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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肝肾失调”探讨阿片类物质心瘾形成的中医病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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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片类物质滥用是目前社会及医学领域的一大难题，其戒断复杂而艰难，关键问题在于阿片类物质心瘾难以戒除。阿片类

物质心瘾是指物质滥用者对阿片类物质强烈持久的渴求和难以抑制的用药欲望，其形成的核心机制在于成瘾者对于阿片类物质

的异常动机。异常动机的形成在于两个方面，即“产生动机不良”以及“控制不良动机能力下降”，本研究即从异常动机形成的两个

方面切入，通过类比法、引证法及演绎法进行理论研究，分析认为阿片类物质心瘾的形成与肝肾功能的失调相关相关性，研究认

为不良动机形成的关键在于阿片类物质引起的肝失疏泄功能的异常，而控制不良动机能力下降则与肝胆主谋略司决断以及肾所

藏之志功能的异常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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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ug addiction, a main problem in modern society, for its complex and difficult symptoms, especially the
drug-craving, is difficult to be cured. Drug-craving refers that abusers sustained a strong and unquenchable desire for drugs, the core
mechanism of which is the "abnormal motivation" of abusers to drugs. The formation of "abnormal motivation" lies in two aspects:
formation of ulterior motives and reduction to control the improper motive", from the above two aspects, by analogy, citing and deductive
method, the study deduced that "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formation of drug-crav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liver" and "kidney",
the formation of ulterior motives is due to the disorder of "liver controlling dispersion", and the reduction to control the improper motive
is because of the imbalance of "liver managing deliberation" and "kidney controlling a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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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阿片类物质滥用已成为目前社会及医学领域的一大难题，

其戒断复杂而艰难，而关键问题在于阿片类物质心瘾难以戒除
[1-3]，阿片类物质心瘾是指物质滥用者对阿片类物质强烈持久的

渴求和难以抑制的用药欲望，其主要特点是强迫性用药、持续

性渴求状态和对药物渴求控制力的下降，目前认为心瘾形成的

核心机制在于成瘾者对于阿片类物质的异常动机[4，5]，即行为不

受自我意志的控制，而是受药物和药物相关线索的控制，异常

动机的形成在于两个方面，即“产生动机不良”以及“控制不良

动机能力下降”，现代医学认为这两个因素的形成与成瘾者中

枢奖赏环路的神经突触可塑性相关[6-8]，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我们

怎样来认识心瘾？导致心瘾的“动机异常”的中医脏腑基础何

在？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可以使中医对心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从而进一步推动心瘾相关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使中医临床治

疗阿片类物质成瘾的疗效不断提高。本研究从异常动机形成的

两个方面 ———“产生动机不良”与“控制不良动机能力下降”
切入，试采用类比法、引证法以及演绎法对肝肾功能失调在心

瘾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以探讨心瘾形成的中医病

理基础。

1 异常动机的形成与“肝失疏泄”的关系

“肝主一身之里”点明了肝的生理功能活动在人体生命活

动运转中的重要性，《读医随笔》云：“医者善于调肝，乃善治百

病。”现代医学临床各科的几十种疾病的辨证论治都与肝有关
[9]，古代文献对此有论“肝病十居六七”“肝病贼五脏”，中医学对

身心类疾病的论治首责于肝，尤其是有赖于“肝主疏泄”的功能
[10]，阿片类物质心瘾作为一种典型的身心疾病，与肝所主功能

活动的失常密切相关，其关键在于导致心瘾的“异常动机形成”
与肝之疏泄功能失常密切相关。本研究主要通过演绎法和类比

法对异常动机的形成与“肝主疏泄”的关系进行分析，见图 1。
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疏泄”是肝的重要生理功能之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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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负责调畅全身气机，推动气血津液运行正常，从而保障正常

的情志活动。考察“疏泄”的源头，该词最早出现于《内经》，《素

问·五常政大论》云：“发生之际，是谓启陈，土疏泄，苍气达，阳

和布化，阴气乃随，生气淳化，万物以荣。”而“肝主疏泄”是金元

时期的朱丹溪最早提出的，《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中说

“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者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

