庞

氏安胎汤的具体组成：黄芩 １０ ｇ，金银花３０ ｇ，蒲公英

３０ ｇ，紫苏梗 １５ ～ ２０ ｇ，知母 ３０ ｇ，茯苓３０ ｇ，荷叶 １０ ｇ，
白术 １０ ｇ，砂仁 ６ ～ １０ ｇ，山萸肉 ３０ ｇ，白芍 １０ ｇ，甘草

４ ｇ。功用：清热养阴，理气安胎［１１］。 本方主要依据“胎
前多热、妊娠气必滞”，以及胎居母腹，赖孕母肾系、气
载、血养的理论而创立的。 “胎前一盆火”，孕后极易

生热，生热则胎易动，胃土降则心火下行而化水，脾土

升则肾水上交而化火，胎气在中，升降不利，乃水偏于

下润而火偏于上炎。 水润下者，火不交水而坎阳虚也，
火炎上者，水不济火而离阴弱也。 是故妊娠之证，故需

清热，方中用黄芩、金银花、蒲公英、荷叶、知母等大量

清热药清热安胎。 其中黄芩为清热安胎之圣药，方中

必用；知母尚可滋阴降火。 用此类清热安胎药物，迟而

中气回环，胃脾土升，于肾水相交，周而复始，同心圆二

者回环。 “气滞”是由于胎儿渐长，胎气一结，虚实异

位，大小反常，源于中气之壅阻也。 阴阳郁格，最易为

病，使气机升降失调，方中紫苏梗、砂仁均为理气和胃

安胎之要药，疏得一分气，养得一分胎，母体气机调畅

则胎儿安顺。 土为万物之母，胎隶于阳明，得母气而生

长，血生于木火，气化于金水，而土则四象之中气也，故
安胎之要，首在培土。 方中用白术、茯苓、甘草等健脾

益气之品，且白术为健脾安胎之要药，茯苓又具有宁心

安神作用，兼顾妊娠病患者多见精神紧张，心神不安之

症，且茯苓淡渗利湿解毒，白术燥湿运脾，与紫苏梗、砂
仁等合用，使得土运则清其火金而上不病热，暖其水木

而下不病寒。 木温而火清，则血流而不凝也，金凉而水

暖，则气行而不滞也。 气血环抱同心圆而煦之，形神巩

固，永无半产之忧也。 胎处胞宫，胞宫系于肾，附属于

肝，故方中选用山萸肉、白芍补血固肾安胎，肾虚较甚

尚可酌加续断、杜仲等补肾固胎之品。 全方合用，针对

孕期妇女的生理特点共成清热养阴、理气安胎之剂。
张教授临床常将本方作为治疗热证妊娠病的基本方，

广泛运用于妊娠疾病，特别是妊娠恶阻、妊娠腹痛、胎
漏、胎动不安、滑胎、母婴 ＡＢＯ 血型不合等。
３　 讨论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地气上为云，天气下

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形象地诠释了水气经低

热的加热变为水蒸气，上升为云；天气得寒，天气凝为

雨，下降至地面，滋润大地，根据这种水蒸气循环往复

的圆运动，清代医家黄元御创立了“一气周流”。 一气

周流理论就是根据《黄帝内经》的理论，取象比类，肾
水居于下位，随肝气上升之气，从左侧上济于心火，心
火从右侧肺肃降之气下温于肾水，使肾水得温，即为肾

水中的龙雷之火，肾水得肾阳温煦，随肝气上升，起到

水火济既作用，这种气机的环形运动，就是前面提到的

大圆，这种圆形运动正常运转，则阴平阳秘，阴阳和合。
一旦出现气机运转不畅，就会出现上热下寒的症状，严
重者阴阳离决。 在黄元御的理论中，推动大圆运转的

枢纽就是中焦，中焦如枢，通过脾升胃降的转运，推动

大圆的运动。 而肝气的上升也是伴随脾气的上升而上

升，即谓肝随脾升。 心火为君火，如阳光普照大地，这
种热能寄居于肝胆、肾、三焦，就是人体的相火，相火并

非都为病理之火，正常的相火就是生理之火，促进人体

新陈代谢和正常的气机运转，只有异常的相火才是病

理之火，即“少火生气，壮火食气”。 正常情况下，相火

随胆气下降，而胆气又伴随着胃气下降而下降，即胆随

胃降，当胆气不随胃气下降时，就会出现口苦，反酸，失
眠等临床症状，总之，中焦枢纽就是推动全身气机运转

的枢纽。
同样，作为母体内的胎儿也具有自身气机的运转，

脾胃也是其中焦运转的枢纽，胎儿处于母体时是无法

从口中进食的，其营养物质的摄取就是通过母体脐带，
这个脐带就是胎儿的中焦枢纽。 通过源源不断地营养

物质供应，母体中的胎儿的气机才能正常地运转，以母

体大圆推动胎儿的小圆的运转，母体气机运转正常，胎
儿健康成长；母体气机运转失常，或因肾气不足，或因

气血不足，或因血热就会出现胎动不安，甚至滑胎的

情况。
同心圆理论形象地诠释了热证胎动不安的病理生

理过程。 “母病及子，子病及母”。 儿病治母，也是一

种中医治疗方法，而母子关系密切相连，就像同心圆一

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胎动不安不但影响孕妇的身

体健康，也妨碍妊娠的继续和胎儿的正常发育，严重者

可威胁性命，因此必须重视胎动不安的预防和发病后

的治疗。
内圆和外圆相互带动，同心而生，在妊娠期间，

胎儿在母体之中，只有胎儿气血精液充足，则母体也

能充足；而母体阴阳平衡，脏腑和顺，自然而愈。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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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先改变母体本身的环境。 正如《沈氏女科辑要》
云：“人身脏腑接壤，腹中增一物，脏腑之机括为之不

灵”。 中医历来倡导整体观，故在胎动不安中，以同

心圆而类比胎儿和母体的关系。 张教授通过同心圆

运动的理论分析热证胎动不安发生的病因病机及治

疗，顺应同心圆运动的规律，使土火以生长之，金水

以收成之，土气充盈，四维寄望，涵养而变化之，五气

皆足，十月而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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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气机升降理论浅谈脾胃系病证∗

彭幽幽１ 　 王　 振２

　 　 摘要：脾胃病为消化系统疾病的常见病症，是一系列脾胃功能失调的病症，与人体气机升降失调有着密切关系。 此文基于气机

升降理论，从脏腑、经脉、药物等多个层面逐层展开脾胃病的辨治，气机升降失调是疾病发生的原因，脏腑升降失衡是疾病发生的关

键，三焦、任督二脉升降失衡是疾病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利用药物的性味升降是疾病治疗和转归的关键因素。 在脾胃系病证的

调治过程中，用药物性气之偏调人体气机升降之偏，调畅脏腑、三焦、任督脉的气机，进而恢复正常的脾胃功能。
　 　 关键词：脾胃系病证；中医学；升降理论；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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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胃系病证包括胃痛、腹痛、泄泻、呕吐、痞满等一 系列脾胃功能失调的病证。 升降理论是中医学的重要

理论之一［１］，气机升降正常则机体气血阴阳调和，若
气机升降失常则百病丛生，尤以脾胃系病证最为常见，
因此气机升降失调是脾胃系病证的关键病机［２ － ４］。 本

文梳理了气机升降理论的源流与发展，并基于气机升

降理论从脏腑、经脉、药物等多个层面展开脾胃病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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