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基金项目: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BK20151007 ) ;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南京中医药大学校级重点

实验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 通讯作者: 黄桂成，Email: 228970442@ qq． com

基于生命四时调理脾胃探析骨质疏松症“治未病”理念

周龙云 黄桂成* 陈旭青 郭杨 苑文超 王礼宇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9

中图分类号: Ｒ6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08( 2016) 09-1174-04
摘要: 骨质疏松症发病广泛，其“治未病”意义重大。生命四时，少、壮、中、老，长、壮、衰、亡，构成阳气升降一生命循环，为四

季变化之延长。其中，脾土主四时，掌生命终始。生命中期之前，脾土顺阳气之升发，承载筋骨生长，奠定基石，防变于先，生命

中期之后，脾土顺阳气潜藏，厚纳以封藏精微，稳固筋骨，缓病之势。故生命四时不同，脾胃所主不一，形成了骨质疏松症独特

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理念。笔者认为，儿少发陈，温升脾土，条达肝木; 壮硕之年，温补脾阳，助阳宣泄; 中老之年，润脾降

胃，容平阳气; 年老之时，酸甘敛藏，固元纳气，防病之要义。
关键词: 中医中药; 骨质疏松症; 生命四时; 黄帝内经; 预防; 未病先防; 脾胃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in osteoporosis basing on coordination
of spleen and stomach in four stages of lif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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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steoporos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bone diseases in human． The prevention before the disease onset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he four stages of lifetime which is the extending of the four seasons，including growth，embonpoint，senility and
death，constitute the circulation of the movement of Yang qi． Specially，spleen dominates the four seasons and four stages of life．
Before the mid-lifetime，following the ascending of Yang qi，the spleen bears the growing the muscle and bone，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prevention of osteoporosis． After the mid-lifetime，following the hide of Yang qi，the spleen stores essence，steadies
the muscle and bone for slowing down the incidence and development of osteoporosis． Above all，the function of spleen is different
during the four stages，which constitutes the unique theory of prevention before the disease onset for osteoporosis．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transport spleen in early youth，warmly invigorate spleen and stomach in maturity，nourish spleen and
stomach in middle age，nourish yin with sour and sweet drugs in senile．
Key words : Chinese Medicine; Osteoporosis; Four stages of lifetime; Neijing ; Prevention; Prevention before disease onset;
Spleen and stomach;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骨

质疏松症已经成为人类重要的健康问题。据流行病

学调查显示，2006 年 ～ 2009 年德国 27% 的原发性

骨质疏松症患者发生骨折，其中 69% 为多发性骨

折［1］; 在法国，预计至 2020 年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

症患者将达 340 万［2］。骨质疏松性骨折严重影响老

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也加重了个人及社会的经济负

担。预计 到 2020 年，我 国 骨 质 疏 松 症 患 者 将 达

2. 866 亿，医疗费用预计达 5. 33 亿［3］。故骨质疏松

症中医药治未病的探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笔者

愿从“顺生命四时阴阳变化调理脾胃”角度探讨骨

质疏松症的治未病理念，以飨同道。

1 理论依据

生命之源，启于父母之精。肾精充固，筋骨初

合，形体以成，百骸待兴。如《素问·五脏生成篇》:

“肾之合骨也…［4］。”人之筋骨因肾精始成，其强壮、
坚固则待后天充养，后天润养则坚，后天失养则痿。
如《素问·太阴阳明论》:“脾病而四支不用…［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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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脾气亏虚，健运无权，气化无源，则四肢不用，如

《灵枢·本神》:“脾气虚则四肢不用［5］。”脾之精血不

足，濡养不利，则肢体屈伸不便，如《灵枢·决气》:

