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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广泛应用于中医学的各个方面，主要是用以说明人

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临床的诊断和

治疗用药。兹分述如下： 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 阴阳学说在阐

释人体的组织结构时，认为人体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

，其一切组织结构既彼此相互联系，密切合作，又可划分为

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部分，并运用阴阳对立制约的关系进行具

体分析。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人生有形，不离

阴阳。” 1. 部位与结构的阴阳属性：就人体的部位与组织结

构来说，则外为阳，内为阴；背为阳，腹为阴；头部为阳，

足部为阴；体表为阳，内脏为阴。体表中之皮肤为阳，肌肉

筋骨为阴；脏腑中六腑为阳，五脏为阴；五脏之中心肝为阳

，肺脾肾为阴。而具体到每一个脏腑，则又有阴阳可分，如

心有心阳、心阴；肾有肾阳、肾阴；胃有胃阳、胃阴等。这

些阴阳属性的划分，主要是由脏腑组织所在的位置、生理功

能特点等所决定的。 2. 气血津液的阴阳属性：气血津液是构

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就气与血来讲，则

气为阳，血为阴；在气中，则卫气为阳，营气为阴。这些划

分，即是根据气是无形的物质，有推动、温煦的生理作用；

血是有形的液态物质，有滋养、濡润的生理作用等而定的。

至于津液，则津清稀而薄，故属阳；液则稠厚而浊，故属阴

。同样也是根据其性态而定。 3. 经络循行的阴阳属性：就经

络系统循行部位来说，则循行于人体四肢外侧及背部者属阳



（如手足三阳经），而循行于人体四肢内侧及腹部者则多属

阴（如手足三阴经），只有足阳明胃经循行于腹部。 4. 组织

结构阴阳属性的相对性：人体各部位、各种组织结构、各脏

腑之阴阳属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们常根据一定条

件的改变而改变。如以胸背关系来说，则背属阳，胸属阴；

若以胸腹上下关系来讲，则胸又属阳，腹则属阴。同样，五

脏阴阳属性，若以上下来分，则心肺在上属阳，心为阳中之

阳脏，肺为阳中之阴脏；肝脾肾在下属阴，肝为阴中之阳脏

，肾为阴中之阴脏，脾亦为阴中之阴脏（又称“至阴”）。

脾属太阴，太阴为三阴之始，故脾为至阴。 总之，人体的上

下、内外、表里、组织结构之间，以及每一组织器官本身，

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而人体部位、组织、结构、器

官的属阴、属阳，只是其相对属性的一般归类而已。 说明人

体的生理功能 中医学认为，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是机体阴

阳两方面对立统一协调平衡的结果。人体的生理功能，亦是

用阴阳学说来加以概括和说明的。主要表现为机体防御邪气

侵袭的整体卫外机能，以及脏腑组织的功能活动等方面。 1. 

体现在机体的防御功能方面：阳气在外，具有保护机体内部

组织器官的卫外机能。百考试题网站医师,整理阴精在内，是

阳气的物质基础，并为阳气不断地储备和提供能量补充。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

阴之使也。”《素问生气通天论》亦说：“阴者，藏精而起

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 2. 体现在脏腑功能活动方面

：一般来说，五脏主藏精气为阴，六腑能消化、传导饮食水

谷为阳。而每一脏腑中又各有阴阳，凡属功能活动则属阳，

而产生这些功能活动的脏器和精气则属阴。 此外，中医学亦



用阴阳关系来阐述具体的生理过程。 3. 阴阳相对平衡的生理

意义：中医学对于生理上的阴阳关系，主要强调其相互协调

和平衡。故《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若阴阳失去平衡，出现偏盛偏衰则为病理状态，而一旦

阴阳不能相互依附、相互为用而分离，则“阴阳离决，精气

乃绝”，其生命活动也就因此而告终。可以看出，中医学是

从整体、系统水平来阐述人体的生理功能的，认为人体正常

的生命活动，正是由于阴阳两个方面保持着对立统一的协调

关系，并处于相对的动态平衡状态的结果。天人相应，是指

人体的脏腑经络功能活动与自然界四时气候的变化相互适应

而言，而中医学这种人与自然相应的理论，亦是建立在自然

界的阴阳消长运动与人体的阴阳消长活动相互适应的基础之

上的。 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 1. 人体的基本病理变化是阴阳失

调：中医病机学认为，疾病的发生是人体的阴阳关系由于某

种因素的影响失去相对的平衡协调，从而出现偏盛偏衰的结

果，疾病的发生，关系到邪、正两方面。正气与邪气，以及

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的关系，都可以用阴阳来加以概括

说明，病邪有阴邪、阳邪之分，正气则包括阴精与阳气两部

分。所以，病理上的阴阳失调，多表现为某一方面的偏盛偏

衰。且一方面之异常，亦必影响及另一方面。一般来讲，外

感邪盛多使机体阴阳某一方面偏亢，而使另一方面受损；内

伤体衰则可导致机体某一方面不足，使之低于正常水平，从

而形成另一方面的相对偏亢，因此，尽管疾病的变化错综复

杂，但就其阴阳状态来说，不外阳盛、阴盛、阳虚、阴虚等

四大类病变。 2. 阴阳盛衰的病理表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指出“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调经论》亦说：“



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 3. 

阴阳互损及转化在病理上之体现：中医病机学认为，在疾病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机体阴精阳气任何一方虚损到一定的

程度，亦常导致对方之不足，即所谓“阳损及阴”或“阴损

及阳”，最后都能导致“阴阳两虚”，气血双亏，此即慢性

虚性病证常见的病理发展过程。至于阴阳转化在疾病证候上

之反映，诸如实热证转化为虚寒证；阴寒证转化成阳热证等

，都是常见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用于临床诊法辨证 1. 

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临床疾病，根据其证候反映，可以概

括为阴证和阳证两大类。临床的病证反映尽管错综复杂，但

是对于疾病的诊察，则可以根据阴阳变化的规律来加以分析

、归纳和判断，以此来认识和探讨疾病的本质。故《素问阴

阳应象大论》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说明

中医学的望、闻、问、切四诊方法，首当辨别阴阳。 2. 阴阳

为辨证之总纲：所谓辨证，即是把通过四诊所获得的多种多

样的症状、体征及病情资料，进行客观地分析与判断，从而

对疾病的原因、病位、病性、邪正关系等得出正确的认识，

判断为某种病证的一种诊断方法。中医的诊断学以阴阳作为

辨证的纲领，以分辨和判断疾病的表里、寒热或虚实。故凡

表证、实证、热证都属阳证；凡属里证、虚证、寒证都属阴

证。所以，临床病证虽然千变万化，总不出阴阳两纲的范围

。 指导临床治疗用药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

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即是说，由于阴阳失调是疾病发生

、发展的基本病机，因此，调理阴阳，补偏救弊，创造条件

，使其失调的阴阳关系向着协调的方面转化，在新的基础上

，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即是中医临床治疗的基本原则。 由



于疾病表现不一，本质不同，故其治疗方法亦多种多样，中

医临床根据协调阴阳的精神，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

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以及“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等众多的治疗法则。 总之，治疗的基本原则，就是有余

者泻，不足者补，从而使阴阳的偏盛偏衰得以纠正，使之在

新的基础上达到恢复阴阳相对平衡之目的。 同样，在归纳药

物的性味功能上，阴阳亦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可作为指导临

床用药的依据。药物的四气、五味，以及升降浮沉等一般性

能，都具有阴阳的不同属性。所以，临床用药必须注意病证

阴阳与药物阴阳之关系，正确运用药物的阴阳性能，以改善

或调整机体失调的阴阳关系，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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