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或中位数都处于参考值范围内，故上述肾功能和电解质指标

的变化对人体的影响可能很小。

由此可见，中医禁食疗法治疗 Ｔ２ＤＭ的总体安全性良好，
同时该疗法具有显著的降糖和减重效果，很有推广应用价值。

本研究是回顾性病例总结报告，未进行随机对照研究设

计，研究结果仅仅表示短期内中医禁食疗法对肾功能和血清电

解质的安全性良好，中医禁食疗法对肾功能和血清电解质的长

期影响有待随访观察；然而，本研究也将为今后的深化探讨打

下较好基础。本课题组拟进行随机对照前瞻性研究，准备同时

进行动物实验，从肾脏病理、形态结构与功能、肾脏内分泌水平

等方面进行探讨，力图深化中医禁食疗法治疗Ｔ２ＤＭ的安全性
研究，以及探讨其中的相关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１］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中国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２０２０年
版）［Ｊ］．中华糖尿病杂志，２０２１，１３（４）：３１５－４０９．

［２］　李辉，肖明中，李恒飞，等．中医禁食疗法专家共识（征求意见稿）
２０１９年第 １版［Ｊ］．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２０１９，２９（６）：

５７７－５８０．
［３］　詹华奎．诊断学基础（第３版）［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９：７６，２７２－２７９．
［４］　尚红，王毓三，申子瑜．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四版）［Ｍ］．北

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７：２４３－２５２，３０７－３１３．
［５］　邹大进，张征，纪立农．缓解２型糖尿病中国专家共识［Ｊ］．中国

糖尿病杂志，２０２１，２９（９）：６４１－６５２．
［６］　柯斌，师林，张俊杰，等．加味苓桂术甘汤联合短期禁食治疗单纯

性肥胖患者的安全性研究［Ｊ］．中国中医药科技，２０１３，２０（２）：
１１２－１１４，１０３．

［７］　ＺＨＡＮＧＪＪ，ＷＵＺＢ，ＣＡＩＹＪ，ｅｔａｌ．Ｌ－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ｄ
ｆａｓｔ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ａｔｉｇｕｅ，ｈｕｎｇｅｒ，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ｕｄｙ［Ｊ］．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４，１３（７３）：１１０．

［８］　钟赣生．中药学（新世纪第三版）［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７：６１，１９２－１９４，２２４，２９８，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５，３８４－３８５．

［９］　王庭槐．生理学［Ｍ］．９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９：
２２６－２５５．

实 用 中 医 内 科 杂 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２０２３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１２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２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７８１３．Ｚ２０２２２４１５

从“一气周流”论治功能性消化不良伴情志异常

陈鑫１，刘万里２，吴昊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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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黄元御的核心理论思想为“一气周流，土枢四象”，中土健运，周身气血运行和畅，百病不生。从“一气周流”角
度出发探讨功能性消化不良伴情志异常，认为中虚不运，升降气窒为发病的根本原因。中气为金木升降之轴，水火交济

之枢，故中气虚滞则金木郁痹，中阳不足累及元阳则水寒不生，从而气血不和，情志失调。故健运中焦，扶阳抑阴需贯穿

始终，并通过调肺理肝、温肾暖脾以助中焦斡旋、调畅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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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性消化不良（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ｙｓｐｅｐｓｉａ，ＦＤ）是临床常见的
功能性胃肠疾病，以上腹部不适感为主要症状包括上腹部疼

