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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医学领域，不仅促进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而且对于

阐释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和病理现象，并指导临床之

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归属人体组织结构，反映内外环

境统一 中医学运用了五行类比联系的方法，根据脏腑组织的

性能及特点，将人体的组织结构分属于五行的系统，从而形

成了以五脏为中心，配合以六腑，主持五体，开窍于五官九

窍，外荣于体表的脏腑组织功能系统，从而为脏象学说的系

统化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医学根据“天人相应”的观点，

同样运用了事物属性的五行归类方法，将自然界的有关事物

或现象也进行了归属，并与人体脏腑组织结构的五行属性联

系起来。如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等与自然界中的

五方、五季、五味、五色等相联系，这样就把人与自然环境

统一起来，从而反映了人体内外环境之间的相互收受通应关

系。故《素问六节脏象论》说：肝“通于春气”、心“通于

夏气”、肺“通于秋气”、肾“通于冬气”，《素问脏气法

时论》则说：“脾主长夏”。例如春应于东方，春天风气主

令，故气候温和，阳气生发，万物滋荣，人体之肝气与之相

应，故肝气旺于春。所以《素问直解》进一步说：“随天之

五气，地之五行，人之五脏，而应象者也，故为苍、为角、

为呼、为握、为目、为酸、为怒，惟东方风木之肝为然耳。

” 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概括脏腑病变的某些发

病和传变规律 用于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1. 说明五脏的生理



功能：中医学根据五行之特性，用以说明五脏的某些生理特

性和功能作用。 2. 说明五脏之间的相互关系：五脏的功能活

动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着的。五脏的五行归属，不仅

阐明了五脏的功能特性，而且还运用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论，

来说明脏腑生理功能的内在联系，即五脏之间既有相互资生

的关系，又有相互制约的关系。 （1）五脏相互资生的关系

。 （2）五脏相互制约的关系： 总之，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

，说明每一脏在功能上都有他脏的资助，因而本脏不至于虚

损；又有他脏的制约，因而亦使其不致过亢；若本脏之气过

盛，则有他脏之气制约之，而本脏之气虚损，则又有他脏之

气以滋养之。可见，通过此种生克关系，即把脏腑紧密地联

结成一个整体，从而维持了人体内环境的统一。此外，关于

人体与外界环境，诸如四时、五气，以及饮食五味等的关系

，中医学亦是用五行的规律来加以说明的。 概括脏腑病变的

某些发病和传变规律 1. 关于疾病的发生：由于五脏外应五时

，故四时六气的发病规律，一般是主时之脏首先受邪而发病

。如春季肝先受邪，夏季心先受邪，长夏脾先受邪，秋季肺

先受邪，冬季肾先受邪，此即主时之脏受邪发病的一般规律

。 但是，有时亦可导致“所胜”或“所不胜”之脏受病。如

气候失常，时令未至而气先至，则属太过；时令已至而气未

至，则属不及。 太过之气的发病规律是不仅可以侮其所不胜

之脏，而且还可以乘袭其所胜之脏，同时，即使是我生之脏

亦有发病之可能。 不及之气的发病规律，则不仅是所胜之脏

妄行而反侮，所不胜之脏乘袭而发病，同时，即使是生我之

脏亦因受累而有发病之可能。这是根据五行生克乘侮规律而

推论的。此种发病情况的推测，虽不能完全符合临床发病的



客观规律，但却说明了疾病的发生，确实受着自然界气候变

化的影响。 2. 关于疾病的传变：脏腑病变的相互影响，谓之

“传变”，即本脏之病可以传至他脏，或他脏之病可以传至

本脏。从五行规律来说，病理上的传变主要是应用五行相生

的母子关系，以及五行相克的乘侮关系，来说明脏腑间疾病

相互影响的传变规律。 （1）母子关系传变：即根据相生关

系进行传变。包括“母病及子”和“子病犯母”两种情况。 

（2）乘侮关系传变：主要包括“相乘传变”和“相侮传变”

