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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CHEN Xinyu's experience of applying the "four seasons" cycle
theory in Huang Di Nei Jing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DENG Xu, LUO Yuntao, CHEN Qingyang, DENG Guiming, LI Xiaoping, CHEN Xinyu*
The First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007, China

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Professor CHEN Xinyu believes that man live in nature, th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health status follow the "four
seasons" cycle changes according to Huang Di Nei Jing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Here, the "fours seasons" refer to "generation,
growth, contraction, and storage", and relate the time, life, and disease cycles. Accordingly, in clinical practice, Professor CHEN
Xinyu hold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and adjust the yang qi of the body for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long
with the yang qi status in the different "four seasons" cycle. That is, warm and fortify yang when it is generating and growing,
astringe and strengthen yang when it is contracted and stored, and adjust yang in correspondence with four seasons.

也运藻赠憎燥则凿泽页 Huang Di Nei Jing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yin and yang; "four seasons" cycle; whole life cycle; adjusting
yang in correspondence with four seasons; CHEN Xinyu

陈新宇教授应用叶黄帝内经曳野四时冶周期理论临床经验

野阴阳者袁天地道之也袁万物之纲纪冶渊叶素问窑阴

阳应象大论篇曳冤袁阴阳之间的互相变化推动着事物的

发展变化遥阴阳二者非静止不变的袁而是处于动态消

长中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相互转化遥事物的周期

从发生尧发展到终止袁形成周期的推动力则为阴阳的

动态消长或转化袁叶黄帝内经曳中将其称之为阴阳

的野四时冶周期变化袁其言院野阴阳四时者袁万物之终

始也冶渊叶素问窑四气调神大论篇曳冤遥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指导老师袁湖南

省名中医陈新宇教授常引用叶素问窑宝命全形论篇曳
中野人以天地之气生袁四时之法成冶袁认为人居天地

之中袁其生长发育尧健康状态同样遵循着阴阳野四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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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变化袁故通过把握阴阳的野四时冶周期变化规律袁
能够更加全面尧动态地了解机体的健康状态变化及

