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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西医结合一直以来是大家的研究热点，但是如何结合却是一个难题，尤其是精神卫生领域，中西医结

合临床研究至今进展缓慢。郁证与脑功能异常密切相关，而脑功能异常与经络脏腑密切相关，故将中医

经络脏腑理论与西医的脑功能联系起来，是一个探索中西医结合预防与诊治郁病的新方向。故我们从中

医经络脏腑理论与脑功能进行了探讨，探索未来郁证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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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but how to integrate it is a difficult problem,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mental health. Mental dis-
ea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bnormal brain function, while abnormal brain function is closely re-
lated to the meridians and zang-fu organs. Therefore, it is a new direction to explore the preven-
tion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by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with the 
theory of meridians, zang-fu organs and brain functions of western medicine. Therefore, we dis-
cussed the theory of meridian, zang-fu and viscera and brain function of TCM, and explored the 
new idea of the integrat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syndrom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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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郁证、经络、脏腑 

中医郁证经络脏腑含义 

郁病有脏躁、奔豚、百合病等病名，其在汉代以前《内经》就有“五郁”的概念和七情致郁；后张

仲景将郁证归为情志病；再金元时期提出“六郁”[1]辨证治疗；清代提出郁证病名并沿用至今[2] [3]。
广义郁证指因内、外感伤导致的脏腑功能失调，继而形成气血痰火湿食等病理产物的郁滞疾病。狭义的

郁证指因情志不舒，气机郁滞而致病[4]。以抑郁善忧，情绪不宁，或易怒善哭为主症。其诊断依据：以

忧郁不畅，精神不振等为主症。既往有情志所伤史，排除器质性疾病。需与癫病、狂病鉴别[5]。 
藏象学说脏腑(“藏府”)：本指仓库，最初指胸腹腔内的器官，后来根据“藏”与“泄”的区别以及

“空”与“实”的区别，结合对“藏”这个词原意的理解把“实”的“藏”的器官称为脏，“空”的“泄”

的器官称为腑，脏主贮藏精气，腑主储藏运化水谷之物，这样脏腑解剖位置通过隐喻思维在中医藏象理

论中被赋予新内涵，参与构建脏腑功能、脏腑间关系[6]。 
经络最早出现在专著《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经络是运行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

通上下内外的通路，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灵枢·经脉》提出经络对于临床诊疗具有指导意义[7]。中

医学认为经络对疾病的诊断及防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 
脏腑学说及经络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他们不但包括脏器本身，在中医学里还包括解剖、生

理、病理方面，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医生对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认识和研究的理论总结，经络及脏腑辨

证皆起源于《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不可分割[7]，均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随着现

代医学的发展，研究者们已经发现中医经络脏腑与西医脑功能相关，认为心、脑、内分泌、体液、神经

系统存在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8]，故而有医家建议中西医结合可从经脉脏腑与脑相关着手[9]。遂我们

郁证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也从郁证与经络脏腑脑功能相关着手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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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中医经络脏腑脑功能关系探讨郁证的依据 

2.1. 从脏腑脑功能相关着手探讨郁证依据 

脏腑与脑功能密切相关。脑为神府属于脏，对人体有主宰作用，脑是精神、灵智、思维的源泉及物

质基础[10]。主神志，与五脏密切相关，脑是生命的中枢，主精神思维、感觉运动，与心相通，主神明[11]，
与肺相应，与脾相关，与肝相系，与肾相济[12]。且五脏六腑之精化生髓，而脑为髓海。综上脏腑与脑功

能密切相关。 
而脏腑脑功能与郁证密切相关。历代医家提出郁证与五脏相关[13]，五脏六腑皆令人郁[14]，诸病皆

起于郁[15]，张景岳《景岳全书·郁证》提出“或脏或腑，一有滞逆，皆为之郁”等。且医家们治疗常用

方法均为调理脏腑，如汉唐肝脾“木土生克乘侮”理论、宋金元“肝常有余”“脾常不足”理论、明清

肝脾“气血阴阳”论(肝气有余，疏肝解郁，舍肝救脾、肝体阴用阳论)、近代“肝主疏泄”论之说、现代

从肝脾论治疏肝行气解郁理论[16] [17]，郁证诊疗发展到现在逐步成熟，研究者在治疗郁证时已将脑的功

能结合起来[18] [19]等。如有研究者探讨郁病与肝脑的关系[18] [19]，有研究者探讨郁症“脑郁”病机[18] 
[19]，有研究者探讨郁证发病的藏象学基础与脑等脏腑相关[20]等，均体现了脏腑脑功能与郁证诊治密切

相关，故而我们建议郁证中西医结合诊疗可从脏腑与脑功能相关着手。 

2.2. 从经络与脑相关着手探讨郁证的依据 

经络沟通内外，是人体运行气血的联络系统。它的主要功能是运行气血的通路，经络主要作用是联

络、调节和反应系统，从而保持机体内外环境间的动态平衡和机体完整统一；而脑功能实现的纽带和桥

梁是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21]；如有研究者提出经络–中枢神经相关学说[22]，认为经络是大脑皮质各部

