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端项目中心

1.整体观念：完整性 ：人自身

统一性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2.辨证论治：证：即证候=病机（本质、内涵）

（1）同病异治的本质：证候/病机不同

（2）异病同治的本质：证候/病机相同

3.症：症状和体征，人体对疾病的反应的表象。

病：疾病。病理变化的全过程

证：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个阶段的病理概括。

能反映疾病本质的是：证候。

补中益气汤之升阳药：黄芪、升麻、葛根、柴胡。

1.概念：核心词：相互对立、关联

有形属阴，无形为阳（联想气血，气属阳，血属阴）

2. 阴阳的属性：

（1）相对性：

（2）可分性（昼夜、五脏、四季分阴阳）：比如：脾为阴中至阴；冬天为阴中之阴，

春天为阴中之阳，夏天为阳中之阳，秋天为阳中至阴；前半夜阴中之阴，后半夜阴中之阳；

水火阴阳征兆，左右阴阳之道路。

（3）可转化

3.基本内容：

阴阳一体观

对立制约（阴平阳秘动态平衡）：寒者热之，热者寒之；

互根互用（谁也离不开谁）：阴在内，阳之守也....；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孤阴不

生，独阳不长；无阳则阴无以化...

交感互藏（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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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在一定范围内，量变）：消长平衡：四季中：冬至阳生，夏至阴生，春分秋分

阴阳各半；一天中：子时（半夜 11 点-1 点）阳生；午时阴生

相互转化（条件：重或极，质变）

自和与平衡

4.应用：

（1）用于说明人体结构：背为阳，腹为阴。

（2）阐述病理变化

（3） 疾病诊断：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4） 指导治疗：确定治则，调整阴阳。

（5）指导养生：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5.确定治则：损其有余=实则泻之 补其不足=虚则补之

阴胜则寒：实寒—寒者热之

阳胜则热：实热—热者寒之

阴偏衰：阴虚虚热—补阴=壮水之主，以制阳光=阳病治阴（治啥补啥）-阳中求阴（求

啥补啥）

阳偏衰：阳虚虚寒—补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阴病治阳（治啥补啥）-阴中求阳（求

啥补啥）代表方：金贵肾气丸、右归丸

1.概念：五行特性；升腾（火）、生化（土）、生发（木）

五行归类：注重五音

2.五行内容

（1）相生： 生理：母子关系

异常：母病及子、子病及母、

（2）相克：生理：所胜及所不胜

病理：相乘（过克）、相侮（反克）

（3）五行生克制化：相生相克之间的平衡。

3.应用

（1）阐述五脏疾病传变：见肝之病，知肝传脾。

（2）诊断：判断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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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明五脏生理特点

5.根据五行确定治法

（1）根据相生：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左金丸：6 黄连：1 吴茱萸）

滋水涵木（肝肾阴虚，肝阳上亢）、培土生金（脾肺气虚）、金水相生（肺肾阴虚）、益

火补土（火为肾火，脾肾阳虚）

（2）根据相克：抑强，扶弱

抑木扶土、培土制水、佐金平木、泻南补北（泻心火，补肾水）

以五脏为中心

1.藏象：五脏—化生和贮藏精气—藏精气，藏而不泻—满而不能实-多虚症 宜补

六腑—受盛和传化水谷—传化物，泻而不实—实而不能满 -多实证 宜泻 -有虚实更

替特点

奇恒之腑—藏而不泻—形态似六腑，功能似五脏。

2. 心：功能

（1）主血脉：①运血（三要素：心气充沛、脉道通利、血液充盛） 起主要作用心脏

正常搏动

②化血

（2）主神志：血液是物质基础。

生理特点：心为阳脏主通明、心气下降

生理联系：小肠相表里，其华在面，开窍于舍，在体合脉，在液为汗（浮小麦固表止汗，

补益心气；汗出+心悸用牡蛎散），在志为喜。

其他：君主之官，阳脏、火脏，五脏六腑之大主，生之本，神之变

3.肺：功能

（1）主气：一身之气（宗气=水谷之气+自然界清气；全身气机的调节）和呼吸之气

（2）主行水（人的水液代谢与肺脾肾相关）=通调水道（水之上源为肺，水之下源为肾）

（3）肺朝百脉，主治节

生理特性：肺为华盖（脏之长）；肺为华盖；肺气宣肃；喜润恶燥

“宣”体现：呼 ；向上向外宣发水谷精微及津液；宣发卫气；

“降”体现：吸；水谷精微和津液向下向内输布；清肃异物

肺脏体现升降出入，以下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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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联系：开窍于鼻，在液为涕，与大肠相表里，在志为悲

