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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认为七情入心，内应五脏，枢折致郁，肝脾不调，气血失和，生痰成瘀，损及心神是情志病的病

机演变过程，辨治以通达枢机，调和肝脾，调畅气血，摄养心神为大法，以柴胡类方( 小柴胡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及四逆

散等) 及柴胡桂枝汤为主方，注重心身同调，病证结合，宣教引导与综合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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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CM Master Wang Qingguo's "Pivot Ｒegulating" Though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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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otional factors can lead to a wide range of diseases． Professor Wang Qingguo，Mas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believes that all kinds of human's emotions are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Heart but also to all of the Five Zang organs，some
of which act as pivots of Qi and blood or others in human． The pivot dysfunction，such as disharmony between Liver and Spleen，

disequilibrium of Qi and blood，would cause depression． Then Phlegm and retained Fluid as well as blood stasis would be induced，

which in turn injures the function of the Heart in regulating one's mental state and feelings． Based 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in path-
ogenesis of the emotional diseases，Professor Wang proposes to coordinate the " Pivot"，namely，to reconcile the Liver and Spleen，

to regulate Qi and blood and to nourish the heart and mind in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s． Chai Hu dominating prescriptions ( e． g．
Xiao Chaihu Decoction，modified Chaihu Decoction combined Longgu Muli Decoction，and Si Ni Powder) and Chaihu Guizhi De-
coction can be used as the main formula，focusing on the regulating of mind and body at the same time as well as being the com-
pound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and syndrome． Besides，the guidance and education of patients by doctors should also be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s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and best outcome． Professor Wang Qingguo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motional disorders and diseases，so here his academic thoughts are to be summarized and shared．
Key words: emotional diseases; " Pivot regulating" ; Chai Hu dominating prescriptions; Chaihu Guizhi Decoction; Wang Qingguo;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

情志病是指发病与情志刺激直接有关，或以情 志异常为最突出临床表现的病症［1］。中医学认为，

七情过极或压抑皆可扰乱脏腑气机，耗损脏腑精气，

破坏机体的阴阳平衡，引发心身疾病［2］。因而强调

形神统一、身心并重，方能“内外相得”，养生长全。
当今社会纷繁复杂，人们时常暴露在各种心理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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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中，情志成为致病的重要因素之一［3］。中医学结

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注重整体观念与形神合一，

在情志病治疗与预防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广泛的

应用前景。
王庆国教授，第四届国医大师，首届全国名中

医，“燕京刘氏伤寒学派”掌门人，第五批、第六批全

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师承

于伤寒大家刘渡舟教授，尽得其术，治宗伤寒，兼及

各家，行医 50 余载，学验颇丰［4］。王庆国教授提出

“通平致和”的诊疗观念，强调少阳为表里之枢，脾

胃为升降之枢，临床诊疗调枢为要，治愈众多疑难杂

证，在情志疾病诊疗方面效果显著［5］。笔者有幸从

师学习，将其辨治情志相关疾病的学术思想整理如

下。

1 七情入心，内应五脏，枢折致郁，致病多端

中医学早对情志有深刻的认识，《黄帝内经》即

有对七情五志的记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

“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中医学认为，

情志与人的精神心理活动密切相关，包括精神、魂

( 意识状态) 、魄( 本能活动) 、意( 记忆、思虑等认识

过程) 、志( 动机、意志) ，也包含喜、怒、思、忧( 悲) 、
恐( 惊) 的情感过程。个体的秉性( 人格、个性) 及睡

眠亦与“神”相关［6］。情志不仅可由客观事物对个

体的影响所引起或转换，还可由体内脏腑气机的变

化所产生。情志活动是脏腑功能活动的表现形式之

一，脏腑气血是情志变化的物质基础，脏腑气血紊乱

亦可影响情志［7］。《素问·调经论》云: “血有余则

怒，不足则恐。”《灵枢·本神》云: “肝气虚则恐，实

则怒; 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
情志之伤，虽五脏各有所属，然求其所由，则无

不从心而发。“心( 脑) ”作为精神心理活动的中枢，

整合形神机能，即脏腑生理和精神心理。《灵枢·
口问》云:“故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