痛、烧灼感、餐后饱胀及早饱感，伴随恶心呕吐，嗳气，大便不成

形等［１－２］。该病的发生与饮食习惯、精神心理因素相关，发病

率及复发率高，不同程度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中医古籍文

献中对ＦＤ病名没有记载，临床现多将其纳入“胃痛”“胃痞”
等疾病范畴。中医学认为该病的主要病机为中虚气滞，与气、

血、痰、食等郁积相关［３］。中医药治疗该病在改善上腹部胀

痛，早饱、调节情绪等方面相对于西药优势显著，复发率低，且

无明显不良反应［４－５］。本研究通过黄元御“一气周流”法探讨

ＦＤ伴情志异常的病机及治疗，以期身心同治，提高临床疗效。
１　“一气周流”的内涵及临床意义

黄元御提出：“气含阴阳则有清浊……清浊之间，是谓中

气，中气者阴阳升降之枢纽，所谓土也”；“枢轴运动，清气左

旋，升而化火，浊气转，降而化水”［６］２，“一气周流”则是后世对

黄元御核心理论思想的总结。“一气”即中气，“中气者，阴阳

升降之枢轴，所谓土也”。“周流”即是指中气在体内呈圆运动

流转，具体表现为中气左旋为己土，中气右旋为戊土。己土左

旋阳升为肝木，木气上升化心火；戊土右转阴降为肺金，金气下

敛为肾水。水、火、木、金为四象，四象轮转，阴阳气交，周流循

环。黄元御认为，中气通过阴阳升降运动，从而化生气血、精神

以调节五脏生理及情志活动［６］。

２　从“一气周流”认识ＦＤ伴情志异常的病机
２．１　中气衰弱，土湿不运

“脾为己土，以太阴而主升，胃为戊土，以阳明而主降，升

降之权，则在阴阳之交，是谓中气”［６］５２。中气以升降为要，饮

食水谷入胃，质地清轻者由脾气升散至心、肺，质地重浊者由胃

气推动下输至肠道。故中气健旺则戊己转运升降正常，气血生

化有源，气机和畅。若中气不足，则水谷不化，壅滞中焦，己土

不能左旋升清，戊土不能右转降浊，因而出现腹胀腹痛，食少，

腹泻或便秘等消化不良的症状。脾气下陷，胃气上逆，导致肝

胆气机郁滞，胆汁排泄异常，亦会进一步影响消化吸收。

中气郁遏，周流不畅，气血不和，情志失调。ＦＤ伴情志异
常患者常表现为多思，忧虑，气血凝聚一处，耗气伤阴，转而影

响脾胃运化功能。《灵枢·本神》云：“脾藏营，营舍意”。

“营”即营气，由脾化生；“心有所忆谓之意”，意指思维，记忆；

“营舍意”是指营气是思维活动的载体。而脾又主思，思为思

虑，思维亦指情感之思。《灵枢·平人绝谷》曰：“故神者。水

谷之精气也”。张介宾指出“脾神失守，意智乱也”，中焦化气

生血是情志发生的基础，中气健运是情志和畅的前提。中气不

足，气血生化乏源，髓海空虚，心神不养，则精神不安，心悸怔

忡，记忆力减退［６］５８。

２．２　金木郁痹，气血失和
“一气周流”理论认为，中气枢轴运转，清气左旋生木化

火，浊气右降敛金生水。中气是气之化源，通过升降运动化生

金木之气，“土气充周，四维寄旺”。中气不运，则金木郁痹，气

血失和。

中气不运，肝木升发不及，气机郁滞，木反乘土，因而患者

出现脘腹胀满，疼痛，嗳气，泛酸等临床症状。临床还常见 ＦＤ

合并肠易激综合征，在消化不良症状基础上伴见腹痛腹泻。黄

元御认为，土虚木贼，气机不畅是痛泄的基该病机。土虚生湿，

遏肝木生发之机，郁而化风，疏泻失常，升发不及，而转下行，泄

水谷并走肠道。木气冲突脏腑，则生疼痛，盘郁结塞，则生胀

满。肝郁脾虚型ＦＤ患者重叠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普遍存在
精神心理异常［７］。正常的情志活动有赖于气血正常运行，若