其他：气之本，魄之处；脏之长；娇脏；

4.脾：功能：

（1）脾主运化：先化水谷精微和津液，再运至肺。

（2）主统血

（3）脾主肌肉四肢

生理特性：升清（指的水谷精微）=脾气散精、升提脏器、喜燥恶湿、脾为孤脏。

生理联系：开窍在口，其华在唇，在体为肉，在液为涎（益智仁暖肾摄唾），在志为思

其他：仓禀之官，五味出焉；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营之居；孤脏

3. 肝：功能

（1）藏血（脾胃生成多余的血液）、调节血量、防止出血

防止出血的脏：脾和肝

（2）主疏泄：促进血液、津液运行，调畅情志，生成排泄胆汁和促进消化，生殖（与

肝肾密切相关）

调节气机最密切的两脏：肺与肝

生理特性：肝为刚脏，主升主动（肝脾主升，心肺主降）

生理联系：开窍在目，其华在爪，在体为筋，在液为泪，在志为怒

其他： 将军之官，体阴用阳，喜调达恶抑郁，罢极之本，魂之居。

“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

4. 肾：功能

（1）肾藏精 ：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肾中精气（肾阴肾阳） ：促进生长发育与生殖

（天癸：精气充盈到一定程度化生为天癸）。

（2）肾主水：肾在调节水液中起主导地位（靠肾中阳气蒸腾气化）

（3）肾主纳气

“女性：一七肾气盛，三七肾气平均”

“男性：二八肾气盛，三八肾气平均，五八肾气衰，七八肝气衰”

生理特性：主蛰（守位）；肾气上升

生理联系：开窍在耳与二阴，其华在发，在体合骨，在液为唾，在志为恐

其他： 作强之官；先天之本；封藏之本，精之处；水火之宅；阴阳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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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五脏之间的关系：

心与肝：与人的精神异常密切相关。

心与肾：水火既济，精神互用

肺与肝：气机调节密切相关

肺与肾：与呼吸运动密切相关

肝与肾：乙癸同源

心与肺：气与血

6.五脏病机：“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痛疡疮，皆属于心”

（七冲门;唇-飞门；会厌-吸门；下极-魄门）

1.胆：主决断

两重性：六腑、奇恒之腑之一

“清净之腑”“中精之腑”“中清之腑”“中正之官”

2.胃：三脘两门；太仓，水谷之海；受纳腐熟水谷，形成食靡；胃主通降；喜润恶燥

3.小肠：小肠受盛化物；泌别清浊；小肠主液；“利小便实大便理论依据：车前子”

4.大肠：传化糟粕；大肠主津；“传导之官，变化出焉”

5.三焦：主持诸气，运行津液（孤府：三焦 孤脏：脾）；有名无形；上焦如雾；中焦如沤，

下焦如渎；“决渎之官，水道出焉”

6.膀胱：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7. 脾胃之间的三种关系：纳运相得、升降相因、燥湿相济

1.脑：元神之腑

2.女子胞：与肝、心、脾、肾关系密切，与冲任二脉关系密切

又称为胞宫、胞脏、子宫、子脏（两宫两脏）

1.气：

（1）气的生成有关的是肺（生气之主）、脾（生气之源：关系最密切）、肾（生气之根）

（2）气的运动：气机（升降出入）

以升为主的脏：肝脾肾

气化的前提：气机（气的运动失常：气滞、气逆、气陷、气脱、气闭）

咨询电话：400-900-9392 5 网址：www.jinyingjie.com



高端班专属

（3）气的分类：

元气=先天之精气+后天水谷之精气不断充养；“根于肾”“通过三焦输送全身”

宗气（大气）=后天之精气（水谷之精气）+呼吸清气“积聚于胸中气海、膻中”“走

息道助呼吸、贯心脉行气血”

营气（营阴）：水谷精微中的精华部分

卫气（卫阳）：水谷精微中的剽疾滑利部分

中气：水谷精气

行于脉中

行于脉外

化生血液，营养全身

护卫肌表，防邪外侵，温

养肌肤，调节汗孔开阖

“宗气的生成与脾肺有关，宗气的盛衰影响心肺的功能”

