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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对时辰与脏腑经脉的配属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纳整理，列举了五个时

段配五脏、四个时段配五脏、十二时辰配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时辰与六经等几种常见的配属

关系，并且着重从理论方面分析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分歧，探讨了某些配属的机理。 

 

关键词  脏腑  生理学  生理昼夜节律  模型，理论  经脉／生理学 

 

    时辰与脏腑、经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脏腑和经脉之气，都在一天中特定的时辰内，

表现出相对的旺盛，从而影响人的生理和病理，也影响着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祖国医学

典籍中有关内容十分丰富，并常将时辰与脏腑、经脉的这种对应关系，称为配属。历代医家

都有应用配属理论取得卓越疗效的案例，但是应该看到，医学文献中对于“配属”关系的记

载不仅十分复杂，而且又颇多不一致，对“配属”的机理，尤其是同一脏腑而有不同时辰配

属的原因，缺乏深刻的解释，给临床应用带来不便，也妨碍了该理论本身的发展。因此，有

必要对其加以整理与研究。 

    1 对时辰的认识 

    古代记时方法，主要是根据太阳之升落，天色之明晦，而将昼夜划分为不同的时段。早

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已有“旦”(清晨)、“夕”(傍晚)、“明”(黎明)、“日中”(中午)、“昃

日”(下午)、“昏”(黄昏)等记载。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深入，时段的名称也逐渐增加，

《左传》有“十时”的说法，《淮南子》则分为十五时，这些划分法，其时段昼多而夜少，

反映出人们白天活动多，而需要较精确的定时。至汉武帝太初元年施行“太初历”后，历法

越趋精密，把纷乱的时段加以整理，分一昼夜为十二时段，定名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

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这十二时段，以后便用十二地支来代

表，即以夜半二十三时至一时为子时，一时至三时为丑时，依次每二小时为一阶段：以下分

别是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计十二时辰，又称十二辰，合现代二十四

小时。 

    在《黄帝内经》中，有按十二辰记时法，也有不按十二辰记时法。如《素问·生气通天

论》分白昼为平旦、日中、日西三个时段；《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分昼夜为旦(朝)、

昼(．日中)、夕(日入)、夜 (夜半)四个时段；《素问·金匮真言论》分为平旦、日中、黄昏、

合夜、鸡鸣五个时段；《素问·藏气法时论》则分别为平旦、日中、日昳、下晡、夜半五个

时段；《素问·标本病传论》和《灵枢·病传》分为十二个时段，即大晨、日出、早食、日

中、日昳、晏食、下晡、晏晡、日入、人定、夜半、鸡呜。可以看出，除旦、昼、夕、夜的

四分法外，其它分法的各时段所表示的时间长短，显然是不相等的，即使四分法，由于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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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与夜的长短不同，共四个时段也不等。如果按十二辰来记时，以子、午二时定夜半、日中，

则要比上述记时法精确得多。在《内经》中，以十二辰记时法的，如《灵枢·卫气行》云：

“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灵枢·经别》和《灵枢·邪客》也有

“十二辰”的记载。 

    正是由于《内经》有不同的时段划分方法，所以时段与脏腑经脉配属也不尽一致；而自

张仲景至今的中医“时间医学”，虽然在临床方面比《内经》大为丰富，却也保留了不同记

时法和不同配属的问题。 

    2  时段与脏腑的配属 

    由于《内经》理论体系具有以五脏为中心的特点，所以有关时段与内脏的关系，也往往

以五脏为代表。这里的五脏，实际是指五脏系统，它包括六腑，五体、诸窍等。因此，时段

与脏腑虽然有不同的配属，但以五赃为中心的特点，却是一致的，其配属主要有以下几种。 

   2.1 五时段配属五脏 

    将一昼夜分为五个时段，各配属一脏，其中有两种配属法。 

   2．1.1 根据五脏所在部位及其功能特点，以上下腹背分别阴阳，并与昼夜阴阳时段相互

联系而配属。如《素问·命匮真言论》云：“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

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

之阳也。”所谓“合夜”，即“始夜”，天黑之始也。这种时段划分，除黄昏到始夜外，其它

都是相连贯的，即合夜→鸡鸣→平旦→黄昏。由此可见，黄昏至合夜亦当为一个时段。这样

就把一昼夜分为五个时段，恰好与五脏相配。该篇接着说：“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

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朋，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

