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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2021_2022_2010_E5_B9_B4

_E4_B8_AD_c21_1283.htm 古人为了探求人体生命的奥秘及生

命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先后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观察方法

，即直接观察法和整体观察法。 直接观察法，就是采用解剖

方法直接观察人体。早在原始公社时代，人们通过宰杀动物

和战争中掠来的俘虏，对动物和人体内部器官有了最早的观

察和了解。这是解剖学的起始，也是人类认识自身的开端。

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以及治疗疾患的需要，人们对人体内脏

的观察逐渐变为比较自觉的认识活动，并把解剖尸体作为认

识人体的一条重要途径，如《灵枢经水》就有“其死可解剖

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

之清浊⋯⋯皆有大数”的记载。通过尸体解剖，人们不但了

解了某些脏器的形态，而且还认识了它们的某些功能。如通

过对整个消化道的解剖观察，不但了解了整个消化道的长度

、容量食道与肠道的长度比为1:35（现代解剖为1:37），胃容

纳水谷三斗五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胃肠道的消化功

能及其对机体生命活动的意义。在解剖方法的帮助下，《内

经》提出了“心主血脉”的见解，认识到血流全身，全赖心

脏的搏动。另外，通过解剖还发现了肺、脾、肝、肾、膀胱

、胆、脑、女子胞等脏器及其各自所处的位置、相互连接的

情况和与外在器官的联系，如认识到肺主呼吸，外通于喉、

鼻等。 尽管我国当时的解剖知识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只靠直

观的解剖方法得到的知识，显然远不能解释当时医疗实践积



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也不可能对更为复杂的生命现象如思维

、情绪等作出明确的说明。人们只得寻找另外的方法认识人

体，这就是整体观察法。 整体观察法，是把活着的人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观察，通过分析人体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外界刺

激的不同反应，结合已有的解剖知识，并运用阴阳五行理论

进行推理，从而认识人体生理病理规律的一种方法。 人体是

一个内外统一的整体，体内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可反映于外

，而观察人体外在的生理病理征象，必然可以推知体内脏腑

的变化。人们通过长期的临床观察，逐渐认识到每一类疾病

发作时，总有大致相同的一组症状同时出现，而这一组症状

与人体外表的一定部位和器官相联系，又与人体内脏的一定

生理功能被破坏有关。在治疗时，又可观察到某类药物或某

组穴位对某一组症状有较特异的疗效，逐渐摸索出规律性。

如出现气喘、鼻塞、咳嗽、胸闷等症状，是由于呼吸功能失

常所致，而肺司呼吸，故这类病症属肺的功能失常所致。用

一组特定穴位（如少商、鱼际等）或辛味药（如麻黄、桂枝

等）来治疗，就可取得较好的疗效。如此经过无数次的反复

实验，便得出了“五脏分证”的规律，如《素问藏气法时论

》所说“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心病者

，胸中痛⋯⋯；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肺病者，喘

咳逆气，肩背痛⋯⋯；肾病者，腹大胫肿⋯⋯”。所谓“五

脏分证”，实际上就是把某一组在某一定部位和器官出现的

特定症状，归结为五脏中某一脏的功能失调，把活的机体外

部呈现的生理病理征象与内部的脏器统一起来。在治疗时，

调理这一脏的生理功能，就能治愈疾病，提高医疗效果。随

着认识的深入，人们在研究外部征象与内在脏器统一关系的



同时，又研究了各脏器之间的关系，对各个脏器之间的联系

又有了更多的认识。经过无数次的观察和反复验证，到了《

内经》时代，终于总结出一套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理论。 来

源：考试大 古人在砭刺治病过程中，逐渐发现了针感传导路

线。这是建立经络学说的主要依据。随着古人对针感方向和

循行路线的总体观察及藏象理论的确立，人们便认为脏腑之

间、脏腑与体表组织官窍之间必有一定的联系通道，于是把

已发现的砭刺传感路线与内在脏腑一一联系，构成了十二经

脉的循行。其后，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关于奇经八脉、十

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十五别络的认识也先后产生

，经络学说便逐渐形成。经络学说的形成，对认识脏腑之间

、脏腑与体表体组织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加

深了对人体自身整体性的认识。 www.Ｅxamda.CoM 藏象与经

络学说几乎是完全依靠整体观察机体各部分的生理病理联系

而建立起来的。这种通过观察分析外在的生理病理征象及经

络感传路线来研究脏腑、经络的生理功能及其相互联系而建

立起来的藏象学说与经络学说，尽管有古代的解剖知识为其

提供了形态学基础，无疑与西医通过现代解剖分析方法建立

起来的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有着根本的区别。 来源

：www.examda.com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生产力

的提高，人们对四时气候变化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在采用以

人为中心的整体观察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到四时气候的变化

，不但对自然界万物的生长变化有影响，而且对人的生理活

动和病理变化也有一定影响。如《周礼》记载：“春时有首

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咳嗽上气疾。”

说明此时已认识到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体发病的关系。马王



堆汉墓出土竹简《十问》说：“食气（呼吸）有禁，春避浊

阳，夏避汤风，秋避霜雾，冬避凌阴”。说明人要“法于四

时”以养生。自然界气候变化剧烈，或非其时而有其气，超

过了人的适应能力，则成为致病因素，于是产生了六气（淫

）致病说。人们还认识到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有时可成为

某些疾病发生的原因，于是便产生了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及人

与社会相统一的观点。这种对人体本身的整体性认识和对人

与自然、社会相统一的认识，则构成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的建立，加深了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宏观认识，使人

们从宏观上把握了人的生命活动规律和疾病的发生及病理变

化规律，因而被奉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 更多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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