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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人类描述事物运动过程的持续性和顺序性，时间和空间是运动

着的事物的存在形式，时间、空间和运动的事物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没有离

开时间、空间和运动而存在的事物，也没有离开事物而存在的时间、空间和运

动，时间、空间和运动是事物的时间、空间和运动，事物是时间、空间和运动的

事物。时间，是一个哲学名词和哲学概念，具有“普适性”，在宇宙万物中都能

体现出来。譬如，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人类是在四百万年前由类人猿进

化而来，这里的“四百万年前”是时间，“类人猿”是空间，“进化”是运动，离开

时间、类人猿和进化就没有人类，离开人类就没有人类的进化史。

时间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时间文化反映在中国文化

的方方面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宇宙的认识。我们常说的“宇宙”一

词是一个时空的复合名词。西汉淮南王刘安等编著的《淮南子·原道》说“纮宇

宙而章三光。”高诱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二是创立

夏历。夏历亦称农历。属于阴阳历。战国时期创立，直到今天还在应用，为中

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三是在中医学中的应用。中医从

“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符”思想出发，早在上古时期，先民们就开始认识时

辰、日、月、季节、年等时间周期对人体生理、病理、药物、诊断、治疗、养生诸多

方面的影响。1989年，周铭心、王树芬编著出版《中医时间医学》一书，标志着

中医时间医学诞生。

中兽医时间医学，是中国时间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

史和丰富的内容，历代中兽医文献都有零散记述。1992年，我们在《中兽医医

药学方法论》一书中专列“时间医学方法”一章，从“因时制宜是中兽医治病的

原则”、“时间与生理”、“时间与病理”、“时间与预防”、“时间与治疗”、“现代研

究”、“生物钟的意义”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整理；2002年，我们又在《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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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一书“慧合环境论”一章中单列“时间环境”一节，从“日周期”、“旬周

期”、“月周期”、“季周期”、“年周期”、“超年周期”（包括“花甲周期”、“彗星周

期”、“太阳活动周期”和“宏年周期”）等六个方面再次进行了论述。

《中兽医时间医学》一书，是赵维宏等同志多年来对中兽医时间医学研究

和应用的重大成果，是我国第一部中兽医时间医学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国

内外空白，标志着中兽医时间医学学科的诞生，是中兽医时间医学的一座重

要里程碑。全书从中兽医时间医学理论、中兽医时间医学与方剂、中兽医时间

医学与药物、中兽医时间医学与针灸、中兽医时间医学与治疗等方面对中兽

医时间医学进行了系统论述。《中兽医时间医学》具有四个特点：一是主线突

出。该书以“时间”为主线，把中兽医学的理论、方法、方剂、药物、针灸、治疗有

机地串联起来。二是虚实结合。该书既有中兽医时间医学的理论，又有中兽医

时间医学的应用，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图文并茂。该书既有

文字论述，又有图像穿插，把中兽医逻辑表达与形象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是语言活泼。该书既有严谨的科学论证，又有中兽医和中药故事，增添了

可读性。

一个新生事物，就像刚刚诞生的婴儿，只有在母亲不懈的哺育和呵护下，

才能茁壮成长。《中兽医时间医学》的出版，仅仅是中兽医时间医学史上的又

一个良好开端，让它完善还需要做长期而艰苦细致的工作。希望作者能够在

应用上更加广泛，在内容上更加完善，在逻辑上更加严密，在文字上更加精

练，并逐渐分化出“中兽医时间诊断学”、“中兽医时间方剂学”、“中兽医时间

药物学”、“中兽医时间针灸学”、“中兽医时间治疗学”，为丰富中兽医学做出

更大的贡献！

谨为序。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兽医学分会理事

西北地区中兽医学术研究会副会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牧兽医学会副秘书长

宁 夏 农 牧 厅 副 巡 视 员

2012年 10月 1日于宁夏银川

周生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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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奋力加快小康社会进程