其趋势袁以更好地指导临床遣方用药遥
1 野四时冶周期变化内涵

野四时冶袁其基本的释义为春尧夏尧秋尧冬的四季变

化[1]袁如叶素问窑八正神明论篇曳中言院野四时者袁所以

分春秋冬夏之气所在遥 冶陈新宇教授认为四季仅仅

是野四时冶的狭义概念袁野四时冶周期变化不单单体现

在时间上袁广义的野四时冶周期实则为万事万物变化

的根本袁涵盖了一日尧一月尧一年尧一生以及疾病等周

期变化袁正如叶素问窑四气调神大论篇曳中言院野夫四时

阴阳者袁万物之根本也噎噎从其根袁故与万物沉浮于

生长之门遥 冶
四时的划分与形成袁实际为阴阳互作的结果袁如

叶素问窑阴阳离合论篇曳中所述夏尧冬二至的阴阳变

化袁冬至阳气微上而阴气下袁夏至阴气微上而阳气

下遥 叶素问窑阴阳应象大论篇曳中言野阳生阴长袁阳杀

阴藏冶袁叶素问窑八正神明论篇曳也提及了四季四时的

变化实则因阳气的野四时冶变化趋势而成袁即阳气的

生尧长尧收尧藏袁其言野阳予之正袁阴为之主袁故生因春袁
长因夏袁收因秋袁藏因冬袁失常则天地四塞冶遥 阳气从

冬至的微上袁到夏至的微下袁经历了由弱至盛袁转而

渐衰的周期变化袁促进了野四时冶的形成遥 故陈新宇

教授认为野四时冶阴阳周期变化袁虽为阴阳互作的结

果袁但阳主动尧阴主静袁阴阳的消长运动是以阳气为

主导[2-3]袁其关键在于阳气生尧长尧收尧藏的野四时冶周
期变化袁阳气主导并推动了野四时冶周期的形成遥

以下将从时间尧生命尧疾病 3 个角度出发袁进一

步探讨陈新宇教授对叶内经曳中野四时冶周期变化思想

内涵的理解诠释袁主要分析不同野四时冶周期各个阶

段的阳气变化状态的特点及变化趋势袁以更好将其

应用于临床遥
1.1 时间野四时冶周期

野春秋冬夏袁阴阳之推移也噎噎日夜之易袁阴阳

之化也冶渊叶管子窑乘马曳冤遥 寒暑往来袁月满盈亏袁昼夜

交替袁均是天地野四时冶阴阳消长的结果遥 陈新宇教

授认为野四时冶周期变化同样不单单体现在一年四季

变化袁一月尧一日等时间进程同样蕴含了野四时冶周期

变化的特点遥 其中以阳气消长为主导的野四时冶周期

之变袁推动并形成了年尧月尧日的周期变化遥 陈新宇

教授认为四季阳气变化中袁春季尧月初尧下半夜之阳

气初生袁为野四时冶周期之生曰夏季尧月满尧上午之阳气

渐长至壮袁为野四时冶周期之长曰秋季尧月亏尧下午之阳

气由盛转收袁为野四时冶周期之收曰冬季尧月廓空尧上半

夜之阳气内藏袁为野四时冶周期之藏遥 野四时冶周期之

生尧长阶段袁阳气渐旺袁而阳气属于野温暖之气冶袁故春

夏及前半日可见天地逐渐回暖而至炎热袁如叶素问窑
脉要精微论篇曳中的野阴阳之应袁彼春之暖袁为夏之

暑冶袁同时阳气推动阴血生成与运行之力亦盛袁故见

月相逐渐回满遥 而至野四时冶周期之收尧藏阶段袁阳气

内收袁故秋冬及后半日天地温度渐降至严寒袁而月

相渐亏至廓空袁如叶素问窑四气调神大论篇曳中野冬三

月噎噎水冰地坼冶遥 如此袁全年的日照时间和气温同

样遵循此种规律[4]遥
天人相应袁人禀天地野四时冶之法而成遥陈新宇教

授认为阳气盛衰及阴血状态同样随一年尧一月尧一日

的野四时冶周期变化而变动遥春夏阳气渐旺而外张袁应
于人体则见玄府渐疏而汗出多袁气血盛而脉见偏浮

洪曰秋冬阳气内收而藏于内袁应于人体则见玄府渐闭

而汗出少袁气血内收而脉见偏弦沉遥 叶素问窑脉要精

微论篇曳中论述四季脉象变化亦应此种变化袁从春

日的野浮袁如鱼之游在波冶袁夏日的野在肤冶袁秋日的野下
肤冶以及冬日的野在骨冶遥 而对于阴血变化袁陈新宇教

授认为上半月阳气渐长而气血渐盛袁下半月阳气渐

藏而气血内敛袁 此种变化在女性月经中体现最为明

显袁如女性行经时间大都集中在满月前后袁而此时

为人体气血最盛之时袁即野太冲脉盛袁月事以时下冶遥
而于一日之中袁叶素问窑生气通天论篇曳论述人体阳气

经历野生尧隆尧虚冶的盛衰变化袁在人体则表现出寤寐

