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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中医概述与历史发展



中医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是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

础，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

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

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

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治法，使用中药、

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

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的医学。

中医定义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注重人体内在环境的

平衡和谐，以及人体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相互协

调。同时，中医还注重预防保健和“治未病”的思想，

强调通过调整生活方式、饮食、运动等方式来预防疾

病的发生。

中医特点

中医定义及特点



起源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

结。在春秋zhan国时期，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黄帝内经》等经典

著作。

早期发展
在秦汉时期，中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出现了《难经》、《伤寒杂病

论》等著作。同时，中药学、针灸学等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在这个时期，

中医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

起源与早期发展



中医在历代均有总结和发展，不断吸收新的经验和知识，形成了丰富的医学宝库。在唐宋时期，中医出现了许多

重要的学派和医家，如孙思邈、王焘等，他们的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清时期，中医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和完善，出现了温病学派、滋阴学派等不同的学术流派。

历代总结

中医的传承方式多样，包括师徒传承、家族传承、学校教育等。在现代社会，中医教育已经纳入了高等教育体系，

培养了大批的中医人才。同时，国家和地方zheng府也出台了一系列zheng策和措施来扶持和促进中医的传承和

发展。

传承

历代总结与传承



对外传播
中医不仅对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还对世界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医通过各种渠

道传播到世界各地，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和应用。

影响
中医对世界医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二是丰富

了世界医学的宝库；三是促进了世界医学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中医还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自然疗法、

替代疗法等非药物治疗方法的发展和应用。

对外传播及影响



PART 02

中医理论基础与核心观念



阴阳代表着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
的两个方面，如阴阳平衡则身体
健康，阴阳失调则出现疾病。

阴阳对立统一
五行包括木、火、土、金、水，它
们之间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维持
着自然界的平衡和人体的生理功能。

五行相生相克

人体各部位、各器官、各zu织均可
划分为相应的阴阳五行属性，通过
调和阴阳平衡五行来治疗疾病。

阴阳五行与人体

阴阳五行理论基础



03

神是气的主宰

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和外在表现，神的状态反映了气的盛

衰和病情轻重。

01

气是生命之源

中医认为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的运行

和变化影响着人体的生理功能。

02

形是气的载体

形体是气的外在表现，通过观察形体的变化可以了解气的状况，

进而诊断疾病。

人体气形神统一观念



病因病机认识方法

风、寒、暑、湿、燥、

火六种外感病邪是导致

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喜、怒、忧、思、悲、

恐、惊七种情志变化过

度也可导致疾病发生。

饮食不节、劳逸过度、

外伤等因素也可导致疾

病发生。

脏腑功能失调是疾病发

生发展的内在原因，通

过调整脏腑功能来治疗

疾病。

外感六淫 内伤七情 不内外因 脏腑功能失调



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辨证分型施治 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治未病思想

辨证论治原则

01 02 03 04

通过观察、听闻、询问、切诊

等手段收集患者病情信息，为

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根据患者病情信息进行辨证分

型，针对不同证型采取相应的

治疗方法。

治疗时要考虑患者所处的时间

、地点和个体差异等因素，制

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强调预防疾病的重要性，通过

调整生活方式、增强体质等手

段预防疾病的发生。



PART 03

中医诊断方法与技巧



包括神志是否清晰、表情是否自然、反应是
否灵敏等。

观察精神状态

面色可以反映气血的盛衰和疾病的发展情况，
如面色苍白可能提示血虚或气虚。

观察面色变化

形体姿态的异常可以反映疾病的性质和部位，
如腰膝酸软可能提示肾虚。

观察形体姿态

舌质和舌苔的变化可以反映脏腑的虚实和病
邪的性质，如舌质红可能提示热证。

观察舌象

望诊：观察外在表现



闻诊：听取声音气息

听取声音

声音的高低、强弱、清浊等

变化可以反映脏腑的功能状

态和病邪的性质，如声音嘶

哑可能提示肺燥。

嗅闻气味

口气、汗味、痰味等气味的

变化可以反映脏腑的虚实和

病邪的性质，如口臭可能提

示胃热。



了解病人的既往病史、家
族病史等，有助于对疾病
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询问病史 询问症状 询问治疗经过

详细询问病人现在的症状，
包括疼痛、瘙痒、发热、
恶寒等，有助于判断疾病
的病位和病性。

了解病人以前的治疗方法
和效果，有助于制定更加
合理的治疗方案。

030201

问诊：询问病史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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