中之至阴，脾也。”前四段分别与四脏相配甚明，鸡鸣至平旦配旰，平旦至日中配心，日中

至黄昏配肺，合夜至鸡鸣配肾。脾为至阴，至者，到也，交也；从阳始交于阴，故称至阴。

黄昏至合夜正属这样一个时段，故与脾相配。如此，则五脏与时段配属如下图所示； 

心       肺        脾        肾 
┌→平旦──→日中──→黄昏──→合夜──→鸡鸣┐ 

└────────────肝←─────────┘ 

    2．1．2 根据五脏的五行属性，分别与五个时段相配属。如《素问·脏气法时论》以五

脏配五季。为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对五脏与昼夜时段相配的关系，

是从五脏病在各自相配的时段其病情好转而表现出来的。如“肝病者，平旦慧’，“心病者，

日中慧”，“脾病者，日映慧”，“肺病者，下晡慧”，“肾病者，夜半慧”。这样，它们的配属

关系是：平旦{木)配肝，日中(火)配心，日昳(土)配脾，下哺(金)配肺，夜半(水)配肾。 

    此种配属法，是根据五行学说以五脏、五时、五行相关为标准，所以脾土在其所生肺金

之前；而上述第一配属法，则主要是按照阴阳学说，以五脏上下腹背阴阳为标准，因此，上

焦胸背之肺脏，在于腹中脾脏之前。余脏配属顺序相同。这一差异，除反映出阴阳学说与五

行学说两者，虽然相互融合，但仍表露出结合并不十分紧密之外，更重要的是各自从不同的

侧面，部分地反映出脾脏主时的特殊性，这一点，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2．2 四时段配属五脏 

    将一昼夜分为四个时段，分别配属肝、心、肺、肾四脏，而将脾脏分散于各时段。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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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脏是分散于四时段全部还是各时段一部，而有两种说法。 

    2．2．1 脾脏分散于四时段全部，没有自己单独所配之时。《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

篇云：“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根据《素问·脏气

法时论》及《内经》其它多处记载，不难看出，朝配属旰，日中配属心，日入配属肺，夜半

配属肾。《素问·玉机真脏论》说：“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睥为后天之本，对其它

四脏起滋养作用；春、夏、秋、冬四季亦皆赖土气之长养；四时脉象都当有胃气，说明人体

一时一刻不可离开脾土，四脏亦须臾不可无土气。所以说脾脏。没有单独所主之时，但四时

段均有脾气。《灵枢·九宫八风》篇记载五行与九方八时相配时，土数五居中央，不主时令，

而其它六方各主四十六日，两方各主四十五日，凡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岁，也是认为脾不独主

一时。一年如此，一日中分四时，亦如此。 

   2．2．2脾脏分散于四时段之末，各寄配每段五分之一。如《素问·太阴阳明沦》云：“脾

不主时何也?歧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子

时也。”人是一小天地，一昼夜亦是一年的缩影，在一昼夜中，说明脾脏分主四个时段末的

各五分之一时间。因每季九十日，十八日则其五分之一，脾脏全年共占七十二日，与其余四

脏所主之时的各七个二日，合为三百六十日整。 

    此种四时段配属五脏的方法，与上述五时段配属五脏的基本区别，在于脾脏不独主一个

时段而分散于其它四时段之中。虽然如此，但是两类配属法的根本道理则是一致的，都是以

“土以灌四傍”为根据的，不论脾主一时还是脾不主时，其中心意思都在于说明脾土具有生

化之源、气机转运之输两重作用。 

    2．3 十二辰配属五脏 

    在脾“不得独主于时”的基础上，后世逐渐形成了十二时辰与脏腑配属的认识，即寅卯

(朝)与肝胆木气相配，巳午(日中)与心小肠火气相配，申酉(日入)与肺大肠金气相配，亥子

(夜半)与肾膀胱水气相配，辰、戌、丑，未四个时辰与脾胃土气相配。前四个时段，分别主

两个时辰，后者主四个时辰，凡十二时辰，合为一昼夜。如下表所示： 

                  时辰    寅卯辰    巳午未    申酉戌    亥子丑 

                  五行     木△      火△      金△      水△ 

                  脏腑    肝胆
*
     心小肠

*
   大肠肺

*
    肾膀胱

*
 

                  △=土     *=脾胃 

    这种十二辰与脏腑配属的关系，与上述《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时段划分法一致，

而更加精细；同时又补充入脾不主时的认识，但脾旺的时间，不是《素问·太阴阳明论》指

出的占一年或一昼夜的五分之一，而是占三分之一。这一配属关系，为目前临床所常用。 

   2．4 对时脏配属机理的认识 

    2．4．1“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亦即“天人相应”是中医学对时辰与脏腑

配属机理的基本认识。天体不停息地运动，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以具有明显节律性的太阳、月亮和地球的运动最为突出。动植物以及人类，在有