心……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其意为，当肝肾功能活动

正常时，随着人体本能的欲求冲动，生理上会随之出现了或显

或隐的变化，随之身心便会获得一种满足和快感。疏泄之本意

为疏通、外达、发泄，但结合朱丹溪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肝主

疏泄”含义演变为“正常的欲求冲动获得满足而心身愉悦的感

觉”[11]。
动机是对所有引起、支配和维持生理心理活动过程的概

括。在正常生理功能的指导下，所有的生物有机体都会对各种

刺激进行判断，根据自身的喜好和厌恶决定趋向于某些刺激，

或者远离某些刺激。在生理状态下，人类体验到的根本动机有

两个方面，生的本能（包括性欲、食欲）和死的本能（包括敌对行

为），在这些本能的冲动心理的指引下，人体通过各种行为去满

足身体的需要[12]。而在病理状态下，各种刺激，如情志刺激、外
力损伤、药物作用，都会使人体自身的喜好和厌恶有所改变，就

会使人体产生各种形式的异常冲动，从而引起生物体产生异常

动机，当此类动机超过了人体的调适范围，就会出现一些“肝主

疏泄”失常的病态表现，阿片类物质心瘾则是这种病态表现的

典型代表，即阿片类物质心瘾形成的核心机理在于阿片类物质

引起的异常冲动所诱发的“动机异常”,研究表明与动机相关的

脑区的神经递质、神经肽等在心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3-16]，是

对本观点另一角度的力证。
因此，当“肝主疏泄”功能正常时，人体本能性的、正常的欲

求冲动是源于内的潜能的发泄与外达，以舒畅得泄而达目的，

这是肝主疏泄功能在生理状态下的体现，何裕民[17]认为，本能

性冲动是人的天生特质，在生理状态下是一种“动”，生命的本

质赖该“动”维持，当心为外物所感而引动，外物刺激感觉器官

就会形成主观意识，这种主观意识与本能性冲动相互作用便产

生对客观事物的需求的“欲望”，接物有感，触景生情，便是人性

的自然发生和自我流露，是人体与自然的性情交流，如生理性

的性欲、食欲等等。当“肝主疏泄”功能失常时，即病理状态下，

人体正常的欲求冲动就会变成病态的，过度的，并且通过“肝主

疏泄”发泄和外达，表现为各种病态欲求冲动，如病态赌博、注
意力不足过动症(多动症)、强迫症、Tourrette 综合征以及脑损伤

等[18-20]。药物成瘾也与这些疾病一样，其核心特征在于对药物

的渴求，世界卫生组织将渴求定义为“一种想体验过去经历过

的精神活性物质效应的愿望”，成瘾者对阿片类物质形成的“异

常渴求”也是“肝主疏泄”失常的病理表征，是因药邪侵袭人体

所致。在本研究中，异常动机作为阿片类物质心瘾产生的核心

机制，源于对阿片类物质的用药冲动，该冲动的特点为“不可遏

制性”，且每因外物，如阿片类物质、相关的用药场所、用药器具

等所感触，即“抑之不得，有感而发”，因此本研究认为阿片类物

质心瘾源于肝主疏泄功能的失常。

因此，本研究认为，“肝主疏泄”为疏通、外达、发泄，获得某

种满足和心身愉悦之意，是正常动机形成的脏腑功能基础，而

异常动机的形成则是“肝主疏泄”功能失调的结果。如在生理状

态下，“食，色，性也”，饮食、男女，被认为是人的最大本能，肝主

疏泄的功能正常，这些正常的欲求冲动作为人体的本能，每因

外物所感而发，压之可服，控则可制。当外界致病因素影响肝主

疏泄的功能，就会出现人体本能的欲求冲动就会过而不可控，

或出现异常的欲求冲动，如过度的食欲等，其特点为病人出现

欲求过度或异常欲求，感于特定外物而发，压之不服。同样，阿

片类物质心瘾是由药邪引起的一种异常的欲求冲动，其特点有

三：对指向性的阿片类物质强烈心理渴求，不可抑制的强迫性

用药欲望，戒断数年后每因毒品、吸毒器具、吸毒环境等外感再

次诱发。因此，心瘾形成与肝主疏泄功能失常密切相关。

2 不良动机控制能力下降与肝肾失调的关系

“肝司谋虑”“肾藏志”与动机的控制能力相关，肝司谋虑体

图 1 肝主疏泄与心瘾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 of drug-craving and "liver controlling disp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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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肝肾失调与心瘾形成的关系