的关键时期，赵维宏同志主编的《中兽医时间医学》即将付梓，作为曾经从

事过农牧业教学和农牧业工作的一员，我深感欣慰，表示祝贺，谨以此

为序。

中兽医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一项古老的事业，具有悠久的历

史、独特的理论和丰富的内容，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以来与动物疾病作斗争

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留完整的传统兽医学理论体

系，为保障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吉县作为传统农牧业大县，近年来，在区市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县委、政府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大力实施产业

兴县战略，加快推进百万头畜禽养殖扩量工程，培育形成了一批重点养殖示

范乡镇、专业村和专业户，全县畜牧养殖业实现稳步发展，成为全县农民收

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继承和发扬中兽医科技，对促进我县畜牧养殖业持续健

康发展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赵维宏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畜牧养殖技术

推广和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者，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在继承和发扬中兽医

临床医学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和总结编写了《中兽医时间医学》一书。该书以

“时间”为主线，通过对中兽医学理论、方法、方剂、药物、治疗在临床上的实

践和应用，总结出了中兽医时间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内容丰富，详略得当，通

俗易懂，非常适用于中兽医科研单位、基层兽医和广大养殖户的参考、学习

和应用。

《中兽医时间医学》的出版发行，对广大养殖户科学养殖具有很高的实

用价值，为科学高效发展畜牧养殖业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同时，希望全

县畜牧科技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中兽医科技，在中兽医科技研究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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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为我县畜牧养殖业健康发展、科技助农增收做出新

的贡献。

西吉县委书记

2012年 11月于宁夏西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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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兽医时间医学概论

现代时间医学是一门刚刚发展起来的医学边缘学科，在我国有中西医两

大科学体系，他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动物体时间节律在医学上的应用。

我国研究动物时间医学的历史悠久，学术体系比较完善，在古代许多中

兽医著作中，早就有了时间节律在动物疫病防治和饲养管理等方面具体运用

的论述。如明·喻仁（字本元）、喻杰（字本亨）的《元亨疗马集》中“逐日受病歌”

曰：“甲己之日肾不安，膀胱逢此亦如然。乙庚之日肝家病，雨连胆腑不周全。

丙辛防心小肠患，戌癸须教肺受剡。丁壬便与脾不合，胃腑遭伤不可言。此谓

十干受病歌，请君斟酌用心传。”这就说明时间节律与畜体脏腑有一定的相关

性，并能影响畜体生理病理而“因时致病”，但同时也可以根据四时时令变化

特点，日时阴阳盛衰，气血流注节律，来考虑确定“因时制宜”“择时而治”的具

体方法。再如《齐民要术》中有“食有三刍，饮有三时”的记载，意思是说饲料不

可太单纯，饲饮要有规定的时间。《三农纪》中说：“每日清晨毕宜出厩，系高

桩，梳刷毛鬣。候抵午，入厩复饲，饲毕又移拴厩外。临晚饮水毕牵游一二百

步，入厩缓饲。”这种每日注意刷拭、行日光浴和作轻便运动的合理饲养管理

方法，直到现在仍有实际意义。因此，中兽医时间医学最早发展的内容是中兽

医时间治疗医学和动物时间饲养学，其古今内容之丰富是中兽医时间医学的

一个特点。特别是宋金元明时期，时间治疗医学在人医方面已经有了大的飞

跃，形成了被国外称为“中国钟医学”的子午流注学说，并总结出了多种按时

取穴针刺法，如纳甲法、纳子法、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特别是子午流注学说

关于脏腑经络气血流注旺衰的认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不仅成为指导按日

按时取穴针刺治疗的基本理论，而且突破了古代仅仅以类比象来认识动物生

命节律的研究方法。近几十年以来，经过兽医工作者对畜体生命节律在临床

应用上的不断实践、认识、探讨和总结，已初步形成了畜禽时间药治法和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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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针灸治法这两大内容，充实和发展了中兽医时间医学，也为中兽医基础

理论增添了新的学术内容。

中兽医时间医学经过了几千年漫长的医疗实践，已经形成了独具风格、

自成理论的中兽医时间医学雏形。认真深入挖掘这方面的内容，并在实践中

不断学习、研究、推广和应用，对发扬光大中兽医医药学，加快动物科学现代

化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和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同时，我国是时间医学最早

