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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黄帝内经》五志五脏理论进行梳理，总结五志伤脏的致病特点，并运用五志五脏理论对小儿抽

动症进行辨证指导。小儿先天禀赋不足，五志过极是本病主要病因，五志伤脏，脏腑功能失调是主要病

机，并进一步从五志伤脏角度阐明本病的发病机理。基于五志五脏理论与抽动症特点，创立调五脏，平

五志的治疗法则，运用宣肺平肝法、疏肝理脾法、清心柔肝法、滋肾潜阳法，同时注重调畅日常情志，

使五脏与五志得到平衡，疾病向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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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five zhi and five viscera in The Inner Canon of Huangdi, the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five zhi and five viscera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theory of five zhi 
and five viscera was used to guide the treatment of Tourette syndrome in children. The main cause 
of the disease is congenital deficiency of children’s endowment and excessive five wills. The main 
pathogenesis is the dysfunction of viscera.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disease was further elucid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ve viscer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ive zhi and five viscera and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Tourette’s disease, the treatment method of regulating the five viscera and calming the 
five zhi was established. The method of dispersing the lung and calming the liver,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gulating the spleen, clearing the heart and softening the liver, nourishing the kidney and sup-
pressing yang were used. At the same time, the daily emotions were adjusted to balance the five 
viscera and five zhi, and the disease was c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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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帝内经》中关于五志五脏理论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五志异常伤及脏腑，具有典型的致病特点。

小儿抽动症与五志五脏关系密切，从五志五脏理论分析本病的病因病机，可为本病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现将运用五志五脏理论辨治小儿抽动症的经验阐述如下。 

2. 五志与五脏理论 

2.1. 五志与五脏的概念 

中医学认为五志是人们在应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情以及现状所表现出来的反应[1]，是人类情感活动的

内在基础，主要包括怒、喜、思、悲、恐五种人体情志。通过对五志的特性与功能，五志与五脏的关系以

及五志与疾病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形成了中医五志理论体系。 
《素问·天元纪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明确指出了五脏之精气是产生

五志的物质基础，五脏藏精化气生神，受外界客观事物的刺激而产生各种情志活动。而五志又分藏于五

脏之中，五脏气化功能的改变会直接影响五志活动，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肝在志为怒，心在

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此即五脏化生五志，五志藏于五脏之意。 

2.2. 五志伤脏的致病特点 

健康的情志活动在预防治疗疾病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五志和调，能够使心气舒畅，肝气条达，维

持五脏正常的生理功能，如《灵枢·本脏》所言：“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

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若人体内精神活动失调，五志七情

过度，超越了生理活动所能调节的正常范围，则会引起脏腑经络功能失调、气血失和、阴阳失调，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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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疾病的发生，如《灵枢·本神》所说：“是故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喜乐

者，神惮散而不藏。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此即指出由于忧思恐惧等过度的心理活动会导致机体出

现精神涣散、气机壅滞等病理表现。五志是五脏之气的气化功能，若五志异常则会反克五脏之气，影响

脏腑的气机，使气机升降失常，气血功能紊乱，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怒伤肝”、“喜伤心”、

“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素问·举痛论》云：“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

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均明确表述了五志异常会影响其相应

的脏腑功能而发生异常。五志异常所致疾病在儿科临床中较为常见，如小儿抽动症、厌食、功能性胃肠

病、甲亢等[2]，诸多儿科医家开始重视情志因素对小儿疾病重要影响作用，并从调情志入手治疗此类疾

病，可取得较好疗效。 

3. 五志五脏与小儿抽动症 

抽动症是一种慢性神经精神障碍疾病，临床表现为不自主的、快速的、反复的、一个部位或几个部

位肌肉抽动，伴有或不伴有不自主发声和语言障碍的综合征[3]。本病多发于学龄期及青少年时期，男孩

发病率为 68.2%，女孩发病率为 31.8%，男孩发病率明显高于女孩[4]。小儿抽动症作为一种精神神经系

统疾病，情志因素对本病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随着当今环境因素的改变与生活节奏的加快，儿

童面临着繁重的学业压力、紧张的家庭学校环境等等，这些均可导致小儿出现精神紧张、内心焦虑等情

志异常，从而诱发抽动症或者加重病情。 

3.1. 禀赋不足、五志过极是主要病因 

本病是由诸多因素共同影响而发病，其中禀赋不足、五志过极是最为重要的病因。小儿先天禀赋因

素主要包括遗传性因素、体质因素等等。如孕母年龄过大、怀孕期间用药不当，胎儿宫内营养缺乏而发

育不良、早产或出生时缺血缺氧等均可导致小儿禀赋不足、先天肾精亏虚。肾精乃生命之精，在全身起

到滋润濡养的作用，肾精亏虚则筋脉失养，同时水不涵木则肝阳上亢、肝风内动，从而发为抽动症。另

外遗传学相关研究表明，抽动症发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父母一方或家族成员中有抽动症病史，孩子

