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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BB_E5_9F_BA_E7_c22_511941.htm 阴阳转化，是指事

物或现象的阴阳属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其对立面转

化。这种阴阳相互转化，亦是阴阳运动的另一种基本形式。

当阴阳两方面的消长运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其消长变化达

到一定的阈值，就可能导致阴阳属性的变化，即阴可以转化

为阳，阳也可以转化为阴。因此，阴阳的转化一般都出现于

事物发展变化的“物极”阶段，即所谓“物极必反”。如果

说，在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阴阳的消长是一个量变的过

程的话，则阴阳的转化往往表现为量变基础上的质变。阴阳

的转化，既可以突变的形式发生，但大多数情况则有一个由

量变到质变的渐变发展过程。 事物或现象阴阳对立双方之所

以能够相互转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阴阳对立双方共处于一

个统一体中，其本身已经相互倚伏着向其对立方面转化的因

素。《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

则变作矣”。 阴阳的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方能发生。

《灵枢论疾诊尺》说：“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

重阳必阴，故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甚则寒，故

曰：寒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则说：“寒极生热，热极生寒。”《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亦说：“动复则静，阳极反阴。”应当指出，所谓的“重

”、“甚”、“极”，即是指发展到了极限或顶点，具备了

促进转化的条件，或达到了一定的阶段。也就是说，阴阳有

了“重”这个条件即可以相互转化，寒热到了“极”这个阶



段即会互相转化。可以看出，在这些转化过程中，条件是必

不可少的，没有一定的条件，事物不发展到“重”或“极”

的程度，即不会出现转化。但究竟是何具体条件或阶段，则

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例如，就四季气候变迁来看，由春

温发展到夏热之极点，即可逐渐向寒凉转化；而从秋凉发展

到冬寒之极点，则亦会逐渐向温热转化。此即四季气候“阴

阳转化”的规律。它如昼夜的更迭、自然界云雨的变化等，

亦莫不如是，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说：“升已而降，

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

气上升，气腾于天。”即是从天地之气的升降来说明阴阳的

转化。 就生理活动而言，其抑制过程和兴奋过程亦是相互转

化的，抑制属阴，兴奋属阳，故也体现了阴阳转化的规律。

又如机体物质与功能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亦即是阴阳的转

化过程。在此过程中，营养物质（阴）不断地转化为功能活

动（阳），而功能活动（阳）又不断地转化为营养物质（阴

）。百考试题网站医师,整理实际上，在生命活动中，物质与

功能之间的代谢过程，其本身就是阴阳消长和转化的统，即

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只不过在正常生理条件下，其阴阳转化

的条件，不像反常情况下的“重”或“极”那样突然或明显

罢了。 就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而言，由阳转阴或由阴转阳

的证候变化，则更为常见。 此外，临床常见病证的由实转虚

、由虚转实、由表入里、由里出表等病证变化，都是阴阳转

化的例证。应当指出，这些病证的转化，主要是由于机体抗

病能力的强弱、病邪性质的差异、治疗方法的当否，以及抢

救及时与否等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导致病情的寒热、虚实、

表里等发生转化。所以，阴阳的转化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



的，不具备内部或外在的一定的条件，其阴阳的属性就不会

转化。 可以看出，阴阳的消长（量变）和转化（质变）是事

物发展变化全过程的密不可分的两个阶段，阴阳的消长是其

转化的前提，而阴阳的转化，则是其消长运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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