节律运动变化的环境中发生和演化，也正是在适应这种环境争取生存的漫长过程中，形成了

同步于太阳、月亮和地球运动的几种不同节律周期。而以《内经》为渊源的中医学，将人体

主要生命活动归纳为肝、心、脾、肺、肾五脏功能活动系统，并且由于“天人相应”的关系，

此五个系统也必然是“开放”的。因此，一年中四季寒热温凉阴阳升降的变化，人体也有不

同的功能系统与之相通应。春季温暖，阳气生发，属五行木气，人体中肝为少阳，性主生发，

故肝气通于春。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东方(春)生风，在地为木，在脏为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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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其余各系统也如此，即夏气属火热，通于心；秋气属燥金，通于肺；冬气属寒水，通于

肾；土气为五行之母，阴阳皆在，故脾应四季。一日中也有相似的阴阳变化，根据《灵枢·顺

气一日分为四时》的论述，则朝(寅卯)配属肝，日中(巳午)配属心，日入(申酉)配属肺，夜

半(亥子)配属肾，若再以辰戌丑未配属脾，则十二辰分别配属五脏系统。     

    时辰与脏腑的配属关系，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在五脏系统中，各脏在其配属之时辰，生

理功能相对旺盛。如果当旺不旺，或者旺而太过，都是病理状态。既可表现为本脏病情变化，

也可影响到相关之脏，尤其是所克之脏。 

   2．4．2 关于脾脏所配属的时辰，前人有不同说法，值得讨论。一说脾应“日昳”，相当

于“未”时，二说脾应“黄昏至合夜”，近于“戌”时；另一说脾脏配属辰戌丑未四时。前

面我们已谈过，引起第一、第二两说的差异，在于一者根据阴阳学说，—者木于五行学说，

但是两者又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脾脏配属问题。然而，由于“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

其功能强大而特殊，非其它脏所能比，因此其配属时间，也较广泛。前两种说法仅是各自部

分地反映出脾脏主时的规律，但并不全面，而第三种则是在前而两说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补

充了丑、辰二时，从而全面地揭示出脾脏与时辰的配属关系。事实上，脾脏在人体生命活动

中，不独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还是今身气机转运的“枢轴”，若中土气机不利，则心肝肺

肾四脏气机皆因之滞塞，因而成为辨别各种病症缓急的最“急”者。所以《内经》在讨论“标

本缓急”论治时，唯独提出“中满”和“大小不利”为“先治”，相对而言，其它各种病症，

都可“后治”。就此而论，脾脏配属时辰也应当长于其它各脏。因此，可以认为脾主四时，

古全天三分之一，似较“寄旺”四时之末而占五分之一为合理。历代以及当今医家的实践，

也多应用脾旺辰戌丑未的理论。 

    3  时辰与十二经的关系 

    古人在天有十二月、地有十二水、日有十二时(辰)、人有十二经的“天人相应”思想指

导下，逐渐发现了十二经脉的先后顺序及其与十二时辰的配属关系。 

    3．1 十二经脉交接顺序 

    《灵枢》的《经脉》和《营气》等篇记载了十二经脉流注交接次序。如《营气》篇关于

营血流注过程的记载，说明十二经脉交接的先后顺序是从肺经始，而大肠经，而胃经，而脾

经，而心经，而小肠经，而膀胱经，而肾经，而心包络经，而三焦经，而胆经，而肝经，复

从肝经注入肺经，周而复始，循环无端，日夜运行五十周。     

    经脉之所以有自手太阴至手阳明……至足厥阴，复至手太阴有序交接，是由十二经脉之

间阴阳表里及相互联络的特定结构所决定的。但营血的流注为何从手太阴经开始，而肺为十

二经之首呢?其原因有二：首先，由于阴阳互根，营行脉中属阴，卫行脉外为阳，阳气需赖

阴精的主持与滋养，所以卫气虽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各二十五周，但肾主藏阴精，故每同必