患有本病的概率相对更大[5]。 
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机体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同时缺乏良好的自我调节以及适应能力，极易

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出现情志异常变化。中医学认为五脏支配五志，即肝主怒，心主喜，脾主思，肺主悲，

肾主恐，五脏相互协调主宰机体的一切情志活动。而五志也会反作用于五脏，小儿乃稚阴稚阳之体，具

有“肝常有余”、“肾常虚”的生理特点，五志异常极易引起相应脏腑功能失调，从而诱发抽动症。如

儿童因长期学习负担过重，家庭学校管教过严，平素易喜易怒，情绪波动较大，则会使肝失条达，气机

郁滞，日久容易化火，出现心肝火旺之证，同时引动肝风，发为抽动。若小儿平素常易紧张、焦虑或思虑

过多，则会暗耗心血，损伤脾胃，劫夺肝肾之精，从而形成脾肾亏虚，心肝亢盛动风之证，出现一系列抽

动症状。 

3.2. 五志伤脏，脏腑功能失调是主要病机 

小儿情志异常会损伤脏腑气机功能，如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等，从而产生相应的疾病表现。小

儿抽动症病变部位涉及肝、心、脾、肺、肾五脏，五志过极，反克其脏，脏腑功能失调，即可发为抽动

症，表现出具有本脏特征的病理改变。 
在肝者，小儿平素易于冲动，容易被激惹而烦躁恼怒，常不能自控。当今儿童学习负担重，精神压

力大，易使小儿长期处于郁怒的状态。“怒则气上”，肝脏功能紊乱，疏泄气机失职，肝气上逆，导致肝

阳亢盛，肝风妄动[6]。正如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说：“惊恐恼怒动肝，内风阳气沸腾”，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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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怒易伤肝致肝阳亢盛而动风。肝主筋脉，藏血摄魂，在变为握，在声为呼，若肝失疏泄，气机郁

滞，血闭不行，则会导致筋脉失于濡养，出现肢体肌肉抽动；若气郁日久，化火生风，肝风内动，上犯头

面诸窍，则会出现摇头缩颈，挤眉弄眼，嘴角抽动等头面部症状；肝性刚强，肝失疏泄难畅其通达之性，

以喊叫为快，则会出现喉间发出怪声，严重者秽语不断。 
在心者，多出现心阴不足，心火亢盛，心神不宁之表现。心主神明，为君主之官，人的一切精神活动

均由心所主宰，如《灵枢·本神》曰：“所以任物者谓之心。”《素问·六节藏象论》曰：“心者，生之

本，神之变也”，《灵枢·口问》曰：“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都指出情志异常最易

伤及心神，引起心之功能失常。若心气不足，心失所养可致心神失守而情绪多变，注意力不集中，夜卧

不宁，恶梦纷扰甚至出现夜惊；若心阴耗伤不能收敛，则神思涣散，多语好动，同时伴有咽干口渴、虚烦

少寐等心阴不足之象；若心火亢盛则烦躁不安，火热灼伤津液，筋脉失养则抽搐多动，心火循经上扰可

见口舌生疮、下行则可见小便赤涩疼痛。 

在脾者，多为愁忧思虑所困，脾为五脏情志之本，具有调畅情志的作用，而情志异常则会反伤脾胃。

思虑为患，日久生郁化火，首先侵及脾胃，中焦枢纽气机升降失司，运化水谷精微不及，则痰浊湿邪内

蕴而生，易与风邪相合而阻滞脏腑经络孔窍。若风痰上涌，扰及五官清窍，则会出现挤眉弄眼、搐鼻动

嘴等；若风痰凝聚经络，经络闭阻不畅，则会出现周身肌肉抽搐；若痰湿阻滞气道，上壅咽喉，则会出现

胸闷痰鸣，清咽频繁，怪声不断等。同时，脾土发病，易为肝木所乘，引起肝风内动，从而发为脾虚肝亢

型抽动症。 
在肾者，多因先天禀赋不足，肾精亏虚所致，如孕母在怀孕期间情绪波动较大、营养不良，或者婴

儿早产、缺血缺氧等皆可导致小儿禀赋不足。肾主藏精，为先天之本，加之小儿“肾气未固，气血未充”，
故易致肾精亏虚。肾精不足则难以滋润濡养脏腑，脏腑失养则气化功能失常，导致机体正气虚弱，易于