的发明者，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实用性，应当首推子午流注学说，它的出现

开创了我国乃至世界生物时间医学的新纪元，是祖国医学大花园里的一朵奇

葩。因此，我们要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借鉴前人好的经验和学说，在实践中不

断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使之与时俱进，更加完善，为我国畜牧事业

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第一节 中国钟医学的基本概念

中国钟医学，是指最早发明于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时间治疗法———子午流

注针法。他是以时间为条件的一种按时取穴针灸方法，在我国古代十分盛行，

也为现代中国时间生物医学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子午流注规律已被现代科

学实验所证实，被称为中国“生物钟”、“流注钟”医学。

一、子午流注学说溯源

子午流注理论源于《内经》《难经》，发展成熟于金、元时期。《内经》中有关

天人相应、经脉气血流注、针刺须候气逢时等学说，为子午流注的按时开穴奠

定了理论基础。揭示了机体受季节更替、月亏月盈、日光强弱等外环境影响而

产生的多种有关节律性的变化，提出了“因时制宜”、“择时而治”等措施，基本

上形成了中医领域中颇具特色的时间医学。

金、元时期，“干支”、“运气”学说兴起，祖国医学与之接近，自然受到了影

响。并且提出了治疗疾病“必先岁气”，即干支、运气作为诊断和治疗疾病的首

要考虑因素，认为年、月、日、时的节律对生物体有很大影响。在当时针灸领域

里负有盛名的何若愚就著有《标幽赋》，首次提出了子午流注纳甲法的开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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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应用方法。后来窦汉卿等编写了《针经指南》和《重注标幽赋》，他们成为

子午流注法最早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窦氏很重视八脉八穴的应用，

在注重配穴治疗的基础上，结合古代哲学九宫八卦学说，逐渐演变为灵龟八

法和飞腾八法，在其《针灸大全》中正式提出了“灵龟八法”学说。尤其在宋、金

两代，祖国临床医学从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干支学说已初步应用到

临床医学之中，子午流注就由理论趋向临床实践，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那时

的著作多以歌赋形式面世，如《子午流注针经》里有《流注指微赋》《针经指南》

里有文道俱佳的名篇《标幽赋》和《流注指要赋》等。

到了明代，针灸明家辈出，各家在前代子午学说的基础上，进而对针法的

运用机制有了不同的见解，如高武的《针灸聚英》上说：“使人知某病直针灸某

经某穴，当用某日某时开方针”，所论五输穴的补虚泻实，也为干支法的取穴

开创了先例。

清代，由于遭受“针刺、艾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的言论影响，逐渐衰落，为

子午流注学术的低谷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针刺心法要诀》《针灸易

学》和《针灸集成》等。

中兽医应用时间医学，最早见于北魏官员贾思勰所著的中国保存最为完

整的古农书巨著《齐民要术》，唐宋《司牧安骥集》《伯乐神针》《活兽慈舟》，明

《元亨疗马集》等兽医著作中。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对祖国医学非常重

视，推动了中兽医针灸事业的复兴和繁荣。四川重庆吴棹仙先生在党的中医

政策的感召下，编著了《子午流注说难》一书，并将“子午流注环周图”呈与毛

泽东主席，力推古法；20世纪 80年代以来，子午流注学说得到了更多学者的

关注，数十年来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和著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促使

这一古老学说结出新果，贡献于社会。

二、什么是子午流注

子午流注是我国古代的中医圣贤在长期的医学实践活动中，应用天人合

一理论在传统生命科学基础上发现的一种规律。现代时间医学称其为生物钟

医学或“中国钟”医学。

那么，为何称其为子午流注呢？因为“子”和“午 ”是十二地支中的第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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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七数，他们分别表示两种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范畴。是我国古时用来计

