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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emi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human being basic emotional state is discussed. The corresponding mathematical model is given. 
The basic interaction between emotional states of different intensity levels in the human individ-
ual life system under this model is analyzed in detail. The dominant inhibition relationship and 
dominant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states of individual life system have been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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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医学理论基础上讨论了人类基本情绪状态的一种半定量分类方法，给出了相应的数学模型表示,详细

分析了在这一模型下人类个体生命系统中不同强度级别的情绪状态之间的基本相互作用关系，研究了个

体生命系统中各情绪状态之间的基本优势抑制关系和优势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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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使用数学模型方法表达人类的各种情绪状态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例如使用微分方程等方法通常

不可能多角度地表现出人类各种情绪状态的主要特点和相互之间的各种作用关系。本文从中医学理论[1]
的观点出发，通过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可以比较贴切地表示出人类各种基本情绪状态的模式和这些状

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2. 人类基本情绪状态的半定量分类模型 

利用中医学理论可以给出人类基本情绪状态的三类重要特征量： 
①“外倾类和内倾类情绪状态”的基本特征——用“a+,−”表示，“a+”和“a−”分别对应于人类个

体当前情绪状态处于“外倾类情绪状态”(即外向性、扩张性、外展性、膨胀性或类“交感性”等情绪状

态)，和“内倾类情绪状态”(即内向性、回缩性、退守性、内敛性或类“副交感性”等情绪状态)。 
这里的“交感性”和“副交感性”指人类植物神经系统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性的特征状态。当人类交

感神经系统兴奋时，将会出现加强和加速心脏收缩，使人的瞳孔扩大、肠蠕动减弱等有利于人去从事外

向性事务的作用；当副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时则有抑制和减缓心脏收缩，使人的瞳孔收缩、肠蠕动加强等

有利于人回到内向性状态的作用。 
在人类个体中，“a+,−”对应于中医学人体经络之“气”的走向[1] [2]。其中“a+”对应于经络之气从

躯体流向肢端(有利于外倾类情绪状态)；“a−”对应于经络之气从肢端流向躯体(有利于内倾类情绪状态)。 
②“聚纳类和散发类情绪状态”的基本特征——用“m+,−”表示，“m+”和“m−”分别对应于人类

个体当前情绪状态处于“聚纳性”(收聚性、聚拢性、集纳性等等)和“散发性”(扩散性、布散性、排泄

性等等)特征状态. 
③“确定性和易变性情绪状态”的基本特征——用“b+,−”表示，“b+”和“b−”分别对应于当前精

神控制状态的特征处于“确定性”(固定性、不变性、主体性等等的“阳”性控制状态)和“易变性”(调
节性、无序性、从属性等等的“阴”性控制状态)的形式。在中医学“人体经络系统[1] [2]”中，“b+”

和“b−”分别对应“手经”(“阳性”控制形式)和“足经”(“阴性”控制形式)。 
利用上述“a+,−”、“m+,−”、“b+,−”三组基本特征量(在中医学理论中这三组基本特征量分别对应

于“气”、“精”、“神”的概念[1] [2])可以对人类的基本情绪状态用表 1 的形式来互补分类表示，人

类通常的情绪状态可以被看作是由表 1 中的基本情绪状态组合而构成的。 
在中医学内，表 1 中的“级别 1”状态(即“和缓态”)被称为生命个体情绪状态处于“‘阴’平”和

“‘阳’秘”的控制状态；“级别 4”状态(即“危机状态”)被称为生命个体情绪状态处于“‘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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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emiquantitative complementary classification table of human basic emotional states 
表 1. 人类基本情绪状态半定量的互补分类表 