摇。”七情从心而发，内应五脏，对气机升降出入造

成不同影响。《素问·举痛论》云:“百病生于气也。
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

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气

机紊乱，枢机不利是情志病的首要病机，“因郁致

病”，为内伤七情病机总括［8］。王庆国教授指出，今

之病者单纯虚证少见，由于饮食厚味、工作疲劳、情
绪紧张、更有因医者滥用寒凉误治，致气机不能升

降、阴阳不能交通而发生郁滞为患者恒多。所谓枢

者，通也，枢机不利则折而致郁［9］。人之枢转为重

要生命机能，少阳为表里之枢，脾胃为上下之枢。少

阳之枢以肝胆为主涉及三焦，主表里出入［10］; 肝主

疏泄，胆主决断，与情志联系紧密; 脾胃之枢以脾胃

居中，中焦为气机斡旋之地，主五脏六腑气机升降，

为气血生化之源，气血津液等则为精神情志活动的

物质基础［11］。李东垣认为:“先由喜怒悲忧恐，为五

贼所伤，而后胃气不行，劳逸饮食不节继之，元气乃

伤。”少阳为三阳之枢，少阴则为三阴之枢，主水火

二气，内寓真阴真阳，是调节心肾水火阴阳的重要枢

纽［12］。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为五脏六腑之大

主，在精神情志活动中占有主导地位，所谓“五志惟

心所使也”( 《医门法律》) ，心神的反应能力对情志

的产生具有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13］，但易被火

热、痰浊、瘀血等邪气扰动神明，也易因气血虚损失

于濡养; 肝肾同源，因情志所伤，气郁阳结，亦可使少

阴水火不济、气血阴阳不利。
七情动心，枢转畅通，肝脾和调，则周身气机升

降出入正常，气血津液得以正常生成与运行，故形神

无陨。如枢转无力，肝脾失调，使得周身气机运动亦

因之而郁，内外上下之气不通，气血津液滞而不行，

病由丛生［14］。《丹溪心法·六郁》言: “气血冲和，

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素问·八正神明

论》谓:“血气者，人之神。”《灵枢·平人绝谷》曰:

“血脉和利，精神乃居。”若为七情所伤，枢折致郁，

肝脾失和，气血津液不行，实者化火扰神，亦可生痰

成瘀蒙阻心窍，进一步对精神情志活动造成不良影

响。“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腑不

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

去，而积皆成矣( 《灵枢·百病始生》) ”。若病程日

久致气血暗耗，或火郁失泄而灼伤阴精，或正虚脾弱

使生化乏源，则心神失于濡养，病性由实转虚。
综上，情志疾病的病机可概括为七情入心，内应

五脏，枢折致郁，肝脾不调，气血失和，生痰成瘀，损

及心神。

2 通达枢机，调和肝脾，调畅气血，摄养心神

对于情志病的治疗，历代医家勤求古训，博采众

长，总结出情志病的临床关键。清代医家李用粹强

调疏肝理气的重要性，认为“郁病虽多，皆因气不周

流，法当顺气为先……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

传脾，当先实脾”。张锡纯有言: “欲治肝者，原当升

脾降胃，培养中宫，俾中宫气化敦厚，以听肝木自

理。”强调了脾胃升降于肝郁失疏的意义。七情致

郁当“疏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 《素问·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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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论》) ”。《类证治裁》言: “七情内起之郁，始而