位之间特有的机能联系，穴位在大脑皮质上各有相应的点。还有研究者提出“经穴特异性与脑相关”认

为“人体对针刺经穴干预的反应和调节作用必须经过脑作为中枢(即信息的传导和转导的枢纽)的调整和整

合才能达到治疗效果”，故而经络与脑功能密切相关。 
而经络脑功能与郁证诊治密切相关，历代医家探讨郁证病机及治疗均涉及到了经络。如有研究者的

有研究者从经脉与脑相关着手，发现将针刺与走罐疗法相结合作用于与脑关系密切的经脉，对抑郁症躯

体不适有显著的改善作用[23]，还有研究者发现针刺联合中药可治疗肝气郁结型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24]
等。均体现了经络脑功能与郁证诊治密切相关，故而我们建议郁证中西医结合诊疗可从经络与脑功能相

关着手。 

3. 脑功能成像技在郁病与经络脏腑脑功能相关研究上的运用 

3.1. fMRI、PET-CT 脑功能成像技术在郁病与经络脏腑脑功能相关研究上的运用 

因 MRI、PET-CT 等脑功能成像技术发展成熟有无创、较客观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而且针刺穴位

前后进行脑功能成像可直接反映经络脏腑与相应发生变化的脑区功能的相关性，目前人们利用脑功能成

像技术开展了少部分郁证与经络脏腑脑功能相关性的研究。有研究者应用功能磁共振(fMRI)低频振幅

(ALFF)技术探讨认知行为治疗(CBT)对首发抑郁症患者脑功能活动变化，发现 CBT 对抑郁症患者脑功能

有双向动态平衡调节作用[25]。有研究者运用功能磁共振(fMRI)发现青少年首发抑郁症患者在治疗前杏仁

核功能连接存在异常改变，经抗抑郁治疗后杏仁核脑功能连接较治疗前有改变且抑郁症状改善[26]。也有

研究者探讨首发轻中度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静息态和任务态脑功能磁共振结果，发现经短期抗抑郁治疗，

抑郁症患者处理负性情绪的相关脑区较前部分好转，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功能损害[27]；还有研究者运用

磁共振多模态分析针刺抗抑郁机制[28]；有研究者运用脑功能磁共振检测，发现抑郁症中医辨证肝郁气滞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0.95062


董晶 等 
 

 

DOI: 10.12677/tcm.2020.95062 413 中医学 
 

和心脾两虚患者与正常人的脑功能存在差异[29]等。而应用 PET/CT 脑功能成像探讨经络脏腑与脑功能关

系的研究较少，如米健国等[30]应用 PET 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治抑郁症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与局部脑葡

萄糖代谢率改变有关。吴志国等应用 PET/CT 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难治性抑郁症患者难治性抑郁症患者

存在旁边缘系统代谢增高和皮质代谢降低的交互性改变的异常代谢模式等。因此，我们建议运用这些技

术在郁证中西医结合方面开展相关研究。 

3.2.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在郁病与经络脏腑脑功能相关研究上的运用 

近红外脑成像(NIRS)通过测量脑组织中氧合血红蛋白与脱氧血红蛋白浓度变化[31]，间接反映神经元

活动和脑认知活动功能，相比于其他影像技术(fMRI、PET 等)，具有成本低，便于携带、实时监测等优

点，被认为是未来推动及促进认知神经科学向应用转化的关键技术手段。已有研究表明，fNIRS 测得的

皮层动力学反应与 fMRI 定量的 BOLD 反应之间具有较好的时间、空间一致性[32]。而且 NIRS 被认为具

有辅助诊断及评估疗效的作用[33]。将近红外技术在郁证(包括西医的抑郁发作或者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等

疾病)与脑功能相关的研究较多。如郁证患者的近红外脑功能成像与抑郁和健康对照不同[34]；郁证患者

双侧前额皮质功能障碍[35]；即使郁证患者在正常的心境下，其在 VFT 任务中的 PFC 功能也会降低[36]；
其社会功能和前额叶激活之间存在关联[37]；郁证患者的额颞叶皮质持续下降，且左颞区血流动力学反应

与症状严重程度相关[38]；其右侧腹外侧前额叶皮层(VLPFC)、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和双侧前额

叶皮层(PFC)的激活降低[39]；其双侧腹外侧前额叶皮层 VFT 明显受损，氧血红蛋白(OXY-HB)活化降低

[40]等等。 
但是将 MRI、PET-CT、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在郁证中西医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将其从经络脏腑

脑功能相关着手，运用在郁证的相关研究几乎没有，而郁证与脑功能异常密切相关，故我们建议运用近

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进行中西医结合研究郁证的发病机制，并探索郁证影像学诊断指标这一新思路。 

4. 结论 

综上，在郁证的诊治方面，脑与脏腑经络之间相互联系、生理上相互协调、病理上相互影响，从脏

腑证候的临床表现来看，许多证候表现与脑功能紊乱有关。而脑功能成像技术在脏腑证候研究中的运用

价值已被肯定[41]。故我们建议诊疗郁证可运用脑功能成像技术以经络脏腑与脑功能相关理论为切入点，

观察不同任务下不同条件下以及治疗前后受试者脑功能活动变化情况，从神经学影像学角度，客观、系

统地阐释郁证发病机理及影像学改变并监测治疗前后脑功能变化，有望进一步进行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

探索郁证发病机制及临床诊断治疗的影像学依据，从而为临床中西医结合诊治郁病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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