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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时间医学最早可追溯于《黄帝内经》，以“天人相应”为核心，在此基础上日渐完善，形成以中医

理论为基础，研究人体疾病与自然时间节律之间相对应关系的学科。肝脏疾病是临床常见病，基于中医

时间医学理论，文章从昼夜节律、四时节律方面探讨肝脏疾病的时间节律，有助于完善对肝脏疾病的认

识，从而指导临床治疗、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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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ronomedicin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re concept of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Over time, this field has been continuously refined and developed into a discipline that studi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uman diseases and natural time rhythms, grounded in TCM theory. 
Liver diseases are common in clinical practi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CM Chronomedicin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mporal rhythms of liver dise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urnal and seasonal 
rhythms. This approach helps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liver diseases and thereby guide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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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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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时间医学历史悠久，最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该著作对时间医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

为系统的阐述。经过后世医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时间医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以中医理论为根基，

专注于研究时间因素对人体影响的学科。该学科以“天人相应”为核心，深入研究自然时间节律对人体

生命活动的影响，阐释人体生理和病理节律的动态变化，并据此进行疾病的诊断，选择最佳时机进行治

疗和预防。本文通过对肝脏时间节律特点的探讨，分析并总结了中医时间医学在肝脏疾病治疗、养生和

预防方面的应用，旨在为临床诊治肝脏疾病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2. 肝病的时间节律 

2.1. 昼夜节律 

《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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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亦有言：“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

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指明自然

界昼夜节律的变化能使人体之阴阳出现生理、病理上的规律改变。子午流注学说，来源于《黄帝内经》

和《难经》，是中医时间医学中用于择时治疗的重要理论指导[1]。该学说指出，人体脏腑的气血运行以

及经脉的流注，与十二时辰有着紧密的对应关系。在不同的时辰，机体的气血津液会遵循一定的规律，

依次流注到不同的脏腑经络之中，例如肝经在丑时当令，即凌晨 1:00~3:00，此时肝经最为活跃，肝主藏

血，能贮藏血液、调节血量以及防止出血。《内经》中言“人卧血归于肝”，丑时人体的血液回流到肝

脏，滋养肝脏，调和肝阴、肝阳，若人至夜而不寐，则会影响肝脏气血运行，使肝脏无法正常进行代谢和

修复，易致肝郁、肝火上炎等，出现烦躁、易怒、头痛、头晕等症。因此，丑时应当静卧，让肝脏在宁静

中休养生息，维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内经》还指出：“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意思是

肝病患者在清晨时症状会有所缓解，而在傍晚时病情加重，到了深夜则症状又会减轻。这说明肝病的病

情也会随着昼夜节律的更替而发生变化，进一步印证了人体生理与时间的紧密联系。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昼夜节律系统通过核心生物钟基因网络调控多个器官功能。作为核心代谢器官，

肝脏约 20%的转录组呈现昼夜节律性表达特征，这些基因协同调控葡萄糖代谢、脂质平衡、胆汁酸合成

及胆固醇稳态等关键生理过程[2]。昼夜节律紊乱可直接引发糖脂代谢异常，成为多种肝脏疾病的潜在诱

因。动物实验研究为此提供了直接证据。刘梦迪等[3]发现，在正常小鼠中，昼夜节律紊乱会导致体重增

长减缓、空腹血糖升高，并伴随糖耐量异常和胰岛素分泌功能障碍，同时肝脏生物钟基因 Dbp、Per2、
Cry1 表达显著下调。值得注意的是，在 T2DM 模型小鼠中观察到相反效应：昼夜节律干预可促进体重增

长并降低血糖水平，上述生物钟基因表达呈现同步上调。临床研究显示，昼夜节律紊乱与非酒精性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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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肝病(NAFLD)发病风险呈正相关，而恢复昼夜节律同步化可显著延缓 NAFLD 相关肝细胞癌的发展进

程[4]。病理学分析表明，昼夜节律失调可加速从肝炎、脂肪变性到肝纤维化直至肝癌的疾病进展链[2]。
基于现有证据，维持正常昼夜节律对肝脏健康具有双重保护作用：既有助于预防原发性肝病的发生，也

可延缓已存在肝损伤的病程进展。建议通过建立规律作息、控制夜间光照暴露、保持定时进食节律等生

活方式干预，作为肝脏健康管理的基础性策略。 

2.2. 四时节律 

《内经》强调，四时阴阳是万物之根本。在《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提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