交会于足少阴肾经一次，即《灵枢·邪客》所谓“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而营血属阴，阴血

必赖气之统帅和推动，肺主气，故其运行每周必从手太阴肺经开始。其次，营血的化生，虽

然始于中焦，但水谷精微之气须“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灵枢·营卫生会篇》)，所

以营血的运行亦必从肺始。 

    与五脏是指五个功能活动系统一样，这里的十二经，也是指包括了经别、经筋、络脉和

皮部等在内的十二经生理功能活动系统。 

    3．2 十二辰与十二经配属 

    在认识到十二经脉流注交接次序后，医学家在实践中，尤其是针灸实践中，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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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某经疾病，在特定的时辰里施用治疗，较其它时辰疗效显著，进而发现了时辰与经脉的关

系。即以寅时配属肺经始，各经配属如下图： 

       → 寅  →  卯  →  辰  →  巳  →  午  →  未 

       手太阴  手阳明  足阳明  足太阴  手太阴  手太阳    

          丑  ←  子  ←  亥  ←  戌  ←  酉  ←  申 ← 

      足厥阴  足少阳  手少阳  手厥阴  足少阴  足太阳 

    可以看到，其配属次序正是《灵枢·营气》等篇记载的营气在十二经中流注的次序。 

    “寅”时与手太阴配属是这一理论的关键。由于手太阴为十二经之首，而“寅”是一天

之中阳气初生之时，《灵枢·阴阳系日月》云：“寅者，正月之生阳也。”《史记·律书》亦云：

“寅言万物始生。”在十二月中，寅属正月，为生阳之气，同样一昼夜中寅主生阳，为十二

辰之首。故寅配属手太阴经，其余各经便自然成有序排列。 

    3．3 时辰与经脉配属的机理 

    古今医家，在解释时辰与经脉配属时，皆根据《经脉》、《营气》等篇关于营气在十二经

流注的记载，认为营气、卫气或经气流注到某经，使某经气血旺盛之时，便是其所配属的时

辰。这一解释有欠妥之处。 

    首先，《灵枢》的《卫气行》和《营卫生会》等篇，明确记载了营气、卫气运行规律是

日夜运行于身五十周，而时辰与经脉配属关系则是一昼夜一周。因此，这种时脉配属关系，

不可能建立在营气和卫气按时流注某经的基础上；气血随营气运行于脉，其循环度数，似也

应该是“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若从“营为血之气”说，则更可以肯定地说血气运行度数，

日夜五十周。因此，气血流注同样不可能是时脉配属的基础。 

    其次，《灵枢·脉度》篇详细记载了十二经(六对)各自的不同长度，而时辰与十二经配

属是等时的，即每经一个时辰。若以营卫气血流注该经看待时辰与经脉关系，则在较长经脉

中之流行速度应快于较短的经脉。但目前尚无营卫气血运动每周都是变速的充足证据。 

    再者，关于“经气”流注，《内经》很强调从四肢末端向心性流行的特点。《灵枢·九针

十二原》云：“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俞，所行为经，所入为合。”这即指出经气自足

互膝、自手至肘渐行渐盛，而向内深入于脏腑的流注过程。《内经》中并无时辰与经气流注

相关的记载，而后世医家所依据的《营气》等篇所论十二经流注，经文明确地说“此营气之

所行”，可知非是“经气”之所行也。 

    我们认为，时辰与经脉配属的实质，是每值某经所配属之时，则该经功能活动相对旺盛，

自身敏感性增加。因而，能对针灸等治疗效果产生影响。这一配属和时辰与脏腑配属同一道

理，是人类在长期生存并适应这个具有明显节律变化的环境中所形成的。 

    4  时辰与“六经”的关系 

    4．1“六经”配属时辰 

    《伤寒论》提出六经病各有“欲解”之时辰，即“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

病欲解时，从中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

“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寓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说明“六经”与时辰有特

定的关系，但是由于各经之病的欲解时，都涉及三个时辰，因而对各“经”与时辰的具体配

属，有多种解释，约之有三。 

   4．1．1 以每经各配两个时辰，六经合为十二辰，共一昼夜。该说认为：子丑配少阴、

寅卯配厥阴、辰巳配少阳、午未配太阳、申酉配阳明、戌亥配太阴。由于此配属明显与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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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所以尽管倡导者认为只有这样不“死于句下”，才是经文的“微言奥旨”，但仍未被医

