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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情感性精神障碍， 以显著而持久
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属于中医的“郁证”范畴。 临床表现
为广泛的精神、情感、躯体方面的障碍与痛苦，如情绪低落、
心情沮丧、自责自罪、思维迟钝、记忆减退、头痛头晕、失眠多
梦、食欲减退、肢体窜痛、疲乏无力、手足厥冷、体重减轻、月
经失调、性欲下降等等。 据笔者临床所见抑郁症好发或复发
于春三月，并且往往伴有平旦晨起困难、症状加重的现象。 为
了揭示抑郁症季节性发病的机理，笔者从春三月与中医肝脏
的生理病理关系为切入点，并通过对中医经典中有关人体生
命节律的论述进一步整理和研究，试图寻找抑郁症的发病与
时藏关系的物质基础。
1%%%%肝脏的时空象
《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帝曰：五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

岐伯曰：有。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
发惊骇……其应四时， 上为岁星， 是以春气在头也……”又
曰：“东风生于春， 病在肝， 俞在颈项……故春气者病在头
……”王冰注曰：“春气，谓肝气也。 ”新校正云：“按《周礼》云：
春时有痟首疾。 ”文中所谓“收受”就是相应、相通之意，如此
就可以发现“春天—肝脏—头部”在时间、空间乃至生理、病
理上的连属关系，而且可以肯定“春气”是游走于其间起牵线
搭桥的作用。
《素问·六节藏象论》中又进一步提出“肝者……阴中之

少阳，通于春气。 ”它明确指出了五脏与四时阴阳的关系。 运
用两仪、四象对四时详分之，春分至夏至为阳中之阳(太阳)，
阳气由生而盛；夏至至秋分为阳中之阴(少阴)，阳气由盛渐
衰；秋分至冬至为阴中之阴(太阴)，阴气由生到盛；冬至至春
分为阴中之阳(少阳)，阴气由盛渐衰，从而形成一个周年阴阳
消长的节律。
《素问·金匮真言论》又言：“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

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黄昏至鸡鸣，天之
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 故人亦应
之。”《灵枢·营卫生会》载:“日中而阳陇为重阳，夜半而阴陇为
重阴……夜半为阴陇，夜半后而为阴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
矣。 日中为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 夜半而
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平旦阴尽而阳受气。如是无已，与
天地同纪。 ”可见昼夜晨昏是符合阴阳交替变化规律的，从昼
夜晨昏阴阳交替的变化规律看，阳中之阳(太阳)至阳中之阴
(少阴)至阴中之阴(太阴)至阴中之阳(少阳)是一日内阴阳消
长变化的一般规律。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

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
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 逆之则伤肝……”又云：“逆春气，

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 ”清·张隐庵[1]注曰：“春阳上升，发育
万物，启故从新，故曰发陈。 天地之气，俱主生发，而万物亦以
生荣……东方风木之气，直上巅顶，被发者，疏达肝木之气
也。缓，和缓也。举动舒徐，以应春和之气。 ”这就很形象地描
绘出了肝与四季之春相映成趣、妙不可言的画面。 由此可见
春三月以疏达肝木之气为要， 以免影响少阳春木之气的生
发，逆之则疏泄不畅而容易产生肝气郁结之证，而抑郁症的
初始表现多数为肝气郁结。
2%%%%春季易发抑郁症的物质基础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

寿而不彰……”又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俞气
化薄，传为善畏，及为惊骇。 ”（王冰注曰:“言若寒中于背俞之
气，变化入深而薄于藏腑者，则善为恐畏，及发为惊骇也。）又
云：“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
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 ”郝万山[2]认为此语揭示了人体阳
气与脏腑活动有昼夜盛衰的自然时间节律。 就大多数人来
说，清晨是人体阳气由潜闭内敛转为外发隆盛的时候，既要
借助肝阳肝气的展发疏泄，又要仰赖少阳相火、少阴君火的
温煦长养。 而心与肝胆阳气虚衰者，得时当旺而不旺，而易受
恐、畏、惊、骇等不良刺激的影响，致使肝用之通道不畅，当疏
泄而不疏泄，机体耗能却增加，因此，脑神失养，痰浊蒙蔽，精
神抑郁，思维迟钝之症必然加重。 笔者认为少阳相火的虚怯
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冬至至春分为少阳当令之际，少阳相火
从春气之德，逐渐敞开并释放肝中孕育的生发之气，此时的
少阳相火正处于从深睡眠状态中逐步苏醒的过程，极易受不
良刺激的干扰，如恐则气下、畏则气缩、惊则气乱、骇则气闭
或逆等，而影响气机的正常运转。 鸡鸣至平旦也是少阳相火
的开启态。 子时应胆为阴气尽一阳生，正准备开启少阳之门；
丑时应肝刚开启一条门缝，至寅时、卯时而缓缓地敞开少阳
之门，斯时肝气当旺。 若不能开启或开得不顺，则少阳相火生
发之功能受阻而必然影响肝气的疏泄，甚至等到午时阳气最
旺的时候得阳中之阳（太阳）之助而始有转机。

清·江慎修晚年的释易学力作《河洛精蕴》[3]中有一张《人
身督任脉手足经脉应洛书先天八卦图》，此图中可以看出：方
位上二八相对，二为《巽》阴木，八为《震》阳木，而阳木即为相
火，这如同厥阴少阳的相表里，并且手厥阴心包络与手少阳
三焦互为表里同属《震》相火，足厥阴肝与足少阳胆互为表里
同属《巽》阴木。 对此江慎修释曰：“五行宜各专其一，而火则
有二，一为君火，一为相火，以卦配之，君火《离》也，相火《震》
也。《震》是阳木，而何以为相火？火无体，以木为体也，心包络
三焦，皆相火之脏腑，故属之《震》八之位。 ”“医家谓相火亦寄
于肝胆何也？ 八与二，本厥阴少阳之相通，心包络与肝皆厥