变化袁 同时会影响体温呈现出昼高夜低的规律袁在
经络能量以及红外热图上均有表现[5]遥 现代研究亦

表明袁体内部分激素水平同样具有日节律变化[6]遥 此

外袁疾病的轻重变化同样会受到天时影响袁并受

到该年五运六气变化的影响[7-8]袁如叶素问窑脏气法时

论篇曳中野病在心袁愈在长夏噎噎甚于冬冶袁又如叶素问窑
阴阳应象大论篇曳的野阳盛则身热噎噎能冬不能夏曰
阴胜则身寒噎噎能夏不能冬冶袁叶灵枢窑顺气一日分

为四时论曳中野夫百病者袁多以旦慧昼安袁夕加夜甚冶遥
1.2 生命野四时冶周期

不同生命阶段袁人体的生理状态及产生疾病的

2319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 圆园23 年第 43 卷

严重程度亦有不同袁同时所易患的疾病也有不同袁故
掌握不同阶段的生理尧病理特点进行防治袁可更好将

健康覆盖生命野四时冶全周期遥 陈新宇教授认为阳气

是推动机体生命活动的主要动力袁阳气的野四时冶周
期消长变化袁同样主导并推动着人的生尧长尧壮尧老尧
已过程遥 正如叶素问窑上古天真论篇曳在论述男子生长

发育中袁提及肾气渊相对阴精属阳气冤的野实尧盛尧平均尧
衰冶变化推动着筋骨尧肌肉等由长盛到衰少的过程遥

机体阳气从出生到衰老袁经历了从稚阳尧盛阳尧
老阳的变化过程袁最后阳气消散而死亡遥 小儿阶段袁
陈新宇教授认为小儿虽常被誉为纯阳之体袁并非指

纯阳无阴袁而是赞其生长之力旺盛遥 此时阳气仍处

于生发阶段袁若春之阳气初发袁但其程度较成人为

弱袁故又称稚阳遥 如叶灵枢窑逆顺肥瘦曳中提及野婴
儿者袁其肉脆尧血少气弱冶袁又如吴鞠通云院野小儿纯

阳噎噎稚阳未充冶渊叶温病条辨窑卷六窑解儿难曳冤遥 阳

气初发袁其性易动袁故多发为高热尧惊厥尧痉证等袁如
叶天士在叶临证指南医案窑幼科要略曳中指出院野襁褓

小儿袁体属纯阳袁所患热病最多冶遥 但稚阳尚弱袁脏腑

娇嫩袁难以持久抗邪而转为虚证袁故小儿在发病时

表现出野易虚易实冶的特点 [9]遥 成人阶段袁陈新宇教

授认为此时野形体皆极冶袁脏腑尧筋骨尧肌肉等发育成

熟袁阳气已充袁为一生阳气之盛袁故称盛阳遥 此时阳

气已盛袁筋脉得柔袁神明得养袁昼精而夜瞑袁气血冲

和袁为机体一生的最佳状态遥 叶灵枢窑营卫生会曳中言院
野壮者之气血盛噎噎昼精而夜瞑遥 冶且壮者抗病能力

强袁可耐受药物攻伐袁疾病也多易痊愈袁即叶医宗金

鉴窑杂病心法要诀曳中野壮者得之袁气行而愈冶遥老年阶

段袁 陈新宇教授认为其阳气渐衰袁 柔筋养神之功下

降袁机体功能逐步减退袁故称老阳遥 叶灵枢窑营卫生会曳
中言院野老者之气血衰噎噎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袁
故昼不精袁夜不瞑遥 冶此时阳气已逐步衰退袁若秋冬

之肃藏袁程度较成人弱袁生长之力不及小儿遥 故老年

患者袁病机以虚为本袁易受内外邪气扰伤袁加之阳气

推动不足而成痰尧成瘀袁其用药当时时固护阳气袁固
本培元袁切忌妄伐袁养生亦当扶助阳气袁不可妄耗[10]遥
1.3 疾病野四时冶周期

疾病是机体正气渊由阳气所主导冤与邪气相争引

起功能尧形态及精神的异常变化而表现出一系列症

状和体征遥 疾病不是单一静止不变的袁是一个随时

间推移而产生变化的动态演变过程袁包含发生尧发
展尧转归渊死亡或康复冤等阶段[11]遥 陈新宇教授认为诊

治疾病时应不局限于患者目前疾病状态袁尚对其可

能发展方向进行评估以防止传变遥 阳气作为机体生

命活动的主导袁其盛衰变化在疾病发生与进展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2]遥 从疾病初起袁阳气御邪于外袁
到阳气奋起抗邪袁疾病症状显现或加重袁最终正胜邪

