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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概述

一、中医学特点

1.整体观念
人与自然的统一    

人体本身的统一    

人体身心的统一
人与社会的统一

2. 辨证论治
      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症状和体征，通过分
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
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
   论治：又称施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

应的治疗方法。

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



第一节第一节    阴阳学说阴阳学说

概念

含义：阴阳是对宇宙中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对立双

      方属性的概括    

事物阴阳属性的
两类特定的相反
趋向

明亮、温热、活动、兴奋、
向上、向外、扩散、开放等

晦暗、沉静、抑制、向下、
寒凉、向内、凝聚、闭合等



第一节第一节    阴阳学说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1.阴阳的对立制约

2.阴阳的互根互用

3. 阴阳的消长

4.阴阳转化

“重阳必阴，重阴必阳”、“寒极生热，热极生寒” 

此长彼消 热盛伤阴，寒盛伤阳

此消彼长 阴虚火旺，阳虚阴盛

此长彼长

此消彼消

补气生血，补血养气

气虚引起血虚，血虚引起气虚



第一节第一节    阴阳学说阴阳学说

调
整
阴
阳

阴盛

阴阳
偏盛
实证

实寒证   寒者热之

伤阳 兼阳虚

阳盛 实热证  热者寒之

伤阴 兼阴虚

阴虚

阴阳
偏衰
虚证

虚热证  补阴（阳病治阴，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阳虚 虚寒证  补阳（阴病治阳，
益火之源，以消阴翳。）

泻
其
有
余

补
其
不
足



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及其运动变化

第二节第二节    五行学说五行学说

概念

 木曰曲直：生长、升发、条
达、舒畅 ——肝
  火曰炎上：炎热、升腾、光
明——心 

  土爰稼穑：生化、承载、受
纳 ——脾
  金曰从革：刚柔相济,沉降、
肃杀、收敛 ——肺
  水曰润下：滋润、下行、寒
凉、闭藏 ——肾  



第二节第二节    五行学说五行学说

内容

五行
自    然    界 

五色 五音 五味 五化 五气 五方 五季

 木 青 角 酸 生 风 东 春

火 赤 徵 苦 长 暑 南 夏

土 黄 宫 甘 化 湿 中 长夏

金 白 商 辛 收 燥 西 秋

水 黑 羽 咸 藏 寒 北 冬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概念

脏脏  腑腑

脏：心、肝、
脾、肺、肾

腑：胆、胃、
小肠、大肠、
三焦、膀胱

奇恒之腑：
脑、髓、骨、
脉、胆、女
子胞

脏腑包括

是指藏于体内的内脏及其表现于外的生理
病理征象及与自然界相通应的事物和现象
。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一、心

1.生理功能

1)主血脉：指心气推动和调控血液在脉管中运行，流注全身，
发挥营养和滋润作用。

全身全身

血脉

心气
脉管
通畅

心气
充沛

血液
充盈A. B.

C.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一、心

1.生理功能

心藏神 —  是指心有统帅全身的生理活动和主司精神、
意识、思维、情志等心理活动的功能。

2.联属功能

心在体合脉心在体合脉

其华在面其华在面

开窍于舌开窍于舌

在志为喜，在志为喜，

在液为汗在液为汗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二、肺

1. 生理功能

11）主气司呼吸）主气司呼吸
    肺是体内外气体交换的场所，通过肺的呼吸作

用，不断地呼浊吸清，吐谷纳新，实现机体与外界
环境之间的气体交换，以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

肺主气

主呼吸之气

主一身之气

对全身气机的调节

气的生成（宗气）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二、肺

1. 生理功能
22）主宣发肃降）主宣发肃降
   宣发：肺气向上升宣和向外布散。
   肃降：肺气向下通降保持呼吸道洁净。

肺     气
肃
降

宣 

发

A.呼出体内的浊气
B.将津液上输头面诸窍，

外达皮毛
C.宣散卫气，将津液化

为汗液，并调节其排泄

A.吸入自然界清气
B.将津液向下向内输布
C.将津液向下布散，代

谢后成为尿液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二、肺

1. 生理功能
33）主通调水道）主通调水道
是指肺气的宣发肃降作用推动和调节全身水液的输
布和排泄。

水谷 津液

脾胃

肾（膀胱）

外达皮毛，汗、呼气

肺

尿

脾

宣发

肃降

肺主行水、肺为水之上源肺主行水、肺为水之上源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二、肺

1. 生理功能

44）朝百脉，主治节）朝百脉，主治节
朝百脉 --- 是指全身的血液都通过百脉会聚于肺，
吸清，呼浊，再将富含清气的血液输送全身。实质：
助心行血。

主治节 --- 是指肺气具有治理、调节肺的呼吸及全
身之气、血、水的作用。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二、肺