时、标位以及记述事物生、长、化、收、藏等运动变化过程或状态的符号。“流”、

“注”两字乃表示运动变化的规律。顾名思义，子午流注就是时空和运动的统

一，更简单地说，“子”代表阳，“流”代表阳生的过程；“午”代表阴，“注”代表阴

藏的过程；从方位看，子午为经，卯酉为纬。

子午流注的变化也是阴阳的变化，总是遵循着太阳变化的客观规律。阴

阳的变化展开为四象，就是太阴、少阳、太阳、少阴，用四季作为代表符号，其

功能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亥子丑为冬，依次类推。换言之，把家畜的十二

条经脉及脏腑在十二个时辰中的兴衰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排列

有序，环环相扣，循环流注，生生不息。如果畜体的生命活动符合此规律，机体

就会处于自然状态，有消耗也有补充。反之，则只有消耗，生命将处于能量加

速损失状态———即表现为疾病。

古代医家非常重视时间和气候的变化，有“先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以

候气之浮沉，而调之于身”；“四时之气，各有所在，气穴为定”之说。说明针灸

治病要选择合适的时辰和气候来进行，外界温热、湿冷和朝夕光热的强弱，随

时影响着机体并呈现出一定的节律性，即所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

福”了。由此可知，机体内部存在有适应自然变化的灵敏度极高的信息贮藏、

传递和调节系统，这些系统一旦遭受破坏，就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这种有规

律的现象就是子午流注的具体表现。

三、子午流注针法

子午流注针法有两种，一是按天干开穴，称那干法（即日干子午流注）；一

是按地支开穴，称纳支法（即时支子午流注），也称纳子法。是根据每日气血输

注十二经的时辰、病症之虚实，配合五行生克穴位取穴治病的方法。有两种取

穴法：一种是按一天十二时辰，每个时辰各配一穴，在这个时辰内，该经从起

点到终点的任何腧穴都可以选用。例如，肺经病，其经从胸出经肩胛上行至

喉，返回沿颈静脉下行，绕至腋下，沿前肢内侧前缘下行至蹄冠前内缘入蹄。

可选肺腧、肺攀、肺门、鼻腧、鹘脉、肩腧、足三里、膝眼、前蹄头等穴位进行治

疗。另一种是子母补泻取穴法，实证时在气血流注至病经的时辰，取病经的

子穴进行针灸（泻法）；虚证时，在气血流过病经的时辰，取病经母穴进行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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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补法）；虚实不显著的病证或补泻时辰已过，就取病经的本穴或原穴进行

针灸。

气血于寅时由肺经流注，卯时流注大肠，依次为胃、脾、心、小肠、膀胱、

肾、心包、三焦、胆，丑时流注肝经，再至肺经，周而复始，循环不息。

歌曰：肺寅大卯胃辰宫，脾巳心午小未中。申膀酉肾心包戌，亥三子胆丑

肝通。

四、什么是灵龟八法

关于灵龟八法及其开穴、组成，现分述如下：

灵龟 ：A、据《尔雅·释鱼》中记载，龟有：“一曰神龟、二曰灵龟、三曰摄龟、

四曰宝龟、五曰文龟、六曰筮龟、七曰山龟、八曰泽龟、九曰水龟、十曰火龟”，

灵龟在十龟中其位第二；B、民间传说，古有四灵之说，一曰龙、二曰凤、三曰

龟、四曰麒麟，其位第三。为何言其为灵龟，传说在大禹治水之时，有一神龟负

文列与其背，有数一至九，大禹据此文而治水功成，故命其龟曰灵龟。有数一

至九，依序而列，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八六为足、而五居中，即

为九宫”。

灵龟八法：即根据奇经八脉气血运行的关系，将八脉、八穴纳入八卦、九

宫和天干、地支的变易之中来开穴的一种针刺治疗方法。又称奇经纳卦法。因

本法以八穴相配代表经脉气血流注之盛衰而取穴，所以又称八法流注、流注

八法、八法神针。又因本法所用八穴有阴经四个穴位，有阳经四个穴位，故俗

称阴四针、阳四针。本法于金元时代为针灸大家窦汉卿所倡导。实际上此法是

八脉八穴配穴法与日、时干支所代表的时辰相配而组合成的。所以本法用穴

与奇经八脉的交会关系，以及阴阳相配而成上下相应四对的取穴规律，都与

八脉八穴配穴法相同。其次，与子午流注开穴及辅助开穴法的相同点是仍按

日、按时来开穴，不同点是灵龟八法还可按卦开穴。

伏羲八卦方位图 八卦图 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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