肝郁脾虚，则气血不畅，因而患者出现消化不良症状又伴见情

志异常。根据“一气周流”学说，木为水火中气，病则土木郁

迫，水火不交［６］２１。土壅木郁，水火不济，上下气机不通，气血

失和，从而出现上热下寒，外寒内燥，肢体疼痛麻木等躯体化

症状［８］。

《四圣心源》中载：金木之气源于戊土右转，子病及母，肺

胃同病，则可见“气病而痞塞不宣”［６］６３。唐宗海在《医经精义

·脏腑之官》中言：“大肠之所以能传导者，以其为肺之腑。”肺

主肃降与胃主通降相辅相成，肺胃不降则肠道之气不利，从而

出现腹满胀痛，便秘等症状。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下络大肠，

还循胃口，肺经气机不利，亦会影响脾胃消化功能。

黄元御认为精神情志活动与“中气－金木”轴相关，“中气
衰败，升降失职，金水废其收藏，木火郁其生长，此精神所以分

离而病作也”［６］５８。《丹溪心法》中记载：“气血冲和，百病不生；

一经怫郁，诸病生焉”。气统于肺，血藏于肝，气血平和是情志

处于稳定状态的重要因素。黄元御指出，气降凝魄藏于肺，血

升化魂藏于肝，金木又为水火交接之枢，故中气衰败则金木郁

痹，升降失常，气血失调，精神不安。

２．３　肾水虚寒，火不暖土
“中气者，阴阳升降之枢轴，所谓土也”，是黄元御的阴阳

理论核心思想。土气为祖气，生于阴阳之间，土气升降，阴阳清

浊分离，化火生水。饮食消化重在脾阳，土生于火，依靠命门之

火温煦方能发挥运化之功。“坎中之阳，火之根也”［６］２２，阳盛

则癸水为温泉，阴盛则为寒水。ＦＤ患者由于中气不足，阳衰土
湿，健运失司，大小肠传化失常，清浊不分，常见泄泻症状。初

泄伤脾，久泄伤肾，肾阳虚衰，火不暖土，寒水困脾，反而加重脾

虚症状。土生于火而败于水，脾虚湿盛，土不掩水，水饮溢于胃

肠而闻水声漉漉。此外，黄元御认为人的精神情志亦与肾相关

联：“神发于心而交于肾，则神清而不摇。神不交精，是生惊

悸”［６］５８。肾阳虚衰，温升无力，水火不济，则心肾不交，表现为

失眠多梦，烦躁心悸，错语等。ＦＤ患者多因久病由脾伤肾，中
阳衰败，阴阳升降失常，累及元阳，甚至阳衰及阴。

３　“一气周流”指导ＦＤ伴情志异常的治疗
罗马ＩＶ认为脑－肠轴功能异常是 ＦＤ的核心发病机制，

精神心理因素可通过脑肠轴影响胃肠道功能［９－１０］。西医临床

治疗多以对症处理为主，易反复发作，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的疗

效。根据“一气周流”理论，中医学从整体出发，五脏一体，调

节气血阴阳平衡，以健运中气，扶阳抑阴为治则，同时运用调肝

理肺，温肾暖脾等方法恢复气机，调畅情志［１１－１３］。

３．１　健运中焦，扶阳抑阴
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中气衰则升降反作。太阴脾土以湿

气为主令，阳明从燥金化气，燥不及湿，因而中焦多困于湿，湿

为阴邪易伤阳气，因而黄元御认为治疗脾胃病常需扶阳抑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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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运脾气，燥化湿邪。ＦＤ患者初期多以中焦虚滞，湿阻气机为
主要病机，因此健运中焦，燥土祛湿，升清降浊为主要治法。以