87· ·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006年 8月第 6卷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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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招得进，学得好，送得出”根本谈
不上一个话题，而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招得进，学得好，送
得出”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
的深入发展，“招得进，学得好，送得出”必将成为教育界永恒
的话题。 笔者根据目前卫生职业学校招生、就业现状，谈谈学
校“进出口”的畅通。
1%%%%招得进

招得进简言之就是生源充裕，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应
该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1.1%%%%抓住机遇，创造条件提高办学层次———适应考生 社会
的发展需要提高办学层次，人才市场的需求需要提升办学层
次，人们的需求需要提升办学层次……学校的发展只有与时
俱进，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才不致于被社会淘汰。 事实已证
明，一些中专学校，升格前，生源寥寥无几，升格后，生源门庭
若市。 抓住我校成功升格为高职学院的大好时机，创造条件
提升办学层次，就一定能给学校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1.2%%%%宣传（推销）学校———告知考生 招生宣传是每一所学
校必做的一件工作，有用广播、电视宣传的，有用报纸、杂志
宣传的，应有尽有。 而笔者认为宣传学校应从自己做起，即节
约、高效，又实用、形象。 我们要善待周围每一个人，抓住每一
时机，将自我宣传渗透在工作、生活的每一个过程中，“润物
细无声”地使人们知晓学校，对学校产生好感。
1.3%%%%办出学校特色———吸引考生 所谓特色， 通俗一点讲，

就是在目标实现过程中，人家没有的你有，人家做不到的你
能做到，并对今后成长或发展有益。 比如，在护理专业培养
上，对学生外语进行特殊教育，设立涉外护理班，打开护理的
国外就业市场；开设一些冷门专业如殡葬专业、眼视光技术
等，拓展一些就业市场；在培养普通护理专业过程，对学生计
算机学、统计学、形体学、专科护理等方面进行特殊教育，一
人多证，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2%%%%学得好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不再是精英教育，何况是高职、中
职。 据我们近几年的调查，现在生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
前为品学兼优者进入中、高职学习，而现在绝大部分为成绩
差者“走投无路”进入中、高职学习。 所以要把这些人培养成
精英不太现实，但要在专业培养目标上使他们达标还是可能
的。 分析以上情况后，我们提出“不管是什么样的学生，我们
都能教好”的教育思想，我们把这称为一种理念，一种目标，
另外，对我们又是一种压力。 根据这一目标，我们应在如下方
面努力：
2.1%%%%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 激发学生学习医护知识的兴趣，
树立其自信心 现在进入学校的学生， 大部分为文化成绩
差、行为习惯不好又没有任何主动学习医护职业愿望的“双
差生”， 当然还有一部分品学兼优但家长急功近利或无能力
供上高中的。 对于这样的学生，首要的任务是激发他们学习
的兴趣，以前数理化、ABC成绩较差，不等于现在学习医护知

阴，三焦与胆皆少阳，且二本《河图》南方之火，故相火亦寄于
肝胆。 ”《灵枢·本脏》曰：“肾合三焦膀胱”《难经·第六十六难》
载：“三焦者，元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 ”
可见三焦是少阳相火之腑，而接受肾输送的阳气化并转化为
少阳相火，并通过三焦布达于全身。 说明肾中元气、三焦相火
是肝胆中所寄少阳生发之气的重要化生之源。
《华佗先生内照图·玄门脉诀内照图卷第二》[4]云：“从肝

起，其色青，肝虚多恐惧……肝虚恐惧无力。 ”又云：“肝虚入
心，嗜惊，恶骂躁暴，不欲闻人语声……”又云：“肝虚入脾，喜
太息，来欠、咨嗟、叹烦、闹扰也。 ”又云：“肝虚入胆，嗜怕惧不
安，饶泪哭泣，面色青。 ”又云：“肝虚宜服温补药：芍药、枳壳、
黄芪、吴茱萸、五加皮、五味子、人参、赤茯苓、芎须、远志为粗
末，生姜煎，去滓温服，不拘时候。 ”因为文中另有“肝冷”、“肝
冷入心”、“肝冷入脾”、“肝冷入胆”、“肝冷宜服热药” 等语相
对，所以文中所谓的“肝虚”显然指的是少阳生发之气的虚怯
而言。 而且在肝虚状态下，通过五行生克、脏腑表里及时藏关
系很容易累及到脑、心、脾、肾、胆等脏与腑引起相关病理改
变，从而表现出恐惧无力、嗜惊、恶骂躁暴、不欲闻人语声、喜
太息、来欠、咨嗟、叹烦、闹扰、饶泪哭泣等症状。 这些不就是

典型的中医抑郁症症候群吗？
综上所述，归纳如下：（1）春季是抑郁症的易发季节；（2）

抑郁症症状往往加重于春季、平旦；（3）肝虚即肝内蕴藏的少
阳生发之气的虚怯是春季易发抑郁症的物质基础。 因此认为
抑郁症的发病与春三月以及中医肝脏密切相关，并且多累及
脑、心、脾、肾、胆等脏与腑，而形成复杂多变的抑郁症症候
群。《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
的周期存在着同步节律变化。 研究这种规律对于说明疾病的
变化以及诊断、治疗、预后、养生都有重要意义。 因此，应进一
步深入研究抑郁症患者发病时间与脏腑相关物质基础的联
系，有必要借助现代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整理、丰富和提
高，从而更为有效地指导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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