两种情况。 应当指出，五行母子或乘侮之病理传变，在临床

上并不是必定要发生的，此种传变发生与否，与脏气虚实、

病邪性质，以及护理、治疗等多方面因素或条件有关，一般

来讲，脏气虚则传，脏气不虚则不传或难以传变，对此应灵

活看待，不能机械理解。正如《素问玉机真脏论》所说：“

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即说明，

在《内经》的时代已认识到对于疾病的传变，尤其是急性病

的发作，不能受五行生克乘侮规律所束缚，应从实际情况出

发，真正把握住疾病的传变规律，方能有效地为防病治病服

务。伤寒学说的“六经传变”和温病学说的“卫气营血传变

”则正是从广泛的临床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具有实用价值的

传变规律。 用于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l.用于诊断：人体本

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部脏腑有病可以反映于机体的体表

，故《灵枢本脏》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

矣。”一般来说，人体内脏的病变或其相互关系的异常，皆

可从其色泽、声音、形态、口味、脉象、舌苔等方面反映出

来。故《难经六十一难》说：“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

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



，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脉而知之者，诊

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 可以看出

，正是由于对五脏与五色、五官、五味、五音等进行了五行

分类归属，作了一定的联系，这种五脏系统的层次结构，即

为临床诊察疾病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临床实际运用时，我们

即可以综合四诊材料，再根据五行之所属及其生克乘侮规律

来推断病情。 一般说来，中医诊病很重视色诊与脉诊的结合

应用，且能从客观上大致反映出疾病的状况，但是，欲从色

脉来判断病情的发展趋势，则又必须根据五行生克规律来进

行推测。《医宗金鉴四诊心法》指出：“色脉相合，⋯⋯。

已见其色，不得其脉，得克则死，得生则生。” 2.用于治疗

：主要在于控制疾病的传变和确定治则治法。 （1）控制疾

病的传变：疾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人体的脏腑阴阳气血功能

失调所致，而脏腑组织的功能失调，也必然反映于内脏生克

制化关系的失常。疾病的传变，亦常是一脏受病而波及他脏

，或他脏受病而传其本脏。因此，在治疗时，除对所病本脏

进行适当处理外，特别应考虑到与有关脏腑的传变关系，并

应根据五行学说的生克乘侮规律，来调整其太过或不及，以

控制其疾病的传变，使之恢复其正常的功能活动。 例如肝脏

有病，则应先强健脾胃，以防其传变。脾胃不伤，则疾病不

传，且易于痊愈。故《难经七十七难》说：“见肝之病，则

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实脾气。”这种病在本脏，治在他脏的

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疗学中的整体观点。 然而，疾病的

传变与否，还取决于脏腑的机能状态。即五脏虚则传，实则

不传。故《金匮要略》又指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

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即是此意。 总之，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既要掌握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传变规

律，并根据其生克乘侮规律及早控制其传变，防患于未然。

又要根据其具体病情而进行辨证论治，因此不能把五行的某

些关系当作刻板的公式而机械地运用，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灵活对待。 （2）确定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主要是根

据相生或相克规律，来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主要有

如下几方面： 一是根据相生规律确定治疗原则：多用于母病

及子或子病犯母（即子盗母气）等证候。《难经六十六难》

说：“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故其基本治疗原则，即

是补母或泻子。 此外，运用相生规律来进行治疗，除母病及

子或子病犯母可采用补母或泻子进行治疗外，若系单纯的子

病虚证除补虚外，亦可运用母子关系，兼顾补其母以加强其

相生力量，从而有助于子脏虚证之恢复。 根据五行相生规律

而确立的治疗方法，临床常用者，主要有滋水涵木法、金水

相生法、培土生金法这三种。 二是根据相克规律确定治疗原

则：临床上多用于因为相克关系紊乱而出现的乘侮病证。主

要有相克太过、相克不及和反克（即相侮）之不同，其主要

机理则是应用抑强或扶弱方法，并侧重于制伏其强盛，从而

使弱者易于恢复。此外，在必要的时候，亦可在其强盛之一

方尚未发生相乘传变时，利用其相克规律，预先加强其被克

者的力量，从而防止病情的发展。 根据五行相克规律确定的

治疗方法，临床常用者有抑木扶土法、培土制水法、佐金平

木法、泻南补北法这四种。 应当指出，肾为水火之脏，肾阴

虚亦能使相火偏亢或妄动，从而出现性机能亢奋，可见梦遗

、耳鸣、喉痛、咽干等症。此属肾脏本身之阴阳偏盛、偏衰

，不能与五脏相互关系之水不制火混为一谈。 此外，在针灸



疗法中，五行生克关系的应用亦有其重要的意义。百考试题

网站医师,整理针灸医家将手足十二经四肢末端的穴位分属于

五行，即井、荣、俞、经、合五种穴位，分属于木、火、土

、金、水，临床上即可根据不同的病情，运用五行生克乘侮

规律而选择穴位，进行治疗。 同样，五行的生克关系，对于

精神疗法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精神疗法主要适用情志失调

病证。情志生于五脏，五脏之间有着生克关系，所以情志之

间也存在着这种关系。正是由于在生理上人的情志变化有着

相互抑制的作用，而在病理上和内脏亦有着密切关系，故在

临床上即可以运用情志的相互制约关系来达到调整情志治疗

疾病的目的。 其他，关于药物的五色、五味入五脏，如色白

入肺，味酸入肝等，亦是五行理论在药物归经方面的应用，

虽不能生搬硬套，但亦有一定的临床意义。"#F8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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