“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5］。”筋骨痿

软，起于阳明脉衰，继则四旁失养，形体俱废。如

《素问·上古天真论》: “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

始堕…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

通，故形坏而无子也［4］。”于痿疾，《素问·痿论》更明

确指出:“治痿者独取阳明［4］。”故《内经》“四肢不

用，形体痿软”之疾论在脾胃，治在阳明。延至金

元，古代医家基于内经理念确立了脾虚与骨痿的密

切关系，如《脾胃论·脾胃盛衰论》:“大抵脾胃虚弱，

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生。脾

病则下流乘肾…是为骨痿。令人骨髓空虚，不能履

地…［6］。”现代研究亦表明，脾虚患者营养元素钙、
磷、氨基酸等吸收障碍，肌肉纤维变细，骨质形成减

慢，骨量的丢失加快［7-13］。
骨虽生于先天，而痿发于后天。纵观，以《内

经》理论为始，历代医著为传承，现代研究为末，莫

不重视“脾胃”在骨质疏松症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反

言之，通过“顺生命四时变化调理脾胃”达到骨质疏

松症防治之目的则具有深刻的可行性，笔者将于下

文就这一拙见作具体阐述，以期同道指正。

2 基四时，调脾胃

人生于自然，法于天地，是谓天人一合。四季变

化，生长收藏，循环往复，生命变化，长、盛、衰、亡，周

循而还，虽长短有别，然阴阳术合，构成了人生命中

的圆运动循环。其中脾土者，主于天地四时，亦主于

生命四期，处生命圆运动的中央，带动生命之轮的转

动，如《素问·太阴阳明病论》: “脾者土也，治中央，

常以四时长四藏［4］”，《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人秉大

气五行而生脏腑》:“则升降于外，中气如轴，四维如

轮。轴运轮行，轮运轴灵。轴则旋转于内，轮则升降

于外［14］。”生命中期之前，生命的阳气生长，处于圆

运动上升阶段，此时脾土顺应生命自然变化，重承载

之性，升举阳气，温煦万物，以生长为用，促进肌肉的

丰满、骨骼的强壮、骨量的增多，为生命奠基，防病于

先; 生命中期之后，生命的阳气开始潜藏，处于圆运

动下降阶段，此时脾土顺应生命自然变化，重厚纳之

德，潜藏阳气，纳藏万物，以归原为用，促进形骸、元
气的稳固，减慢骨量流失，以缓病势。故生命四时不

同，脾胃所主不一，形成了骨质疏松症独特的“未病

先防、既病防变”理念，笔者于下文详述。

2. 1 儿少发陈，升运脾土为法

小儿年少，原精成形，一阳初升，处生命圆运动

之始。此时，人之肌肉待充，筋骨待实，百骸待兴，本

少阳生气，应春之发陈，肝木升发之性主时，如《素

问·玉机真藏论》: “春脉者肝也，东方者木也，万物

之所以始生也［4］”，《温病条辨·儿科用药论》: “小

儿，春令也; 东方也; 木德也; …木脉也［15］。”顺时之

令，条达肝木，则阳气上升，气血输布，肌肉、筋骨以

长，肢体功能灵巧，如《素问·五脏生成篇》:“血归于

肝…足 受 血 而 能 步，掌 受 血 而 能 握，指 受 血 而 能

摄［4］”，《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精则养神，柔

则养筋［4］。”木德不行，阳升不及或郁而不达，则气

血不布，筋、骨、肉失养，形体瘦弱，如《临证指南医

案·痿》: “肝伤则四肢不为人用［16］。”故儿少之时，

促进机体生长，欣荣向上，当以条达木性，助木升发

为法，而这点与脾土密不可分。
脾胃者，阴阳运动之轴。儿少之年，阳气伸展，

脾胃亦应顺升发之性，升清以荣百骸，升阳以助脏

腑。脾土升清正常，则气血生化有源，营卫充和，四

肢健长，如《素问·太阳阳明论》: “四支皆禀气于

胃［4］。”但若儿少脾土不升，则扰及肝木升发，阴阳

运动不圆。其中，脾气虚弱，不能温煦肝木，肝木不

足，升阳不及，气血不布，筋骨不养，如《温病条辨·
儿科用药论》:“木离土则死［15］”，《医学衷中参西录

·论 肝 病 治 法》: “然 非 脾 气 之 上 行，则 肝 气 不