（4）气的功能：推动、温煦、防御、固摄、中介（得气感）

2.血：血=肾精+津液+营气

血的生成与心、脾、肺、肾有关（五脏没有肝）

血的运行与心、脾、肺、肝有关（五脏没有肾）

3. 津液：（1）区别：津分布于皮肤、肌肉、孔窍和血脉中 稀 滋润

液分布于骨节、脏腑、骨髓 稠 濡养

（2）与津液的生成最密切的是：脾、胃、大肠、小肠

（3）与人体水液输布关系密切的是：肺、脾、肾、肝和三焦

（4）与人体水液代谢关系密切的是：肺、脾、肾

（5）排出形式：糟粕 小便 呼吸 汗液

4.气血关系：气为血之帅：行、生（代表方当归补血汤）、摄血（归脾汤）

血为气之母：血能养气、载气

4. 气与津液的关系：津能载气（吐下之余，定无完气）

十二经脉流注次序：肺大胃脾心小肠、膀肾包焦胆肝乡

一源三岐：任督带均起胞中，同出会阴

任脉-主妊娠 冲脉-月经 带脉-带下 阴阳跷：司眼睑开阖

1.六淫： 阳邪：风（为阳邪，其性开泄；易袭阳位；善行数变；主动；百病之长：）

暑 夏至以后，立秋之前；季节性最明显，只能外感，无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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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邪，其性 ；性升散，易伤津耗气；易夹湿）

燥 温燥、凉燥（干涩，易伤津液；伤肺）只伤津液

火 （阳邪，其性 ；生风动血；伤津耗气；扰神、生疮疡）

阴邪：寒（阴邪，易伤阳气；气血凝滞；收引）易致疼痛

湿（阻碍气机：痞；伤阳气；粘滞；重浊；趋下易袭阴位）伤脾

2.疠气

疠气特点：发病急骤，病情危笃；

传染性强，易于流行；

一气一病，症状相似。

3.七情内伤

（1）直接伤内脏，七情最伤心肝脾

（2）影响脏腑气机——怒则气上（肝气）、喜则气缓（心神）、悲则气消（肺气）、

思则气结（脾气）、恐则气下（肾气）、惊则气乱（心气）

5. 饮食适宜

饮食偏嗜-五味偏嗜：

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

多食苦，则皮稿而毛拔

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

多食酸，则肉胝皱而唇揭

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

5.劳逸过度

过劳—劳则气耗

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视伤血

过逸—久卧伤气，久坐伤肉

6.痰饮（津液代谢障碍）

稠浊为痰，清稀为饮

痰有无形之痰—瘰疬、痰核、脏腑经络中痰

有形之痰—神志异常病症、半身不遂、梅核气

痰饮致病特点：阻滞气血运行、蒙蔽神明、致病变化多端、影响水液代谢（腻苔滑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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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瘀血

形成原因：气 2 个+血 3 个=气虚、气滞、血寒、血热、出血

致病特点：（1）疼痛的特点有 4 个=刺痛、部位固定、拒按、夜间疼痛

（2）肿块

（3）出血：颜色紫暗

（4）青紫色，脉细涩

1.发病原理

正气不足是内因，决定因素

重要条件是邪气（有条件，即选邪气）

邪正交争盛衰-决定发病与否

1.邪正盛衰

实证：邪气盛

虚证：正气虚

虚实夹杂：真虚假实证“至虚有盛候”（如：气血不足导致闭经、脾虚导致腹胀）：塞因塞

用

真实假虚证“大实有嬴状”（如：瘀血导致的崩漏、热结旁流证）：通因通用

2.阴阳失调

阴阳互损——原因：阴阳互根

表现：阳损及阴，阴损及阳

阴阳格拒——阴盛格阳—真寒假热—热因热用（反治法）

阳盛格阴—真热假寒—寒因寒用（反治法）

3.内生五邪

内风与肝关系密切

内湿与脾关系密切

内寒常见的原因是脾肾阳虚

内燥最常出现在肺、胃、大肠各种

内热：阳盛、阴虚、邪郁化火、五志过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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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未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2.正治=逆治：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药性和病性相逆）

反治=从治：四大假证的治法

热因热用：真寒假热

寒因寒用：真热假寒

塞因塞用（血虚经闭、肾虚尿少癃闭、脾虚腹胀、虚证便秘）、

通因通用（食积泄泻、热结旁流、淤血崩漏、膀胱湿热所致尿频尿急）

3.缓则治本：肺痨

急则治标：腹水、失血、臌胀

标本兼治：虚人感冒

4.调整阴阳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

5.三因制宜

因时制宜—用寒远寒，用热远热（远：斟酌用量）

因地制宜—地势、水土、生活习惯

因人制宜—根据年龄、性别、体质

“其高者因而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

养生方法：顺应自然、形神共养、饮食有节、劳逸结合、和于术数

养生原则：顺应自然、形神共养、调养脾肾、因人而异

决定寿夭基本因素：脏腑功能协调、肾精肾气充盛、与天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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