界广泛接受。 

    4．1．2以每经各配属三个时辰，即：子丑寅配少阴、丑寅卯配厥阴、寅卯辰配少阳、

巳午未配太阳、申酉戌配阳明、亥子丑配太阴。此说虽被历代不少医家接受，但因太阴、少

阴，厥阴及少阳四经配时重复，另两经则无复重，其重复看又有一时与二时不同。因而缺乏

统一性与规律性，亦未完善。 

   4．1．3 找出各经欲解的“中心时”，如“从巳至未上”，以午时为中心，则太阳病欲解

时早不过巳，晚不过未。如此，卯配少阳、午配太阳、酉配阳明、子配太阴、丑配少阴、寅

配厥阴。这种解释与经文记载相符，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4．2 六经病欲解时的机理 

    “六经”与时辰的配属理论，可以说明某经在其所配属的时辰，其功能活动相对旺盛，

而利于该经之病的自行恢复，若施用针药等治疗，则利于发挥疗效。这一点，似乎在中医界

已取得了一致认识。但是，对于各经病之所以有一个相应的时辰，见解不仅不统一，而且至

今尚缺乏满意的解释。其各种解释的基本缺欠，是对“六经”不能用“同一”标准，因而说

理无力。例如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注解伤寒论》，在注解阳明病时，用欲解于“本气当旺”

为标准，阳明属土，而“土旺于申酉戌”；但注释少阴病时，却以阴阳相互制约为标准，云

“阳生于子”，“阴得阳则解”。近年来，有人发现前贤注释欠妥，力求用同一标准解释“六

经”，但在具体运用时，标准的含义又被置换了，所以实质上仍是标准不一。例如有人用“阳

气”盛衰为标准，在解释三阳病时，认为人与天地之阳气相应，日出阳升，所以少阳病之郁

火易于舒发；日午阳盛，所以太阳表寒之邪易解；“阳明病本属阳热过亢，其解于阳虚之时。”

此“阳明病”解于阳虚之时，看似与太少二阳病欲解时道理一致，但若以“阳热过亢”，则

当解于一天阳气最虚之时(夜半)，而不当解于“日入”之时。对三阴病欲解时的分析是，太

阴病是“肠胃虚寒”，有子时初生(微弱)之阳便可“欲解”；少阴病是“全身性”阳衰，较之

太阴之寒尤甚，所以待“阳生之后逐渐伸张”之丑时方能“欲解”。若以这一标准推论，则

“厥阴病”很难有合适的“欲解时”，因为厥阴为阴尽阳生，绝无太少二阴经之寒甚，如此

应该配以阳气更少的时辰，但事实正好相反，厥阴病却“欲解”于较子、丑阳气更旺的“寅”

时。由于应用这一“标准”遇到了困难，所以在解释厥阴病时，改用了“表里关系”，提出

“厥阴与少阳本气相同”的说法，使“阳气”盛衰的标准，未能坚持始终。 

    我们认为，时辰与“六经”的配属，同样是以《内经》“天人相应”和昼夜阴阳消长的

理论为依据的。《伤寒论》“六经”命名，即含各经阴阳多少之意。在三阳中，太阳的阳气最

盛，少阳的阳气最少，阳明介于两者之间；三阴中，太阴的阴气最盛，少阴的阴气稍盛，而

厥阴则是阴阳交换之经，因而阴气最少。昼为阳，故与“三阳经”相配，“阳气者，一日而

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故卯时配属人身之少阳；午时配属

人身之太阳；酉时阳气虽虚，但仍盛于卯，故与阳明相配。夜为阴，故与“三阴经”相配。

夜半子时，自然界阴气正盛，阳气潜萌于下，故与人身之太阴相应，丑时阳气虽渐长，但阴

气尚盛，故与少阴相应；寅时阳气渐长，阴气将尽而未尽，故与厥阴相应。“六经”与时辰

相应如此，因而各经在其所配属的时辰内，功能相对旺盛，这便是“欲解”的内在依据。 

    中医学的时辰与脏腑经脉配属理论，不仅具有指导临床的实践性，而且由于它是记载人

体生命节律的内容之一，因而具有较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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