升［17］。”抑或脾滞生湿，湿气下流，困遏相火，外则阳

气不达，内则营血内耗，筋肉不荣，如《四圣心源·
浮沉大小》:“土弱而不能达木，则木气郁塞，肝病下

陷［18］。”故脾虚、脾滞，均能影响肝木升发之性，或升

阳无权，或阳气郁遏，而津血失于布化，肢体失养，骨

不坚强。故于儿时，土助木升、达，治当升运脾土，升

清以助阳升，运脾以助疏泄，应生升之理，促进肌肉、
筋骨强壮。
2. 2 壮年蕃秀，温补脾阳为则

壮年之时，阳气升极，宣泄于外，输布于上，而神

采飞扬，处生命圆运动之巅，《素问·上古天真论》:

“三七…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4］。”
此时，人之肌肉满壮，筋骨强健，本太阳之气，应夏之

蕃秀，心火宣通之性主时，如《素问·玉机真藏论》:

“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4］”，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夏三月，此谓蕃秀…使华

英成秀，使气得泄［4］。”顺时之令，宣泄阳气，则滞邪

驱尽，气血流利，筋骨受养而长极，肢体功能强健有

力，如《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内经 ＞ 经文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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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孔开通，全在火气充足…汗孔不开…荣卫之间

所停 积 的 污 垢，敛 于 血 管 之 中，阻 碍 荣 卫 的 运

行［14］。”此外，生命四时，乃生、长、收、藏之周循，长

旺则藏足，年老筋骨稳固，如《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二十四节气圆运动简明图说》: “降极则升，升极则

降，升降不已，则生中力［14］”，现代研究亦表明年轻

时期 增 加 骨 峰 值，能 有 效 预 防 骨 质 疏 松 症 的 发

生［19，20］。纵观，壮年阳气壮旺，顺火之宣通之性，则

归藏有力，形体稳固，对骨量的增加，年老时骨质疏

松症的预防具有重要意义。而壮旺阳气，助其宣通

与脾土密不可分。
壮硕之年，太阳之时，阳气由少而壮，盛阳汇聚

于外、上，内下却虚、寒渐长，如《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壮火食气…壮火散气［4］”，《素问·五常政大

论》:“阳精所降其人夭［4］。”脾胃者，阴阳运动之轴，

壮年阳气盛旺，脾土亦顺应阳气升浮之性，升举阳

气，壮旺火阳。然此时，脾土以虚寒为特征，失于温

壮阳气。而阳聚于上，宣泄于外，如若不得温助，阳

气渐耗，或至阳气不足，宣泄无权，抑或阳气暴散，宣

泄太过，不仅机体失于长极，且直接影响到年老阳气

潜藏，形体稳固的有力与否。故于壮年，中寒阳泄，

治当温升脾阳，补助阳气，助其宣泄，应浮极降足之

理，使肌肉、筋骨长极，促进后期形体稳固，所谓“未

病先防”也。
2. 3 中年容平，润脾降胃为法

中老之年，阳气已极，极尽而衰，始欲下归，处生

命圆运动下行阶段，如《素问·上古天真论》:“六八阳

气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4］。”此时，阳气下行，筋骨

极尽而收，生气盛极而减，本太阴收成之气，应秋之肃

杀、容平，肺金肃降之性主时，如《素问·玉机真藏论》:

“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4］。”顺

时之令，和缓阳气，则精气不泄，形体稳固。然阳气内

收，阴气以涵，若此时津液不足，燥伤肺金，凉降无权，

则阳气逆上，精微外泄，髓骨渐衰，年老无藏，如《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4］”，《礼记·
月令》:“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21］。”故