退袁阳气损耗则转入恢复期袁或正虚邪恋而成慢性状

态袁或邪气盘踞袁阳气渐亡则出现死证遥 阳气在疾病

野四时冶周期变化全过程中袁呈现出由常至盛袁盛极而

衰袁由衰复常的周期变化遥 故而疾病的动态全过程袁
同样符合野四时冶周期的变化规律[13-14]遥

陈新宇教授认为疾病高危人群或疾病初始患

者袁属疾病野四时冶周期之生袁此时病情尚轻袁当及时

干预袁救其未萌袁如叶灵枢窑逆顺曳中言院野上工刺其未

生者也冶遥 病情逐步加重袁邪气渐深袁甚则交争剧烈

而表现高热或处于危重期袁属疾病野四时冶周期之

长尧壮袁此时不同疾病有不同的传变规律袁如叶素问窑
阴阳应象大论篇曳中论述邪风袭人的过程袁按照野皮
毛尧肌肤尧筋脉尧六腑尧五脏冶的顺序规律进行传变袁病
情逐渐加重遥 而疾病的转归袁陈新宇教授认为分为

两种院一则治疗得当袁病转入恢复期或慢性期袁属疾

病野四时冶周期之收袁此时疾病初愈袁正气未复袁余邪

留恋袁当防疾病之复袁如叶素问窑热论篇曳的野病热少

愈, 食肉则复袁多食则遗冶遥 另则机体不堪邪扰导致

死亡袁属疾病野四时冶周期之藏袁若邪气已除是为痊

愈袁亦可称为藏遥 同时袁陈新宇教授认为疾病在发展

过程中也会受到其余野四时冶周期的影响袁如抑郁

状态尧甲状腺疾病等遥 以亚急性甲状腺炎为例袁其发

病与季节相关袁以夏尧秋季节多见袁同时多出现下午

或晚间发热明显袁均在野四时冶之长的时期出现症状

明显[15]遥
2 野四时冶周期理念的应用

以阳气变化为主导的野四时冶周期变化袁贯穿并

推动着时间尧生命尧疾病的变化过程遥 后世李杲及叶

天士医案中亦禀承于此袁依据患者个体因素袁并结

合野四时冶岁气的变化立法遣方袁将其运用至临床实

践[16-17]遥 叶灵枢窑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论曳中云院野顺天之

时袁而病可与期遥冶陈新宇教授认为在临床过程中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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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把握机体所处不同野四时冶周期变化下的阳气变

化趋势袁辨识并调整机体目前阳气状态对异常状态

进行综合防治[18-19]遥
于时间周期袁陈新宇教授认为注重阳气在时间

周期上的野四时冶变化袁于春夏尧上半月尧前半日等阳

气渐生至旺之时袁借天阳之力而调之曰而于秋冬尧下
半月尧后半日等阳气渐收至内藏之时袁力求静养其

阴袁勿扰乎阳袁不违其时遥此外袁把握不同时间下疾病

变化中的阴阳动态变化进行辨证施治虽可获得更好

的疗效袁但若调阳之法与顺时而治发生矛盾时,如阳

气内藏之时袁本应勿扰其阳袁但若出现阳气大虚而需

要温补阳气的情况袁此时当紧扣病证特点袁舍时从

证袁切勿犯虚虚实实之误遥 病情较缓者袁服药注意事

项上袁可选择热药冷服尧择时服药尧适寒温等方式以

顺天地野四时冶阳气之变遥 针灸治疗方面袁叶难经窑七

十难曳亦提出野春夏刺浅袁秋冬刺深冶理论袁阴阳野四
时冶变化影响了经气出入袁顺应四时之气是针刺得气

的基础[20]遥
于生命周期袁陈新宇教授认为应紧绕小儿稚阳尧

成人盛阳尧老年老阳的野四时冶阳气状态变化特点袁制
定特异性调阳方案以顺应其生理变化遥 小儿稚阳袁
为初生之阳袁易于损伤袁故临床用药多轻清灵动袁非
大热之象袁少用寒凉之品袁同时应注意药性专尧药量