分类名称 平密性、低熵性：a、b 弱值→离决性、高熵性：a、b 强值 分类符号 

强度级别 级别 1 级别 2 级别 3 级别 4 
k = 1, 2, 3, 4 

强度名称 和缓态 庸常态 应激态 危机态 

1. ① 躁怒类 
② 惰犟类 

从容、臊撩 
卑惰、郁懒 

烦躁、急怨 
啬赖、抑持 

愠恼、耻恨 
恃矜、固拗 

憎侮、激怒 
镇犟、冥顽 

①<a+, m−, b−>k 

②<a−, m+, b+>k 

2. ③ 喜狂类 
④ 慎恐类 

敬悦、喜畅 
恬适、懦怯 

慷慨、励耀 
犹疑、谨慎 

果敢、凶蛮 
惕匿、妥慌 

威恶、狂疯 
惊悸、惶恐 

③<a+, m−, b+>k 
④<a−, m+, b−>k 

3. ⑤ 肃悲类 
⑥ 惑忧类 

肃寂、沉实 
空虚、淡散 

艰耐、信诚 
迷惑、思虑 

苦痛、悲怆 
怜惜、慈忧 

哀凛、悔恸 
惆怅、焦焚 

⑤<a+, m+, b+>k 
⑥<a−, m−, b−>k 

4. ⑦ 伺贪类 
⑧ 厌驱类 

满足、伺纳 
歉谦、腻嫌 

寻冀、渴慕 
遣厌、鄙蔑 

嗜恋、妒求 
豁弃、傲拒 

饥婪、贪争 
降驱、刹止 

⑦<a+, m+, b−>k 

⑧<a−, m−, b+>k 
 
性状态”和“‘阳’性状态”呈现为“离决”的状态。 

这里所谓“‘阴’平”状态主要是指：人的精神控制状态处在柔和、平静的状态，即“阴”性精神

控制形式“b−”具有柔和、平静的控制能力。如果一个人在复杂多变的环境或者个体处于休息状态(比如

睡眠等状态)时能够保持较强的柔和、平静的调节能力，从而能够使个体保持安定的状态，此时就称该个

体的阴性精神控制能力强；反之，在变化的环境中个体情绪的柔和、平静调节能力差，或者在休息状态(比
如睡眠等状态)时总是会产生出紊乱的情绪状态，此时就称该个体的阴性精神控制能力虚弱。 

所谓“‘阳’秘”状态主要是指：“阳”性控制状态融合在“阴”性的控制状态之中，此时“阳”

性控制状态能够强化个体阴性精神控制状态的稳定性，同时阳性控制状态还具有善于及时吸收阴性控制

状态的调节性控制作用的能力，从而使个体生命系统更有效地去适应变化的环境。反之，如果“阳”性

控制状态不能够融合在“阴”性控制状态中，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阳性控制状态过度亢奋，或者阴性控

制状态过于虚弱的情况下(或两者兼而有之)，于是当环境需要个体情绪控制状态及时做出正确的各种适应

性改变时，个体生命系统的情绪控制状态就会出现失误。 

3.不同类情绪状态之间的优势抑制规律 

3.1. 不同类情绪状态之间的基本优势关系 

在同一个个体生命系统中，表 1 中的各类不同情绪状态之间有下述“基本优势抑制关系”(“基本优

势抑制关系”在中医学内称为“相克关系”，见图 1)。 
图 1 中的“>”和“<”表示“m+,−”相同的状态之间的优势抑制关系；“˅*和*˄”表示“m+,−”不

同的状态之间的优势抑制关系。优势抑制关系不具有传递性，即：当 a > b 和 b > c 时，a > c 不成立(其中

包括“
∗
>”的情形)。 

图中的“金、水、木、火、土”是中医学理论对生命个体中不同类功能状态的“象征性比喻”[1] [2]。 
图 1 中不同类情绪状态之间的优势抑制关系是指：如果在同一个个体生命系统内，当一个相对优势

的情绪状态在遇到它能够抑制的相对弱势的与它具有矛盾的情绪状态时，弱势情绪状态将会被抑制，同

时相对优势的情绪状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减弱。 
在图 1 中 k 值依次可以取 4 个不同的强度级别，当 k 的值越高时，优势抑制效果越明显；k 值越低，

优势抑制效果越弱。因此随着 k 的变化，优势抑制强度的作用是非线性变化的。 

3.2 不同类情绪状态之间的广义优势抑制关系 

在同一个个体生命系统中，不同类基本情绪状态之间还有下述广义优势抑制关系，见图 2~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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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asic dominant inhib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otional states 
<a+,−, m+,−, b+,−>k (k = 1, 2, 3, 4) 
图 1. <a+,−, m+,−, b+,−>k 状态之间的基本优势抑制关系(k = 1, 2, 3, 4) 

 

 
Figure 2. Generalized dominant inhib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emotional states in kinds of “m−” 
图 2. “m−”类不同情绪状态之间的广义优势抑制关系 

 

在图 2，图 3 中，“←→”表示生命系统内不同类情绪状态之间的强度等价关系，即在同一个“强

度层次”中，不同情绪状态在强度级别上有等价关系。“等价关系”具有传递性(即如果 a←→b，b←→c，
则 a←→c)，图中符号“˅”表示上一层次状态对下一层次状态具有优势抑制性作用(这里专指不同类相邻