伤气，继 必 及 血，终 乃 成 劳。主 治 宜 苦 辛 凉 润 宣

通。”气血调畅，则精神充沛，思维敏捷，情绪稳定。
王庆国教授经多年临床体悟，注重整体与动态

施治，认为少阳为表里之枢，脾胃为升降之枢，少阴

为水火阴阳之枢，临床诊疗情志疾病宜以通达枢机、
调和肝 脾 为 要，且“通 畅 气 血”与“调 和 阴 阳”并

重［15］。王庆国教授认为，调枢之法重点在“通”，旨

在恢复枢机自然之性，小柴胡汤外转枢机、内和肝

脾，桂枝汤外调营卫［16］、内和脾胃，二方合用柴胡桂

枝汤，又为四逆散核心药对之柴胡与白芍，配伍更增

调畅气血之效，少阳之枢、脾胃之枢、少阴之枢同调，

功效全面，故用途广泛，于外感热病为太少二阳双解

之轻剂，于内伤杂病则是调和肝胆脾胃、气血营卫之

良方［17］。在通达枢机，调和肝脾气血的基础上，王

庆国教授亦注重心神在情志类疾病中的主导作用，

实者重镇以龙骨、牡蛎潜阳入阴; 虚者养心以酸枣

仁、柏子仁安神定志; 神识受邪则清心化瘀涤痰开

窍。临床常以柴胡汤类方( 小柴胡汤、柴胡加龙骨

牡蛎汤及四逆散等) 及柴胡桂枝汤为主方化裁应

用。具体施治方面，组方药物的攻补、药味的寒热、
药性的升降要平衡合度。通过对疾病整体情况的把

握，在明确邪正盛衰、阴阳消长的基础上，准确使用

辛开、苦降、甘补等不同性味的药物，以期达到祛邪

扶正之目的［9］。

3 心身同调，主次兼顾，病证结合，中西互补

在情志疾病的治疗中，王庆国教授认为应坚持

心身同调、形神兼治的整体观念。既要考虑七情病

因及其病机特点，又要考虑不同情志疾病的证机共

性与特点，也要把握情志病的发展趋势。情志疾病

病程大致可划分精神因素致病阶段、脏腑功能失调

阶段及躯体损害阶段［18］，应明确不同阶段的治疗重

点。早期以肝脾等脏腑轻度功能失调为主，宜尽早

进行心理干预与生活调整，将改善患者精神状态作

为主要治疗措施，王庆国教授用药以开郁利枢，疏肝

理气，条达心脾为主，或兼清心泻火; 若病程进展，由

气及血，脏腑功能紊乱较甚，痰、瘀等病理产物是影

响本阶段病理机制的关键［19］，病性多实，此时躯体

障碍较为明显，心理干预作用有限，应结合针灸、西
医等治疗，治当涤痰化瘀，祛除实邪，以恢复枢机通

达; 疾病迁延日久，躯体障碍的加重会对情志造成进

一步不良影响，并引发新的躯体症状，王庆国教授强

调，本阶段病性由实转虚，以虚实夹杂为多，须辨其

病位、病性与虚实，根据其病及何脏、偏寒偏热、在气

在血等整体辨证，重点施治，以修复患者主要躯体损

伤，并防治器质性病变产生。

4 调心畅情，宣教引导，综合调摄，预防复发

病由心生，心病最伤人。王庆国教授常引《青

囊秘录》“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其次则医

其病”教导吾辈，治疗情志病，切不可只见病不见

人，孟浪用药; 也不可夸大心理治疗的作用，当身心

同调。《素问·五脏别论》云:“凡治病必察其下，适

其脉，观其志间，与其病也。”在情志疾病的诊察过

程中，王庆国教授常先进行开放式沟通，引导患者宣

泄，耐心倾听，与患共情，以对患者的生活状况、日常

习惯、社会交往、劳动状况、身心需求等有所了解。
在诊察时关注患者的情绪状态，是否有忧思、心烦、
恐惧、易怒、悲伤、哭笑无常等明显异常; 是否有多种

躯体不适症状，症状变化较大且难以明确病因［20］，

如身体感觉异常: 寒热、疼痛、目眩、耳鸣、口苦、口

酸、口辣等; 是否有记忆异常健忘，思维异常，语言异

常; 是否有想象异常如多梦、妄想表现［21］; 患者是否

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就诊，或有夸大病情，疾病焦虑或

疑病症、恐癌症等表现; 并会对情志疾病易感人群增

加关照，如儿童、妇女、老年人、亚健康人群、手术患

者、危重症患者、慢性病患者、癌症患者等［22 － 25］。王

庆国教授在认真体察患者的情绪、思想、心态，调查

致病原因后，善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向患者简要解释

疾病过程，或对患者的非理性认知及不良生活方式

