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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情病可分内因致病和外因发病两个方面。内因致情志

病以神伤，脏、精、气、血、阴、阳亏虚，恶梦惊骇，郁邪

内扰发病。外因诱发情志病以情绪刺激，六淫内扰，环境变

迁，劳伤，跌扑损伤等扰乱神府，发生情志病变。

神伤　　神来源于父母之精媾合。当胚胎形成，生命之

神也就开始孕育，藏于脑中，靠后天饮食营养物质不断地滋

养，因而保持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状态。《黄帝内经》将神分

属五类。《中医学概论 神》说：“所谓神，魂、魄、意、志，

在名称上有所不同，实际上都是神的类属，所以五脏亦名五

神脏。”若脏、精、气、血、阴、阳亏虚，不能上营于脑，供

神明之用则神虚，神虚则病发情志病 诸虚变。《医方类聚

门》说“：神虚则心志颠倒。”《素问 调经论》说：“神有余

七情病病因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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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又如情志刺激，亦首伤神府，发生

病变。如《医学衷中参西录》说：“思则心气上通于囟，脑髓

实则思易得，过思则心火烁脑”。《医方类聚 诸虚门》说：

“喜怒哀乐则神虚”。指出情志发病与神府密切相关。

脏虚　　五脏亦名五神脏，储藏精气，上濡神府，化为

阴阳应象大论》说：“人五志。如《素问 有五脏，化五气，

以生喜、怒、思、忧、恐。”五脏的大小直接关系着精气的储

本神》说：“五脏皆小者藏和情志变化。如《灵枢 ，少病，

若燋心，大愁忧；五脏皆大者，缓于事，难使以忧。”又说：

“心高则满于肺中，悗而善忘，心下则脏外，易伤于寒，易恐

以言。”从生理上指出了情志由五脏精气化生，五脏大小高低

与情志病密切相关。

精亏　　人体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都是人体神志生成

和情志变化的重要物质。 本神》说：“故生之来，如《灵枢

平人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 绝气》说“：故神者，

水谷之精气也。”指出精是神志的生成物质，神是由精气反映

出来的。精气不足则神失滋养，五神失藏，则易出现《素问

宣明五气》“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

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等精气亏虚所致情志病变。

气虚　　气是神的生成物质，直接关系着情志生成和情

诸虚门》说“志变化。如《医方类聚 ：气乃脏腑之大经，为

动静之主，故曰神机。”《理瀹骈文》说“：气者，精神之根蒂

也。”气盛气衰都直接反映在情志变化上，如心气不足，心神

失藏，多表现神志恍惚、悲伤；心气实则神气内动，多表现

无故喜笑等。若肝气不足，肝魂失藏多表现疲乏无力，善惊

易恐；若肝气实则肝气内动，肝魂不宁，多表现急躁易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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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灵枢 本神》说“：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肝气虚

经络则恐，实则怒。”《重订通俗伤寒论 方药》说“：故气之

作恚，发而为怒喜悲恐。”

血虚　　血液濡养神府，是神志生成和情志变化的重要

物质。如《素问 八正神明论》说“：血气者，人之神，不可

不谨养。”《灵枢 营卫生会篇》说“：血者神气也。”血液的

盛衰直接反映在情志的变化上。如心血虚，心神失养，多表

现心悸易惊；肝血虚肝魂失藏，多表现目 无所视、善恐

等症。如《素问 调经论》说：“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

《万病回春 怔忡》说：“心无血养，如鱼无水，心中惕惕然

而跳动也。”

阴液失调　　阴液直接濡养神府，平衡情志。如《素问

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若阴气内盛，阳

气不治，阳气不达，内郁则易发生情志病变。 行如《灵枢

针》说：“多阴者多怒”。再若阴液不足，虚阳内动，扰乱五

志，亦易发生情志病变。如《素问 脉解篇》说“：阴气少，

阳气入，阴阳相搏，故恐也。”