香砂六君子汤为主方，健脾燥湿化痰，调理气机。中焦不运，痰

湿郁积之外，不可忽略食郁，ＦＤ患者往往饮食不化，宿食积滞，
可配伍焦三仙、炙鸡内金、水红花子等消食化滞，畅利气机。若

痰湿内阻，上扰心神，失眠纳差，常用半夏秫米汤化痰和胃

安神。

湿困日久伤及中阳，痰饮眩晕者，黄元御秉承仲景学术思

想“治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以术甘苓泽汤（茯苓、白术、甘

草、泽泻）［６］２８合黄芽汤（人参、茯苓、甘草、干姜）［６］５３健脾利

水，安神止眩为主。白术、泽泻健脾利湿有泽泻汤之意，可治水

饮上犯之头晕眩冒，精神不振；茯苓甘草则是培土制水，可治饮

停心下，心悸不安。黄芽汤仿理中汤去白术加茯苓，崇阳补火，

培土泻水。若中焦土虚，痰饮水湿壅滞胃肠则肠鸣辘辘有声，

阻绝精神交济则头目昏聩健忘，治宜泻水扶土。可用姜苓半夏

汤（茯苓、泽泻、甘草、半夏、橘皮、生姜），豁痰逐水，行气利郁，

取小半夏汤之意［６］８６。

３．２　调理肺肝，行气和血
肝气生于左，肺气降于右，肝藏血，肺主气，肝肺气机升降

正常，有利于气血和畅，脾胃运化。临床除健运中焦外，还需配

合柴胡舒肝散，逍遥散，下气汤等健脾疏肝理肺之品，恢复枢轴

运转，一气周流全身。黄元御常用姜苓桂枝汤（桂枝、芍药、甘

草、茯苓、生姜）合陈皮，杏仁，丹皮［６］９２。黄元御善用桂枝，桂

枝在《四圣心源》中出现１２５次，涉及各脏腑疾病，尤其用桂枝
治肝颇有心得。其在《长沙药解》中记载：“桂枝入肝家而行血

分，走经络而达营郁，善解风邪，最调木气”［１４］８４，故常用来治疗

肝郁气滞，营血不通之证。桂枝入肝胆经，合芍药、甘草，通络

缓急以止痛，与丹皮合用加强通行气血之功。甘草，茯苓健脾

祛湿稳固中焦，生姜合陈皮、杏仁降肺胃之逆。肝木郁滞易乘

脾土，肺金不降多有胃逆，因此常常兼见肝脾不调，痛泄者，可

选用苓寇人参汤疏肝和脾建中；肝火犯胃，泄痢腹痛者，可用戊

己丸调肝和胃止痛。肺胃气滞，脘膈不舒，呕逆频频者，可用下

气汤清降肺胃，祛痰止呃。

根据“一气周流”学说：肝藏血，肺藏气，血原于脾，气原于

胃。《灵枢·本神》云：“肝藏血，血舍魂……肺藏气，气舍魄”。

中气亏虚，气血乏源，血不养魂，气不容魄；中气不运，气血郁

滞，魂魄不安。ＦＤ患者情志异常，虽责之于肝脾，但亦应重视
肺脏气机的调节，肺为气之本，“诸气诸气鄛郁，皆属于

肺”［１５］，肝肺同调，平衡升降，调和气血。气为血之帅，血为气

之母，肝体阴用阳，疏肝理气之外还应养阴柔肝以藏血安神。

麻瑞亭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将《四圣心源》中的下气汤（甘草、半

夏、茯苓、杏仁、芍药、橘皮、五味子、贝母）中去贝母，五味子，

橘皮加润血疏肝之首乌、丹皮，理气化痰之橘红，疏肝理肺，气

血同调。

３．３　温肾暖脾，温火补土
ＦＤ患者脾胃运化不足，泄泻日久，累及肾脏，常见因而出

现饮食不化、泛吐清水，五更泄泻伴见四肢不温，腰膝酸冷等火

不暖土的症状。另一方面，土湿中寒，肝脾不升无以化阳，又会

导致肾阳虚衰，正所谓“一阳沦陷，肾气尽亡”［６］５５。温火补土，

扶阳抑阴为主要治疗大法。黄元御常用天魂汤（甘草、茯苓、

干姜、附子、人参、桂枝）［６］５５升肝脾以生火，暖脾肾以扶阳。其

中人参、甘草、茯苓健中去湿；干姜、附子暖脾温肾；桂枝达木通

阳。由此，中阳得生，左路升发生火，水火相济则肾水不寒。

老年ＦＤ患者常合并抑郁状态可见情绪低落，沮丧，注意
力不集中，思维迟钝等症状，多数医家从肾论治，取得良好的临

床效果。国医大师阮士怡教授指出抑郁之源在肾，其认为老年

人肾气不足，肾精亏虚，脑髓不充，因而神机失用。故用玄参，

枸杞子，百合，巴戟天等滋肾阴，补肾气［１６］。王彦恒教授认为

肾气，肾阳不足，气机不畅，脑神不舒是老年人情志抑郁的主要

病机，善用温补肾阳法温阳开郁，调畅一身气机［１７］。

４　小结
ＦＤ伴情志异常虽为功能性疾病，一般无性命之虞，但是对

患者的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从一气周流出发，探讨病机及

治疗，认识到中气的重要作用，中气虚滞为主要病机，与肝肺、

肾等脏腑功能失常密切相关［１８－１９］。五脏藏五神，五神生七情，

中焦化生气血以濡养精神，中气周流以助气机流转。因而认为

治疗该病健运中焦为首要，中气周流，化生气血，升降枢利，则

金木之气畅达，癸水温升济上，因而精神内守，情志安和。

参考文献

［１］　陈湖．中国功能性消化不良专家共识意见（２０１５年，上海）简
介［Ｊ］．中华消化杂志，２０１６，３６（４）：２３０．

