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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时间医学是时间生物学与中医学相结合的产物。古代

医家通过对人体生命活动的长期观察，在古代哲学阴阳五行学

说和“人与天地相参”的观点启发下，认识到人体内在生命活

动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复

杂关系，人体五脏系统通过对自身功能活动的调节，从而适

应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时间医学主张医者从时间的角度关

注疾病的防治和康复的全过程，而不仅仅局限在疾病的治疗

这一个环节上。支气管哮喘的发病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在临

床的预防和治疗过程中可根据其发病特点，择时防治，可望

取得较好效果。
1 中医时间医学源流

中医时间医学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西汉马王堆医学帛书。
其散在论述了因时摄生、择时施法等关于时间医学的研究。如

《养生方》要求食韭在春天，因“春三月食之疴疾不昌，筋骨

益强。”《五十二病方》强调“以旦未食敷药”，即在清晨未进

食时敷药治疗腿部外伤，其论述的择时用药原则还包括饭前用

药“恒先食食之”，这些观点初步探讨了中医时间医学思想[1]。
《黄帝内经》在总结历史医疗经验、提出系统的中医学理

论的基础上，同时对时间医学的理论也作了甚为详尽的阐述。
以“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的观点，总结出“因时

制宜”理论，所谓“顺天之时，病可与期”。注重人体与自然

物候因素处于一个动态的生态整体中。在生理上，认为营养物

质随时间而运行，如《灵枢·营气》云：“故气从太阴出注手

阳明，上行注足阳明……此营气之所行也，逆顺之常也。”说

明不同时间经脉气血盛衰不同，脏腑组织随时间而衰旺。在病

理学上，认为病性因时而异、病位因时而变、预后因时而别。
《素问·宣明五气》云：“阳病发于冬，阴病发于夏”，指明了

病情随时间的改变而不同。在诊断学上，有脉以应时理论，

《素问·脉要精微论》曰：“诊法常以平旦”，强调了特定时间

段诊脉的必要性。同时，在治疗方面主张和于自然，辨时论

治，即《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必先岁气，无伐天和。”这

些系统论述，使中医时间医学理论趋于完备。
后世医家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对时间医学进一步发挥和

完善。如《金匮要略》在时间治疗学方面，有许多按时服药及

四时加减用药等记载[2]。按时服药者，如《金匮要略·痰饮咳

嗽病脉证并治》治悬饮之用十枣汤，注明“平旦温服之”。盖

“平旦人气升”，此时服药借人体应时之阳气以增强十枣汤逐水

祛饮之力。是仲景继承《内经》学术思想，在朴素“时空观”
指导下对临床真实现象和自己施治体会的宝贵记录。及至金元

时期，医者将时间医学具体实践进一步丰富与扩展，如张子和

在《儒门事亲·立诸时气解利禁忌惑》提到：“凡解利、伤寒、
时气疫疾，当先推天地寒暑之理，以人参之”等因时施治的原

则。金·何若愚《流注指微针赋》创立了子午流注针法，它强

调时间因素对针灸效应的影响，认为人体经脉的气血流注随着

时间的不同而有着盛衰开阖的变化，把握时间，按时取穴，从

而协调人体与自然之节律，维持气血阴阳之平衡，从而进一步

丰富了中医时间医学。
2 支气管哮喘发病与时间的相关性

2.1 日规律 临床观察发现，支气管哮喘具有在夜间或凌晨

发作或加重的规律，即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所云：

“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考《内经》“人

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的天人相应理论，自然界昼夜

阴阳节律性变化势必导致人体脏腑气血发生相应的改变。而五

脏中又以肺与自然界关系至为密切，它通过司呼吸、主皮毛直

按与自然界相通。《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天气通于

肺。”就生理而言，营卫之气沿十二经脉依序昼夜运行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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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复始，与天地日月之昼夜阴阳同步消长，从而保障人体昼