气失调　　阳气直接温煦神府，是人体生命和情志的

外在表现。如《景岳全书，中与论》说：“在人曰血气，气为

阳，阳主神也。”若阳气有余，神气内动则善喜，如《灵枢

行针》说：“多阳者多喜。”又若阳虚阴盛，阴气闭郁，阳气

不达，也易发生情志病变。如《素问 脉解篇》说“：所谓少

气善怒者，阳气不治，阳气不得出，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

怒。”再若阳气受伤，则神气受损，亦易出现情志病变。如

《素问 病能论》说：“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恐也。”

恶梦惊骇　　梦是神气内动形式，如《灵枢 淫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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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说“：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恶

梦惊吓能扰乱五脏气机，导致五神脏不宁，发生情志病变。若

梦后忧愁焦虑，情怀不遂，亦易导致气机郁结，五神脏不宁，

发生情志病变。

郁扰神脏气、血、痰、火、湿、食内郁，可扰乱五

脏气机，致五神脏不宁，发生情志病变。如湿郁生痰，痰阻

神窍，易出现情绪低落、神志痴呆等；若痰郁化火，火热扰

乱神府，易表现神情躁动，心烦失眠，惊狂不宁等症。如陈

无择说：“郁不离七情”。指出郁证能扰乱神府，导致五神脏

不宁，发生情志病变。

情志刺激　　家庭的失和或减员，工作中的失意或大惊

卒恐等剧烈、持久性情绪刺激，扰乱气机，致五神脏不宁，发

生情志病变。如《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说“：喜伤心”“，怒

伤肝，”“思伤脾 寿夭刚，”“忧伤肺”“，恐伤肾”。《素问

柔》说：“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

气候变化　　六淫邪气内侵，扰乱五神脏气机，致五神

不宁，很容易发生情志病变。如邪热内侵，伤津耗液，致神

脏失濡 热病》所说”热病嗌干，多饮，善，多表现为《灵枢

惊，卧不能安。”若风邪内盛，扰乱肝魂，多表现为《素问

风论》所说“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嗌干，善怒。”若

风寒湿邪内犯，闭阻心络，淫气内扰心志，多表现为《素问

痹论》所说“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

嗌干善噫　 厥气上则恐。”

环境变化　　环境变迁或生活中的失意，易引起情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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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病。如舒适的环境变为低劣的环境，开心的生活方式变

为拘束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老弱久病之人，最易出现情志变

化发病。如《丹溪心法》说：“老人内虚脾弱，阴亏性急⋯⋯

有不如意，怒火易炽。”指出不顺意可致情志病变。

劳伤　　烦劳过度，饭食不节或大病久病等内伤气血阴

阳，致五志失养，易发生情志病变。如《医方大成 诸虚》说：

“劳极者，七情伤乎五脏也。”《古 七今医 论五劳统 六极

情之由》说：“劳于心者，则神耗而血衰，惊悸之痰亦因之而

作矣。”“劳于肝者，则怒多而火盛。“”劳于肺者，则过忧而

气耗。”

跌扑损伤　　跌扑损伤，气血瘀滞，血行不畅，疼痛忧

患，忧乱神府，致五神脏不宁，易发生情志病变。大脑受伤，

神府不宁，亦易出现情绪低落、神志痴呆、急躁易怒等情志

病变。此外，药物因素、化学因素等，均可损伤神府，导致

情志病变。《医统正脉全书 活人书》说得好“，情志之病，本

无形之气郁结而起”，告戒我们要从宏观认识情志病证。

现代医学认为在人体机体代谢波动失衡情况下，会产生

情绪波动，随之在简单诱因或无诱因的条件下连带产生情志

变化（内因 ，而在外界诱因影响下，人类产生的情志变化也

对机体构成影响，发生病变（外因 ，涉及到机体八个系统的

数十种疾病，成为现代医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研究的

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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