加以引导纠正，或鼓励患者正视自我缺陷，在给予药

物治疗的同时，对患者进行适宜的健康宣教和生活

指导，积极引导患者保持乐观，唤起患者恢复健康的

意志。施治坚持综合调摄，医患交流不失人情，如此

获得患者的高度信任和积极配合，对疗效提高大有

助益。

5 验案举例

杜某，女，62 岁，2021 年 8 月 19 日初诊。主因

入睡困难 20 年就诊。现病史: 患者于 20 年前无明

显诱因入睡困难，诊断为抑郁症，服抗抑郁药阿普唑

仑，抗焦虑药奥氮平，近年来疗效维持不佳，病情时

有反复，情绪波动后加重。现症见: 入睡困难，睡眠

短浅，无早醒，鼻塞、鼻痒、喷嚏遇冷加重，时头部汗

出，自觉肌肤疼痛，口干，目干。舌质淡嫩，苔薄白，

脉滑。西医诊断: 失眠，抑郁状态，过敏性鼻炎。中

医诊断: 不寐。中医辨证: 太少不和，枢折致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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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和 解 太 少，调 枢 解 郁。处 方: 柴 胡 10 g，黄 芩
10 g，法半夏 15 g，桂枝 10 g，白芍 15 g，炙甘草 30 g，

大枣 30 g，浮小麦 30 g，煅龙骨 20 g，煅牡蛎 20 g，炒

酸枣仁 30 g，乌梅 5 g，合欢皮 15 g，黄柏 10 g，黄芪

40 g，黑顺片( 先煎 20 min) 15 g。14 剂，水煎服，每

日 1 剂，早晚餐后分服。嘱患者清淡饮食，调畅情

志，规律生活，适当运动。
2021 年 9 月 2 日二诊: 患者自觉睡眠改善，鼻

塞、鼻痒、流清涕减轻，畏寒好转，说话乏力，走路尚

可，手心热。舌质淡，苔水滑，脉同前。前方附片加

至 25 g，细辛 9 g，黄芪加至 50 g，柴胡加至 18 g，麦

冬 20 g，五味子 10 g，人参 6 g。14 剂，水煎服，每日
1 剂，早晚餐后分服。

2021 年 9 月 16 日三诊: 前方见效，可入睡，抑

郁减轻。近日新发口疮，仍有手心热，大便干。前方

加黄柏加至 15 g，去龙骨，白芍加至 20 g。14 剂，水

煎服，每日 1 剂，早晚餐后分服。后随访患者病情稳

定。
按语: 本案患者以失眠、抑郁、过敏性鼻炎求诊，

失眠与抑郁症为典型情志病症［26］，患者或因七情劳

倦所伤而心身同病。结合患者畏寒、汗出异常、口目

干燥、手心发热及痛在肌腠表里之间，辨为太阳营卫

不和，少阳枢机不利。枢折致郁，阴阳气血失和，阳

不入阴，神明被扰故失眠不寐迁延难愈。患者长期

服用抗焦虑药辅助睡眠，阳气郁遏进一步加重。枢

转不利，肝胆失疏，气滞为郁，情绪低落; 气郁化火，

心火上灼发为口疮，耗伤阴津而手心发热; 营卫不

和，则汗出异常; 阳气不能温煦肌表则畏寒疼痛，鼻

痒喷嚏; 升降不利，生化乏源则无力，口干，目干，便

干。诸症繁多，统为枢折致郁，气血、阴阳、营卫不

和，虚实夹杂，寒热并见，故王庆国教授以古方新裁

柴桂龙牡甘麦大枣汤加味通达枢机，心身同治。针

对兼证加炒枣仁、乌梅、合欢皮安神助眠，加黄柏清

阴分之热，加麻黄附子细辛汤温经助阳，加黄芪生脉

饮补益气阴。诸药相合，恰合病机，故收佳效。

6 结语

情志疾患发病广泛，一般进程较缓，但对患者社

会功能影响较大，甚至引起患者绝望观念而致伤致

死，且易于复发，受到先天禀赋、后天调养、性格经

历、文化修养、治疗依从性等多种因素影响，预后情

况差异较大。根据多年临证经验，国医大师王庆国

教授以和调枢机为治疗大法，灵活运用柴胡类方

( 小柴胡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及四逆散等) 及柴胡

桂枝汤化裁，在情志疾患的诊疗中注重心身同调，主

次兼顾，病证结合，中西互补，积极宣教，综合调摄，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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