小尧药味少尧药程短袁以助生长之性遥 成人盛阳袁易烦

张于外袁若加之熬夜尧冷饮尧工作压力大等袁则更易出

现眩晕尧心悸之症袁甚则出现中风尧胸痹之候袁久而久

之袁盛阳亦见衰微遥 故成人之治袁辨其证而论其治袁
阳衰者温之袁阳亢者潜之袁阳郁者达之袁总之使阳气

流转正常袁谨防耗散太过遥 老者老阳袁势微而渐弱袁
阳气一虚袁诸症蜂起袁痰浊尧瘀血等浊阴停滞袁且易缠

绵而转慢性病遥 故老者之治袁当温阳以化气袁微微生

火袁缓其衰退之势袁同时缓图其本袁以固生阳之源遥
于疾病周期袁陈新宇教授认为在辨识患者目前

疾病证候的基础上袁应同时把握其所处疾病过程的

野四时冶周期阶段袁以防其传变而促其康复遥疾病高危

人群袁阳气且充袁但常受邪扰而易虚袁故此时首当避

邪气袁同时固护阳气以充其形袁即野正气存内袁邪不可

干冶遥 疾病初起袁邪气尚轻袁阳气尚旺袁可耐受攻伐袁
但使阳气温通以助散邪袁若伤寒太阳病之发汗尧少阳

之和解尧阳明之清泄遥 病转极期袁阳气奋起抗邪而有

亏耗之虞袁则预护其虚袁或先安未受邪之地袁总使阳

气抗邪有力以截断其传变之势袁若桂枝汤之服后啜

稀粥尧小柴胡之参枣草尧白虎汤之粳米甘草等遥 疾病

渐瘥袁阳气已耗袁当缓复少火袁一则清其余邪袁一则防

野灰中有火冶渊叶温热论曳冤之虞遥
3 病案举隅

患者向某袁女袁37 岁袁以胃脘部胀满 5 年余袁于
2021年12 月 15 日初诊遥 症见进食后胃脘部胀满袁
伴有呕逆尧反酸袁无口苦尧口干袁手足心易于汗出袁怕
冷明显袁恶风袁易感冒袁汗出不多袁睡眠尚可袁小便正

常袁大便偏干袁月经正常遥 平素易于急躁袁心烦遥 舌质

暗淡尧边有齿痕袁苔薄白袁脉弦滑遥中医诊断院痞证渊寒
热错杂型冤遥 柴胡建中汤合玉屏风散加减处方院柴胡

15 g袁黄芩 10 g袁法半夏 10 g袁黄芪 15 g袁桂枝 5 g袁白
芍 15 g袁干姜 5 g袁甘草 10 g袁大枣 6 g袁厚朴 10 g袁杏仁

10 g袁枳壳 10 g袁白术 10 g袁百合 10 g袁黄连 5 g袁防风

10 g袁山楂 10 g袁陈皮 10 g遥 共 14 服袁水煎服袁分 2
次温服遥 并配以温阳振衰颗粒渊组成院红参尧附子尧干
姜尧茯苓尧五味子等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自制袁每袋 8 g袁产品批号院湘药制备字Z20190105000冤
温阳益气袁晨服 1 袋袁每天 1 袋遥

2021 年 12 月 29 日二诊遥 述胀满减轻袁稍嗳气袁
怕冷袁大便偏干袁舌质暗淡袁边有齿痕袁苔薄白袁脉沉

细遥 继服上方袁改柴胡 10 g袁白芍 10 g袁加火麻仁

10 g袁共 14 服袁水煎服袁分 2 次温服遥 仍晨服温阳振

衰颗粒袁晚间加服泻心胶囊渊组成院大黄尧黄连尧黄芩

等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制袁每粒 0.9 g袁
产品批号院湘药制备字 Z20180045000冤潜阳坚阴袁每
次 3 粒袁每晚 1 次遥