之法成。”这表明，人体禀受自然之气而生，四时的节律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五

脏各主其时，其中肝脏主春。《素问·藏气法时论》中指出：“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春季是万物

升发、生机勃勃的季节，肝在五行中属木，具有疏泄、喜条达、恶抑郁的生理特性，与春季的升发之气相

应。因此，在春季，肝气旺盛，与春气相通。然而，对于平素肝旺或阴血不足者，春季肝气升发过甚或肝

虚无以升发时，均容易引发肝病。这一现象也体现了中医“天人相应”的理论，即人体的健康状态与自

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现代医学研究显示，维生素 D 与肝脏功能存在紧密联系，在相关动物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给予

小鼠维生素 D 补充后，有效延缓了肝组织纤维化的进展，并减轻了其炎症反应[5]。此外，维生素 D 的代

谢存在季节波动性，春季其合成减少，导致相当一部分人群在此时期易处于维生素 D 不足状态[6]。李倩

等[7]研究发现维生素D缺乏的人群可能具有较高的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病风险，随着春季肝气升发，

容易使人出现急躁、易怒的情绪，进而引发较大的精神压力，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上升，因此，此类疾

病在春季更容易频繁发生。朱佩等[8]学者在临床研究中发现，季节性情感障碍的患者多在春季由抑郁转

为躁狂，其发病机制与肝脏在春季的调控功能异常密切相关。《内经》亦提到肝病在四时的传变规律：

“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这表明肝病的病情变化与季节密切相

关。因此，医者若能充分把握肝脏生理机能与病理变化的季节性特征，将有助于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

优化治疗方案，并加强疾病预防。 

3. 择时治疗指导用药 

择时，既包括选择时令，又包括选择时辰。《内经》强调因时制宜的重要性，提出：“顺天之时而病

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又载：“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是谓至治。”李东垣亦指出：“夫人

之身，亦有四时天地之气……人亦体同天地也。”这些论述均强调了“天人相应”的理念，认为治病应顺

应天时，把握阴阳变化的规律。李东垣针对春季肝气升发的特点，主张使用柴胡、青皮等辛散之品疏达

肝郁，这与《内经》中“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的原则高度契合[9]。朱丹溪在《格致余论·春宣论》

中也强调顺应春季特性用药。他指出：“医者遂用牵牛、巴豆、大黄、枳壳、防风辈……不知气升在上，

则在下之阴甚弱，而用利药戕贼其阴。”春季人体阳气上升，下焦阴气相对不足，若使用攻伐之力过强

的利药，会进一步损伤下焦之阴。因此，朱丹溪主张使用轻清之剂助阳气宣泄。在治疗春季发作的咳嗽

时，他在处方中加入薄荷、荆芥等辛凉透达药，既能助肝气条达，又能防止阴液损伤。孙一奎认为春季

肝气升发太过而肺气下降不及而致的咳喘，在治疗中应添加滋阴润肺、平抑肝阳的药物，如芍药、天冬

等，以顺应春季的特性[10]。李悦等[11]统计建国后中医治疗流感样病例常用药物，分析了不同季节的用

药特点，统计结果发现冬春季解表清热药出现最多，其中春季常用药除甘草外，辛散之柴胡、生姜、桂

枝、薄荷、荆芥、麻黄出现次数最多，这表明现代医家同样重视顺应春季肝气升发之性来选择用药，中

医时间医学在临床治疗中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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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药物代谢过程与生物节律存在密切关联。李晶津等[12]发现，胆固醇代谢相关

基因表达具有特定时序特征，这为临床择时用药提供了依据。例如，在基因表达峰值时段给药可能增强

调脂药物的治疗效果。传统子午流注理论与现代研究存在时空对应关系。丑时对应肝经气血旺盛时段，

何世东教授据此对肝火犯肺型咳嗽患者实施凌晨 1:00 给药的方案[13]，通过顺应肝经气血运行规律，增

强平肝熄风药物的疗效。柴天川[14]基于类似机制提出，23:00~1:00 时段使用抗肿瘤药物既可针对肿瘤细

胞代谢特点增强药效敏感性，又能在保证疗效的同时降低毒副反应风险。同时，药物吸收后恰逢肝经当

令之时可发挥疏泄作用，这与“治积聚当先调肝”的治疗原则相契合。值得注意的是，申时(15:00~17:00)
虽属肝经气血相对衰弱时段，但肝脏代谢活性物质检测显示此时段存在生物活性峰值[15]。选择此时用药

