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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C_BB_E5_8A_A9_E7_c22_15348.htm “藏象”二字，首见

于《素问六节藏象论》。藏指藏于体内的内脏，象指表现于

外的生理、病理现象。藏象包括各个内脏实体及其生理活动

和病理变化表现于外的各种征象。藏象学说是研究人体各个

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它是在历

代医家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在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下，概

括总结而成的，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以脏腑为基础。脏腑是内脏的总称，按照生理功能特点，

分为五脏、六腑和奇恒之腑；以五脏为中心，一脏一腑，一

阴一阳为表里，由经络相互络属。为五脏，即心、肝、脾、

肺、肾，其共同特点是能贮藏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须的各种精

微物质，如精、气、血、津液等；六腑，即胆、胃、小肠、

大肠、膀胱、三焦，其共同生理特点是主管饮食物的受纳、

传导、变化和排泄糟粕；奇恒之腑，即脑、髓、骨、脉、胆

、女子胞（子宫），其共同特点是它们同是一类相对密闭的

组织器官，却不与水谷直接接触，即似腑非腑；但具有类似

于五脏贮藏精气的作用，即似脏非脏。 藏象学说的形成，主

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古代的解剖知识。如《灵枢经水

》中说：“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

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

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二是长期对人体生理

、病理现象的观察。例如因皮肤受凉而感冒，会出现鼻塞、

流涕、咳嗽等症状，因而认识到皮毛、鼻窍和肺之间存在着



密切联系。三是长期医疗经验的总结。如从一些补肾药能加

速骨折愈合的认识中产生了“肾主骨”之说。 藏象学说是一

种独特的生理病理学理论体系。其中脏腑不单纯是一个解剖

学的概念，更重要的则是概括了人体某一系统的生理和病理

学概念。心、肺、脾、肝、肾等脏腑名称，虽与现代人体解

剖学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在生理或病理的含义中，却不完全

相同。一般来讲，中医藏象学说中一个脏腑的生理功能，可

能包含着现代解剖生理学中的几个脏器的生理功能；而现代

解剖生理学中的一个脏器的生理功能，亦可能分散在藏象学

说的某几个脏腑的生理功能之中。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之间密切联系，它们不仅在生理功

能上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为用，而且以经络为联系通

道，相互传递各种信息，在气血津液环周于全身的情况下，

形成一个非常协调和统一的整体。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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