2022 年 2 月 23 日三诊遥 患者述已无明显胃脘

部胀满袁但平素怕冷袁偶有多梦袁大便偏干袁舌质暗袁
较前红润袁边有齿痕袁苔薄白袁脉弦细遥 继服上方袁加
柏子仁 15 g袁共 14 服袁水煎服袁分 2 次温服遥 继续服

用温阳振衰颗粒及泻心胶囊遥
后电话随诊袁向愈袁嘱其节饮食袁适寒热袁不适

随诊遥
按院患者以胃部胀满为主述袁诊为痞满袁属寒热

错杂型遥中焦气机不利袁故见痞满遥寒者袁中焦脾胃虚

寒也袁亦不能温养肺卫袁则见怕冷尧恶风袁易感冒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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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平素急躁袁肝郁化火袁横逆犯胃袁一则加重脾胃

之虚袁另外胃气上逆袁见呕逆尧反酸之症袁再则热伤津

液袁见大便偏干袁热郁于中袁见手足心汗出遥 患者 37
岁正值一生之长养之时袁其一生阳气状态属长养之

时袁可视其虚实变化袁或疏或温袁顺应阳气长养之势遥
视其病程与临床表现袁虚实兼具袁可归属于疾病四时

之野长冶野收冶时袁祛邪之时当顾护其虚遥 而观其病机

为寒热错杂袁不可一味清热袁亦不能盲目温补袁故陈

新宇教授方用柴胡建中汤袁以小柴胡疏其肝郁袁清其

郁火曰黄芪建中汤温其脾胃袁化中焦之气袁另合玉屏

风散温养肺卫遥 患者呕逆反酸明显袁借桂枝加厚朴

杏子汤降其冲气袁枳壳助其功遥 加用百合养其心神袁
黄连清其心胃火热袁陈皮行中焦之气袁山楂祛中焦之

积袁另用温阳振衰颗粒培补中焦之阳遥 二诊时袁胀满

减袁稍有嗳气袁大便偏干袁患者郁热已减袁故减柴尧芍
之量袁加火麻仁润肠遥 患者服用温阳振衰颗粒见大

便干袁有化热之症袁阳气未能渐生遥 一日之中袁晨旦

为阳生袁暮而阳藏袁故当顺时而渐复阳气袁故以晨服

温阳振衰颗粒袁温阳益气以顺阳气之生发曰暮服泻心

胶囊潜阳坚阴袁以顺阳气之内藏遥 三诊时袁患者怕冷

减轻袁大便稍干袁稍有多梦袁效不更方袁加柏子仁安

神遥 继续晨服温阳振衰颗粒温阳益气袁暮服泻心胶

囊潜阳坚阴袁以顺四时之生长收藏也袁故阳气渐复

而向愈遥
4 结语

叶管子窑四时曳曰院野四时者袁阴阳之大径也遥 冶阴
阳互作形成的野四时冶周期变化是其基本的运动趋

势袁而其又以阳气野四时冶周期变化为主导袁促进事物

发生尧发展到终止的全周期过程袁推动着时间尧生命尧
疾病等变化的进程遥 若野四时冶周期失常袁则会导致

产生疾病或疾病缠绵难愈袁叶素问窑本病论篇曳言院野四
时失序袁万化不安遥 冶陈新宇教授基于叶黄帝内经曳中
野四时冶周期思想袁通过分析机体所处生命周期尧时间

周期尧疾病周期中的野四时冶阴阳盛衰变化特点袁尤其

是阳气的野生尧长尧收尧藏冶盛衰变化特点袁动态地把握

个体的健康状态以制定个性化的防治方案袁谨候其

时以调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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