既可发挥药效动力学优势，又能与机体代谢节律形成良性互动，这一现象体现了传统理论与现代发现的

辩证统一。历代医家基于“天人相应”理论创立的择时用药体系，在现代研究中获得新的科学诠释。从

子午流注的时辰气血盛衰规律到代谢基因的节律性表达，不同层面的证据共同印证了中医“因时制宜”

治疗原则的临床价值。 
基于此，可将现代生物节律检测技术与中医诊断方法相结合，通过皮质醇监测、睡眠–觉醒周期监

测等客观指标，结合传统舌脉诊断，综合评估体质状态，建立更精准的时辰治疗方案。治疗方案设计时，

既参考现代生物钟理论，又遵循子午流注规律，实现中西医时间医学的协同增效。 

4. 中医时间医学指导肝脏疾病的养生防病 

4.1. 顺时养生 

中医时间医学强调顺应自然规律以调摄人体机能，其中四时气候节律对肝脏健康尤为重要。《素问·四

气调神大论》系统论述了如何顺应四时节律变化来调养精神情志，并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

四时养生原则。春季阳气生发，万物复苏，此时应晚睡早起，舒展形体，调畅情志，避免怒气伤肝。夏季

阳气旺盛，天气炎热，宜晚睡早起，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暑湿伤身。秋季阳气收敛，气候干燥，应早睡早

起，收敛神气，避免悲忧伤肺。冬季阳气潜藏，天气寒冷，宜早睡晚起，保持精神内敛，避免寒邪伤肾。

通过顺应四时变化调养精神情志，可使人体“生气不竭”，形神兼备，达到颐养天年的目的。这种养生方

式不仅有助于预防肝脏疾病的发生，还能促进整体健康，深化了“治未病”的思想，体现了《黄帝内经》

的四时养生智慧。 

4.2. 饮食养生 

饮食作为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时间规律对人体代谢具有深远影响。研究表明[16]，
改变饮食时间会显著影响小鼠大脑和肝脏的生物钟基因及脂肪代谢相关基因的表达规律，提示饮食习惯

的改变可能通过调控昼夜节律影响机体代谢状态。徐亚沙等[17]的研究进一步揭示，胆酸合成和转运基因

的昼夜节律性表达对肝脏代谢具有关键调控作用，证实特定时间节点的规律性进食对维持肝脏健康具有

重要意义。基于“因时制宜”的养生理念，饮食调养需实现双重时序协调：在微观层面顺应昼夜节律，在

宏观层面契合四季更替。春季养生即是典型案例，《摄生消息论·春季摄生消息》明确指出：“肝木味

酸，木能胜土，土属脾，主甘，当春之时，食味宜减酸益甘，以养脾气”。此时节肝气旺盛，易克脾土，

导致脾胃虚弱，故应适量摄入大枣、花生等甘温之品。这种饮食策略既能固护脾胃之气，又可通过健运

脾气促进精血生成，最终实现濡养肝脏、维持其正常生理功能的目的。这种将食物性味归经属性与季节

特征相结合的养生实践，正是通过增强机体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实现防病保健目标的生动体现。 
此外，运动作为调节气血运行的有效手段，对维持肝脏代谢功能具有重要作用。现代研究证实，规

律运动可通过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肝脏代谢活性，对脂肪肝等疾病产生预防效应[18]。李萍等[19]针对非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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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性脂肪肝患者的研究表明，实施 12 个月的生活节律干预(包含饮食管理、睡眠调节与运动方案)可显著

改善肝功能指标，具体表现为血清 AST、ALT 水平下降，同时超声检测显示肝脏脂肪衰减值与硬度值均

显著降低。该研究证实，结合运动的综合干预策略能有效促进肝损伤修复进程。 

5. 结束语 

综上，中医时间医学是中医临床诊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节律与肝脏疾病的发生、发

展均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肝脏的昼夜节律及脏腑主时节律两个方面展开探讨，并梳理了古今中医时间

医学在肝脏疾病治疗中的实践案例，有利于丰富对肝脏疾病的认识，为肝脏疾病的临床治疗和养生保健

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以及为中医学在肝脏疾病的治疗与预防领域拓展了新的思路与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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