兴夜寐，阴阳调顺，五脏安和。在病理情况下，由于罹患肺

疾，易致六淫之邪反复侵袭，肺气损伤，日久必及脾肾，甚则

五脏俱虚，营卫气血化源不足，运化敷布失司，进而可致痰

浊、水饮、血瘀等内邪滋生，脏腑气机升降失常。夜间正值自

然界阳气衰微、阴寒偏盛之时，此时机体阳气愈加亏虚，且人

体阳气潜藏于里，外不能抗御寒邪，内不能温化水饮，内外合

邪，导致病情加重。现代生理学研究表明，夜间人体内儿茶酚

胺、心钠素、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RH)等激素水平处于分

泌低值期，导致其扩张支气管平滑肌的作用减弱，更易引起哮

喘发作[3]。同时，夜间迷走神经张力增高，β 受体兴奋性降

低，气道阻力增加，呼吸道黏液分泌增加，机体对过敏介质

释放的抑制作用降低，气道反应性增高，均能够使本病发作

或加重。
2.2 四时规律 支气管哮喘的发病同时亦具有冬春季节加重

的趋势。《景岳全书·喘促》曰“喘有夙根，遇寒即发。”气温

的变化作为一种环境激发因子，可以影响神经、内分泌及免疫

功能，引起支气管黏膜血管通透性增高，支气管管腔狭窄，易

发生气管痉挛而激发哮喘。如《症因脉治》所述：“哮病之

因，痰饮留伏，或外有时令之风寒束其肌表，则哮喘之证作

矣。”实验研究发现，血清补体 C3、C4 的水平在冬季含量降

低，可能与呼吸系统疾病易感性增高存在一定的关系[4]。
3 支气管哮喘的择时防治方法

支气管哮喘的择时施治其机理在于顺应人体阴阳消长规

律，顺应人体脏腑主时规律以及人体营卫之气运行。并利用人

体与自然界的时间节律同步性予治疗，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3.1 穴位贴敷 穴位贴敷是指在三伏天对穴位进行药物贴敷

来预防和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一种方法。特取每年三伏初、中、
末伏第一天在人体的特定穴位上进行治疗。本方法是一种融经

络、穴位、药物、时间为一体的治疗方法，具有多因素叠加的

治疗作用。自然界夏季阳气最旺，人体阳气盛极，阴气始生，

阳气发泄，气血趋向于表，腠理开泄，经络通畅，利于肺经驱

除痰浊、寒饮等邪气。常用的药物主要包括通经走窜、开窍活

络之品，如白芥子、麝香、丁香、花椒等；气味俱厚之品，如

南星、半夏、草乌、生姜等。穴位基本处方为：天突、中府、
大椎、肺俞、膏肓。肾虚不纳者加肾俞；咳痰较多者加丰

隆；气喘明显者加定喘等腧穴[5]。穴位贴敷治疗哮病效果肯

定，是中医时间医学临床运用的经典阐释。现代实验研究证

实，冬病夏治能够改善机体血液循环，兴奋β受体活性，促

进和调整机体免疫机能，调动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利于支气

管哮喘的恢复[6]。
3.2 因时针灸 子午流注针法是一种以时间为主要条件的独

特取穴针刺治疗方法。是古人在人与天地相参、与四时相应的

“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根据脏腑经脉的气血流注、盛衰开

阖的规律，以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的五输穴为基础，结合阴阳

消长、五行相克、天干地支理论创制的一种逐日按时取穴的针

刺方法。其独特思想和丰富内涵，深刻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科学

的系统观念和强调事物相互联系的思维特点。此针法强调了因

时施治的重要性，属于中医时间治疗学的典范。研究表明，针

刺时机与针刺效应具有相关性，择时开穴治疗支气管哮喘，

能够有效控制哮喘的症状，下调患者血清 IL-4 的水平，与

常规针法组比较效果显著，更好地控制哮喘症状，改善肺通

气功能[7]。
3.3 因时给药 “因时用药”是中医时间医学的具体应用，

它是利用机体日节律周期变化而选择最恰当的用药时间，进而

增加疗效的方法[8]。考虑到哮病“夕加、夜甚”的发作特点，

调整给药时间，如硫酸特布他林片，可在睡前服用，夜间呼吸

道阻力增加时，能够达到较高的有效血药浓度，获得较好的疗

效。时间药理学研究认为，机体组织活动的节律性会导致药物

药效、药代动力学发生改变，根据人体生理活动的昼夜节律以

及各个药物的药性特点，进行综合考虑，选择给药时间，更有

效的发挥药效，使药物的药性特点与人生理活动的昼夜节律相

同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9]。
中医学的时间空间相关性论述，以“天人相应”思想为指

导，经过千百年的实践应用观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

系。特别是通过结合现代医学研究以来，使古老的中医时间空

间医学证治，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提高。通过借助多种相关学

科的客观指标验证和临床实验研究，赋予原有的相关理论新的

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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