中老之年，稳固机体，内收精气，须重视津液润足，敛

降彻底，而这点与脾胃密不可分。
脾胃者，津液之源，而津液的布散则与津液厚

足、中气旋转密切相关。脾胃中气旋转，则脾之津液

输布有权，肺津得润; 脾胃津液厚足，则脾之津液布

散有源，肺津给养不竭。中老之年，肺金凉降，脾胃

为阴阳圆运动之轴，亦应顺下行之性，收降万物。如

若此时，主以运补脾气之品，一则温升之性逆于金气

凉降之政; 二则助于燥热，耗伤津液，损伤润降之性，

则阳气应将不降，精微外泄，如《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炙甘草汤证治推论的意义》: “补中之药，必伤津

液［14］。”而若此时，主以润降中气之品，一则凉润之

性顺肃降之令; 二则津液润足，脾气散津有源，肺津

给养不竭，则燥不伤金，凉降彻底，阳气内收，真气内

从，筋骨稳固，如《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内经〉经文

读法》:“燥金司令…伤损了湿土的津液…所以治之

之法，必用润脾肺助津液之药［14］”; 故于中年，阳气

当收，土助金之凉、降，治当润脾降胃，以助津液，容

平阳气，稳固筋骨，所谓“防微杜渐”也。
2. 4 年老闭藏，酸甘敛藏为则

年老之时，真气归原，谧静安和，周循而还，处生

命圆运动之末根，如《温病条辨·九窍论》:“九为老，

一为少…九为阳数之终，一为阳数之始，始终上下，

一阳气之循环也［15］。”此时，阳气归位，人之筋骨收

缩，生气不展，本少阴闭藏之性，应冬之蛰伏，肾水封

藏之性主时，如《素问·玉机真藏论》:“冬脉者肾也，

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合藏也［4］”。顺时之令，使真

气无泄，则生命善始善终，如《素问·上古天真论》:

“上古有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

守神…故能寿敝天地［4］。”然阳所以藏，阴液以守，

若人之阴精不足，封藏无权，则真气散漫，阳不潜藏，

年老而形坏，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以欲竭其精，

以耗散其真…故半百而衰也［4］。”故老年罹患骨质

疏松症与真气不藏密切相关，治以滋养阴精，封藏阳

气，而这点与脾胃密不可分。
脾胃者，阴阳运动之轴，年老阳气封藏，脾土应

顺闭藏之令，厚纳万物，如《伤寒论·辨阴阳脉证并

治法》:“阳明居中，主土也，万物所归［22］。”脾土精

血充固，脾胃阳气归附，万物静谧，元气潜藏，肾精得

固，孕育生机，如《伤寒论条辨·卷之二·辨太阳病

脉证并治中篇第二》: “小建中者…阴收则阳归附

也，加胶饴者，甘以润土，土润则万物生也［23］。”但若

脾胃阴液不足，阳气不能潜藏，扰动年老闭藏之本

性，则阳根潜藏不及，根本动摇，精微外泄，形体败

坏。治之之法，亦当润养脾胃阴液。然此时润养脾

胃阴液，以顺元气潜藏为要，而潜藏元气，以酸收为

最，如《医学衷中参西录·元气诠》:“握百年寿命之

根，其功用在于能敛［16］。”故于老年，土助水之封藏，

治当仿小建中汤酸甘养阴润土之法，酸以收元气，甘

以润脾土，酸甘相合，应年老冬藏之理，则筋骨不摧，

尽于天年，所谓“既病防变”也，如《圆运动的古中医

学·小建中汤》:“相火不降之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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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土为生命阴阳运动之中轴，轴灵则轮转无失。
少壮之年，升运脾阳，长足筋骨，以筑基石，未病先

防; 中老之年，润敛脾阴，纳藏精微，稳固筋骨，既病

防变，本于《素问·四季调神大论》: “春夏养阳，秋

冬养阴［4］”之旨。故顺四时以调脏腑，调脾胃以顺

四时，治病之要，防病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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