感触七情、六淫等致病因素。日久则会伤及肾阴，水不涵木，肝失肾水滋养而致肝风内动，阴虚阳亢，筋

脉失养，出现肢搐头摇[7]；若肾虚火旺，循经上灼咽喉，则出现清咽、干咳等；若肾水亏少，不能上济

于心，则易心火炽盛扰及心神，出现神志异常、秽语连连等[8]。 
在肺者，多因肺虚外感，肝木刑金所致。肺主气司呼吸，肺气充足则精神内守，邪不可干，而情志等

活动均以气为物质基础，若五志过极，过悲过忧等会损伤肺精、肺气，致肺卫失固，易为外邪所侵。风邪

为百病之长，由口鼻或皮毛而入，侵犯肺卫，肺脏功能失调，不能制约肝木，加之小儿“肝常有余”，金

不克木，导致肝阳亢盛，肝风内动而发为抽动症[9]。若肺失宣肃，痰饮伏肺，肝风挟痰蒙蔽心神，则会

发出秽语；若外风引动肝风，上犯清窍则见搐鼻、挑眉等。同时，小儿抽动症多是由于外感病邪所诱发，

故临床中本病初期除见抽动症状外，也常兼有肺卫表证。 

4. 调五脏，平五志治疗小儿抽动症 

五志过极，伤及脏腑，脏腑功能失常是小儿抽动症的主要病因病机，故临床当以调和五脏，畅达五

志为治疗原则。根据损伤脏腑的不同，常采取宣肺平肝法、疏肝理脾法、清心柔肝法、滋肾潜阳法治疗，

同时注重调畅日常情志，以求通过调节五脏与五志的平衡，使抽动自止，疾病向愈。 

4.1. 宣肺平肝法 

本病初期多为外邪所诱发，故临床治疗应从肺肝论治，以宣泄肺卫邪气，息风平肝止惊为治则，使

肝肺两脏上下相因、刚柔并济、阴阳调和，则外邪得祛，抽动得止。马融教授治疗[10]本病初期患儿多运

用银翘散加减，宣肺除邪，疏风清热，并配伍平肝息风之品，以求达到驱邪止动之功。同时根据患儿典

型症状选用经验效药，如搐鼻加苍耳子、辛夷以宣肺通窍；清咽加玄参、射干以清利咽喉；伸脖加伸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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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瓜以疏通经络。王雪峰教授[11]结合小儿抽动特点以及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出宣肺开窍，平肝息风的

治疗原则，采用桑白皮、黄芩、前胡等宣肺清热，同时配伍天麻、远志、郁金、合欢花等平肝息风，调畅

情志；陈竹教授[9]自拟息风宁静汤治疗风邪犯肺，引动肝风型抽动症，以达宣肺解表，平肝息风之效，

临床疗效显著。 

4.2. 疏肝理脾法 

小儿“脾常不足、肝常有余”，土虚易为木乘，导致脾虚肝旺，虚风内动，故治疗应肝脾同治，以疏

肝理脾为治则。王素梅教授[12]认为本病病机主要为脾虚肝亢，脾虚是其病理基础，并提出了扶土抑木的

治法。临床运用健脾化痰法、益气健脾法、运脾消滞法辨证施治，以六君子汤合泻青丸为基础方加减创

制健脾止动汤，疗效显著。陈竹教授[9]擅用四逆散和归脾汤加减治疗本证型，以四逆散疏肝透邪、归脾

汤补气养血，两方合用共奏调和肝脾、解郁止动之功。赖东兰等[13]亦从肝脾同治小儿抽动症，其指出脾

虚则无力化生气血，肝失气血濡养则阴不制阳，亢盛动风，筋脉失养，从而出现抽动，故治疗应抑木扶

土同时兼顾心肾。 

4.3. 清心柔肝法 

小儿心火易亢，火极则生风，肝气未实，经筋刚柔未济，心肝阴阳失调而易患抽动症。王烈教授[14]
认为本病主要责之于心肝二脏，应采用清心养血、滋阴柔肝的治法，自创调神汤以恢复脏腑阴阳平衡，

临床证实本方是行之有效的经验方剂。冯晓纯教授[15]从心肝论治抽动症，立清心疏肝，泻火止痉为治疗

原则，自拟静神止痉汤加减治疗，同时配合推拿疗法，取风池、百会、天门、脊柱、小天心以清心肝之

火，宁神定志，内外合治，疗效显著。 

4.4. 滋肾潜阳法 

先天肾阴不足或后天失养易致肾阴亏虚，水不涵木，从而肝风内动，肌肉抽搐，治疗当以滋补肝肾，

潜阳息风为根本法则。杨之藻教授[16]认为肝肾阴虚，阴虚动风为本病基本病机，临床自拟滋阴熄风汤加

减治疗本病，重用生地、枸杞滋补肾精，生龙骨重镇潜阳，使肾精充足，肝风自灭，抽动自止。王霞芳教

授[17]常用杞菊地黄汤或羚角钩藤汤加减育阴潜阳，滋营柔筋通络，使肾阴得补，肝阳得平，以达到阴阳

平衡。 

4.5. 调畅情志法 

本病可因情志失调、精神紧张等因素诱发或加重，因此除采用药物治疗外，更需注重情志的调护，

加强心理疏导。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多陪伴孩子，增加与孩子的交流沟通，时刻关注其情绪变化，及时

予以疏导，对其抽动症状不要过度关注甚至指责，应多鼓励孩子，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同时应

该严格限制患儿电子产品的使用，尤其要避免接触惊险刺激、恐怖的节目及电子游戏等。除此之外，仍

需保证患儿充足的睡眠时间以及健康合理的饮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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