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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腑病机学说的源流 脏腑病机，是指疾病在其发生、发展和

变化过程中，脏腑正常生理功能产生失调的内在机理。任何

疾病的发生，无论是由外邪所引起，还是由内伤所导致，都

势必造成病体脏腑生理功能活动的紊乱以及脏腑阴阳、气血

的失调。因此，根据脏腑的不同生理功能来分析和归纳其病

理状态的发生发展规律，就成为中医病机学和临床辨证学的

主要依据脏腑病机理论，首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

十九条。 张仲景著《金匮要略》，首篇《脏腑经络先后病脉

证》即以脏腑病机论点作为总论，并将腑腑病机学说贯注于

全书各病之专论中去，以在络、在经、入腑、入脏而分析其

病变的发生发展规律，在其很多篇章中亦多以五脏之功能失

常来分类和归纳临床病证，进行辨证论治，并阐发了《难经

七十七难》“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

，无令得受肝之邪”的著名论点，结合其临床实际，论述了

脏腑虚实及其病证传变规律。 华佗著《中藏经》，载有《五

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之法》，从辨证的角度来论述脏腑

病机，分析其脏腑病证的发展与转归，对后世脏腑病机学说

之研究亦有较大影响。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则以五脏

为纲总结儿科疾病的辨证方法。宋金时期的张元素，著有《

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系统地归纳了药物的归经、补

泻作用与脏腑喜恶之关系，从而使脏腑病机理论与临床证治

有机地结合起来。李东垣著《脾胃论》，提出“脾胃为元气



之本”，“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诸病之所由生

也”的内伤病机论点，为后世五脏病机之探讨尤以脾肾为主

兼及肝肺的一派学术观点打下了基础。陈自明著《妇人良方

》，则以脏腑经络病机为纲来论述妇产科疾病之发病原理，

从而继承和发展了《内经》的脏腑病机理论。 朱丹溪著《格

致余论》，对心肝肾之病理生理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阳

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著名论点。 其他如薛己著《内科撮要

》，以脾胃肾命病机为主来论述内科病证；赵献可之《医贯

》，独重于肾水、命火病机之阐发；李中梓的《医宗必读》

，倡先天后天根本论；张介宾著《景岳全书》对肾阳肾阴病

机之卓越论述；绮石著《理虚元鉴》，对虚劳病机之阐发；

王泰林之《西溪书屋夜话录》，对肝脏病机之专论等，无不

对脏腑病机学说各有阐发，确能启迪后世对脏腑病机理论之

研讨。 清代医家唐容川之《血证论》，著有《脏腑病机论》

专篇，可谓脏腑病机学说之总结，不仅探讨了各脏腑病机与

血证的关系，而且从各脏腑之主气、经脉、部位及特征等方

面，论述各脏腑的常见病证及其病理变化；从而将五脏六腑

的生理功能、生理特性，与其病证反映、病变机理联系起来

进行研究，实践证明，这是中医病机学说整理提高的较好途

径。 总之，古代医家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宝贵的病机资料，为

我们系统整理中医病机学说的层次和结构，阐释其理论内容

和规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保证。 脏腑病机，主要即是指

脏腑阴阳、气血的失调，从而导致各脏腑生理功能的太过或

不及，以及各脏腑生理功能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失调。主要

包括五脏病机、六腑病机、奇恒之腑病机、脏腑病机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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