［２］　ＴＡＣＫＪ，ＴＡＬＬＥＹＮＪ，ＣＡＭＩＬＬＥＲＩＭ，ｅｔ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ｓｔｒｏｄｕｏｄｅ
ｎ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３０（５）：１４６６－１４７９．

［３］　张声生，赵鲁卿．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２０１７）
［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７，３２（６）：２５９５－２５９８．

［４］　张声生，钦丹萍，周强，等．消化系统常见病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
诊疗指南（基层医生版）［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９，３４（８）：
３６１９－３６２５．

［５］　张声生，苏冬梅，赵鲁卿．中医药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系统评
价［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１）：３２－３４．

［６］　孙洽熙．四圣心源［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９．
［７］　赵梁．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重叠功能性消化不良肝郁脾虚证精

神心理及胃肠激素水平的研究［Ｄ］．扬州：扬州大学，２０１３．
［８］　牛然．辛开苦降方干预寒热错杂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精神心

理状态的临床研究［Ｄ］．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２０１６．
［９］　ＤＲＯＳＳＭＡＮＤＡ，ＨＡＳＬＥＲＷＬ．ＲｏｍｅＩＶ－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Ｉ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ｓ：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ｏｆＧｕｔ－Ｂｒ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１５０（６）：１２５７－１２６１．

［１０］　曹佳懿，侯晓华．功能性消化不良与精神心理因素［Ｊ］．中国实
用内科杂志，２００６（７）：５３８－５４０．

［１１］　苏芮，郭蓉娟，韩振蕴．从中焦论治抑郁症［Ｊ］．中医学报，２０２０，
３５（１）：４３－４５．

［１２］　刘文静，王盼，韩增银，等．刘启泉从肝肺论治功能性消化不良
经验［Ｊ］．河北中医，２０２１，４３（２）：１９３－１９５，２００．

［１３］　忻巧娜，王邦才．从情志论治功能性消化不良［Ｊ］．中医学报，
２０１８，３３（７）：１２８１－１２８４．

［１４］　孙洽熙．黄元御药解［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５］　陈秋帆，洪文扬．抑郁症的治疗需调肺［Ｊ］．辽宁中医药大学学

报，２００８（９）：１２－１３．
［１６］　程坤，张军平，阮士怡．阮士怡辨治老年抑郁症经验［Ｊ］．中医杂

志，２０１７，５８（１３）：１０９７－１０９９．
［１７］　康玉春，贾晓，尹冬青，等．对王彦恒老中医温阳开郁法治疗

抑郁障碍实践的几点思考［Ｊ］．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４，３２（８）：
１９４９－１９５１．

［１８］　程勋树，王海军．中土五行理论中脏腑与情志的关系研究［Ｊ］．
天津中医药，２０１９，３６（１１）：１０８２－１０８５．

［１９］　段智璇，翟立武，谢有良，等．从肝脾探析功能性消化不良与情
志的关系［Ｊ］．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２０２１，２７（２）：２１２－２１４．

·２３·


	实用中医内科2023年12封面副本
	2023-12目录
	2023-12合版
	总目次-实用中医
	2023-12彩图
	2023年12期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