层次的情绪状态之间具有优势抑制关系；在同类情绪状态之间，优势抑制效果一般不明显)。 
将图 1、图 2 和图 3 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在同一个个体生命系统内不同的<a+,−, m+,−, b+,−>k(k = 1, 2, 

3, 4)状态之间的“一般优势抑制关系”，见图 4。 
图中“>”和“<”表示 m+,−相同的状态之间的优势抑制关系，“˄*”和“˄**”表示 m+,-不同的状态

之间的优势抑制关系，其中 n∈{0,1,2,3}，g、h、i、j、k、p、q、r、s、t∈{1，2，3，4}，且 g ≠ h + 1 ≠ I 
+ 2 ≠ j + 3 ≠ k + 4、p ≠ q + 1 ≠ r + 2 ≠ s + 3 ≠ t + 4(这两组不等号表示相互抑制的任意两个相邻层次状态之

间，仅仅在非同类状态之间有明显的相互抑制作用。 
在“第 n 层”中，当 n = 0 时，<a+,−, m−, b+,−>k 和<a+,−, m+, b+,−>t 这两项此时被认为是无意义的项，也

就是说这两项不被考虑，但此时并不影响图 4 中其它各项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最后给出两个与“˅*”和“˅**”相关的例子。例子中的各不同状态均被认为是发生在同一个生命个

体系统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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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Generalized dominant inhib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emotional states in kinds of “m+” 
图 3. “m+”类不同情绪状态之间的广义优势抑制关系 

 

 
Figure 4. The general dominant inhib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s <a+,−, m+,−, b+,−>k (k = 1, 2, 3, 4) 
图 4. (a+,−, m+,−, b+,−)k (k = 1, 2, 3, 4)状态之间的一般优势抑制关系 

 

例 1：“阴水”抑制“阳火” 

“惊悸、惶恐<a−, m+, b−>4”
*

( )
>

抑制
“威恶、狂疯<a+,m-,b+>4” 

“阴水”(第四层)             “阳火”(第七层) 
例 2：“阳火”抑制“阴水” 

“威恶、狂疯<a+, m−, b+>4”
**

( )
>

抑制
“惕匿、妥慌<a−, m+, b−>3” 

“阳火”(第七层)           “阴水”(第三层) 

4. 人类基本情绪状态之间的优势发展规律 

4.1. 情绪状态之间的基本优势发展关系 

与图 1 的情况类似，在同一生命个体中，不同类基本情绪状态之间还有下述“基本优势发展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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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中称为“相生关系”，见图 5)。 
图中“←”和“→”表示“m+,−”不同的状态之间的优势发展关系；“*↓”和“↑*”表示“m+,−”相

同的状态之间的优势发展关系。优势发展关系不具有传递性，即：当 a→b 和 b→c 时，a→c 不成立(其中

包括“
∗
→”的情形)。 

在图 5 中，k 值依次可以取 4 个不同的强度级别，当 k 值越高时，各状态之间的优势发展效果越弱；

当 k 值较低(非最低)时，各状态之间的优势发展效果将会较强，即不同状态之间的优势发展强度随着 k
的变化表现出非线性的变化规律。 

“优势抑制强度”和“优势发展强度”随着 k 值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非线性变化的现象在中医学里

被称为“柔生刚克”。 
这个原理是说，假如我们希望强化个体生命系统中某一种情绪状态，那么我们首先应该使该生命系

统进入到相对低 k 值的平稳状态，然后根据优势发展关系，调动客观环境促进生命个体优势发展关系中

的“相对弱势”和“相对优势”的双方，使它们不断地反复发生相互作用，于是它们在相互“矛盾”的

过程中，借助于有利的外界环境，相对优势的一方(指我们希望加强的那个状态)就会不断地成长和发展。

反之，如果我们希望减弱生命系统中的某一个宏观情绪状态，特别是当该状态很强势时，此时必须要创

造客观环境去调动这一生命系统中与我们要抑制的强势状态完全对立的状态去抑制该状态。例如当一个

生命个体处于一种“疯狂性”的情绪状态时，如果想抑制这种“疯狂性”情绪状态，有效的方法是创造

客观环境使该生命个体自身能够产生出较强的“恐惧”心态和“厌倦性”的“驱止”心态(见(图 1))，于

是“疯狂性”情绪状态会被适度抑制和消耗，接下来利用“优势发展关系”，去引导该状态逐步向优势

于它的状态转化和发展，这样就可以渐渐使这一生命个体的情绪状态回归到正常的状态。 

4.2. 基本优势发展规律形成过程的原理分析 

在中医学的理论根源——《易经》的原理[3]中，<a+,−, m+,−, b+,−>状态基本优势发展规律的形成过程可

以用图 6 来解释。 
“基本优势发展规律”形成过程的原理可以通过三个具体阶段来分解性地描述(见图 6)： 
“第一个阶段”。 
当外界宏观能量环境呈现出稳定的周期性往复变化时(指地球表层环境的日夜周期、四季周期和“天