Fig.2 The relation of drug-craving to "the disorder of liver and kidney"

现在对动机正常与否的判断，肾藏志的功能则与控制能力相

关，两脏相互影响，与众多情志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19]。通过

引证古代及现代文献，并采用分析阐述法来分析不良动机能力

控制能力下降与肝肾失调的关系，见图 2。
2.1 不良动机控制能力下降主要责之于“肝司谋虑”功能失常

“异常动机形成”主要源于“肝失疏泄”，而肝之谋虑功能则

主要与动机控制能力相关，当肝之谋虑功能失常时则对动机判

断能力失常，失去了对动机正常与否的判断，对异常动机的控

制能力也就无从谈起。

出谋虑、主决断皆是肝主神的重要表现[20]，《素问·灵兰秘

典论》云：“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谋虑，即思维筹划、比较

鉴别、分析推理等的思维过程。“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
“刚正果决，故官为中正；直而不疑，故决断出焉。”《素问·六节

藏象论》云：“凡十一脏取决于胆。”胆主决断功能，与肝主谋虑

相关联，对肝主谋虑的实现配合和完善，肝胆之气皆属于木，而

肝为体、属阴，胆为用、属阳，谋虑为阴，决断属阳[21，22]。正如《类

经·藏象类》所说：“胆附于肝，相为表里，肝气虽强，非胆不断，

肝胆相济，勇敢乃成。”即在生理情况下，人体对事物进行判别

和决断时，要依靠肝之判断和胆之决断，即在正常的肝主神的

功能的指导下，进行思维筹划，比较鉴别，分析推理从而对动机

正常与否进行鉴别，在胆的配合下为机体下达正确的指令[23]。
病理状态下，如阿片类物质的作用下，肝主神的活动失常，不能

正确的谋虑，因此对机体形成的异常动机，如对阿片类物质的

强烈渴求动机，不能作出“异常动机”的判断，胆所主之决断也

就不能下达正确的指令，则出现了强迫性用药的表现。
2.2“肾藏志”功能失常与不良动机控制能力下降也存在一定

关系

《素问·灵兰秘典论》云：“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对这

句话的理解，有三点要义：脑力思维活动、身体筋骨动作与功

能，生殖能力与行为[24]。各种行为，如生殖行为、肢体动作、思维

反应等等的灵巧，无不由肾所出，而自觉行为无不由意志，即现

代心理医学所认为的有着明确目标的意向性心理过程所支配，

故有“肾藏志”之论断。“肾藏志”理论发生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

意志对行为的支配[25]。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肾藏志”是人

类心理活动过程的一个类别或环节，在所有七情反应中，意志

是决断力，是枢纽和关键，故在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中，志意心

理思想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有度指出，人在从事实际

活动之前，预先要在头脑里提出目标，拟定计划，才能下定决心

去克服困难，从而实现目标，这种心理过程，就是意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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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片类物质心瘾的核心病机在于动机的异常，该过程包括

了“产生动机不良”和“控制不良动机能力下降”两个方面。如上

所述肝主疏泄与“产生动机”直接相关，而“肝司谋虑”与“胆主

决断”相合与“控制不良动机能力”相关，而“肾主志”则是与“控

制不良动机能力”相关的另一个方面，当肾主志的功能正常，人

的行为就会由意志所支配，从而进行正确的分析，正确的决断，

并且下定决心，实现目标。当阿片类物质影响了肾所藏之志，人

体对肝失疏泄所形成的“异常动机”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

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我们就见到阿片类物质依赖者强烈

的药物渴求和强迫性用药的表现。
本研究通过类比法、引证法及演绎法进行理论分析，认为

阿片类物质心瘾的形成与肝肾功能的失调相关，其中不良动机

的形成的关键在于阿片类物质引起的肝失疏泄功能的异常，所

以调肝是治疗本病的关键；而控制不良动机能力下降则与肝胆

主谋略司决断以及肾所藏之志功能的异常相关，因此采取肝肾

同调是阿片类物质心瘾的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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