2. 生理特性

1）肺为华盖

2）肺为娇脏

3. 联属功能
在体合皮

其华在毛

开窍于鼻

喉为门户，

在液为涕

在志为悲(忧)

与大肠相表里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三、脾

1.生理功能
11）脾主运化）脾主运化是指脾具有把水谷化为精微，并将
精微物质吸收、转输至全身的生理功能。

脾主运化

（1）运化食物

（2）运化水液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三、脾

1.生理功能
食物

胃

精微

全身

脾主运化

A.上输于肺，肺之宣发肃降
B. 脾的自转输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三、脾

1.生理功能

多余的水液

脾主运化 肺、肾 体外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三、脾

1.生理功能

22）主统血）主统血 是指脾有统摄、控制血液在脉中正常

运行而不逸出脉外的功能。    

  原理：脾气的固摄作用（气摄血）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三、脾

1.生理功能

33））脾气主升：脾气以升为主。

①升清：上输水谷精微至心肺、头目，并通过心

肺的作用化生气血，以营养全身。  

②升举内脏：维持人体内脏位置的相对稳定定，

防止内脏下垂。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三、脾

2.联属功能：

在体合肉

其华在唇

开窍于口

在液为涎

在志为思

与胃相表里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四、肝

1.生理功能：

1）主疏泄：肝具有疏通畅达全身气机的作用。

1.促进血液与津液的运行输布 

2.促进脾胃运化和胆汁分泌 

3.调畅情志                        

4.促进男子排精与女子排卵行经          

肝主疏泄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四、肝
肝主疏泄

脾胃运化
（脾升胃降）

前提 促进胆汁的分泌排泄

肝失疏泄

胃

脾

A.头晕目眩
B.飧泄

（肝脾不和）

A.嗳气，呃逆，

恶心呕吐
B.脘腹胀痛
C.便秘

（肝胃不和）

促进脾胃运化和胆汁分泌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四、肝

（3）调畅情志

肝主疏泄 气血正常运行 情志活动正常

肝失疏泄

情志活动异常

疏泄不及

疏泄太过

肝郁：郁郁寡欢，性情抑郁，
沉默寡言，喜太息。

急躁易怒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四、肝

1.生理功能：

2）主藏血：是指

肝具有贮藏血

液，调节血量

和防止出血的

功能。

2.联属功能：

在体合筋

其华在爪

在窍为目

在液为泪

在志为怒

与胆相为表里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五、肾

1.生理功能：

11）藏精，）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与脏腑气化主生长发育生殖与脏腑气化 

          藏精藏精：肾气对精气所具有的闭藏作用：肾气对精气所具有的闭藏作用

精

广义：泛指一切精微物质（气血津液、水谷精
微等）。

狭义：指禀受于父母的生殖之精。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五、肾

1.生理功能：

11）藏精）藏精

生长发育生长发育

肾所藏之精

先天之精 后天之精
不断培育充养

活力资助

禀受于父母的生殖之精
人出生后从饮食物中摄取的
营养成分和脏腑代谢所化生
的精微物质。



第三节第三节    藏象藏象

五、肾

1.生理功能：

22）主水）主水
      指肾有主司和调节全身津液代谢的功能。 

水谷 津液

脾胃

肾

肺

尿

脾

肃降

膀胱

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
主宰整个水液代谢。

升清

降浊



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

五脏 六腑 形体 官窍 五华

心系统 心 小肠 脉 舌 面

肝系统 肝 胆 筋 目 爪

脾系统 脾 胃 肉 口 唇

肺系统 肺 大肠 皮 鼻 毛

肾系统 肾 膀胱 骨 耳 发



第五节第五节    病因病因

一、概念

1.含义：凡能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即是病因。

2.分类：六淫六淫

                            疠气疠气

                          七情内伤七情内伤

                            饮食失宜饮食失宜

                            病理产物病理产物

                            其他病因其他病因



第五节第五节    病因病因

二、内容

1.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热)六种外

感病邪的统称。淫，有太过和浸淫之意。

2.致病特点：外感；地域；季节；相兼；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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