干地支周期[1] [3]”)，生命个体内部宏观状态将会相应地呈现出“散态 m−”和“聚态 m+”的交替变化。

外界环境系统的这类周期性交替变化有利于推动生命个体自身的新陈代谢发展过程。 
“第二个阶段”。 
在外界环境能量处于不断增加的阶段时，个体生命系统的“m+,−”状态进一步表现出“内倾性状态

<a−, m+>”和“外倾性状态<a+, m−>”，生命系统用这种方式可以保持与外界环境的相对平衡。同理，在 
 

 
Figure 5. Basic dominant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s of < a+,−, m+,−, b+,−>k 
(k = 1, 2, 3, 4) 
图 5. <a+,−, m+,−, b+,−>k (k = 1, 2, 3, 4)状态之间的优势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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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he logic decomposition diagram of individual life states <a+,−, m+,−, b+,−> basic dominant develop-
ment law forming process 
图 6. 生命个体的 a+,−, m+,−, b+,−状态基本优势发展规律形成过程的逻辑分解示意图 

 

外界能量不断减少的阶段时，个体生命系统的“m+,−”状态进一步表现出“内倾性状态<a−, m−>”和“外

倾性状态<a+, m+>”。 
“第三阶段”。 
在外界环境的波动起伏的周期变化过程中，生命系统为了更有效地适应环境变化，生命系统中的“m+”

状态和“m−”状态之间的交替变化进一步分化出了强度层次上的不同，即呈现出“b−”形式和“b+”形

式的不同强度阶段。在“b−”阶段中，“m+”状态和“m−”状态之间的交替变化方式表现为相对不稳定

的调节形式；在“b+”阶段，“m+”状态和“m−”状态之间的往复交替变化方式表现为成熟的相对明确

和稳定的形式。 
将“第三个阶段”中的“八个状态”按照次序排列以后，就得到了<a+,−, m+,−, b+,−>状态基本优势发展

规律的明确表达。 

4.3. 个体生命系统中不同情绪状态之间的其它一些辅助性作用关系 

生命系统中不同情绪状态之间还有其它一些辅助性相互作用关系，下面做简要的讨论。 

①基本伴随性关系。 
在图 5 中，当个体生命系统中出现了某一个情绪状态时，如果 k 值不高，那么这一状态必然会与它

的相邻前后两个状态，或者仅与其中一个状态，或多或少地伴随性地共同存在。这种关系被称为“情绪

状态所具有的基本伴随性关系”。 
从前文对“基本优势发展规律”形成过程的讨论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这类伴随性状态的存在，该状

态的存在就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意义。事实上个体生命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a+,−, m+,−, b+,−>
情绪状态的出现都是由于与它的伴随性状态产生了相互作用以后才有了出现和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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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抗衡性关系。 
“抗衡性关系”指在同一个个体生命系统中两个相互对称和相反（即仅仅 m+,−相反）的同级别状态

之间的关系：<ar, m−s, bt, −>k

( )
↔
抗衡

<ar, ms, bt−>k，( },{,, −+∈tsr ，k = 1,2,3,4)。 

“抗衡性关系”在个体生命系统中常常具有利于自身系统状态维持与外界的相对平衡。例如：当个

体生命系统内部处于“忧虑性”状态时，该个体生命系统常常会选择保持外部处于“谨慎性”状态。类

似地，当个体生命系统内部出现“拒绝性”情绪状态时，外部有时会选择“矜持性”的情绪状态(如果当

时的场面不利于直接“拒绝”)从而有利于该个体生命系统较好地与外界环境相处。 
当然有时生命个体也会在情绪性行为上选择内外一致的情绪状态，这样可以加强该状态的力量性。 
③辅助性互益关系。 
在图 5 中，两个接连的“优势发展关系”中的最前面那个状态和最后面那个状态同时出现时，这两

个状态之间会出现互益性作用关系(例如“平阴性”、“促阳性”、“相容性”和“排解性”等等)，互益

关系的具体互益效果需要依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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