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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22_652288.htm 中医发病学非常重视正气在邪

正斗争中的主导作用！ 中医发病学非常重视正气在邪正斗争

中的主导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若人体脏腑功能正常，气血

充盈，卫外固密，常足以抗御邪气的侵袭，病邪便难以侵入

，即使邪气侵人，亦能驱邪外出。因此，一般不易发病，即

使发病也较轻浅易愈。当正气不足时，或邪气的致病能力超

过正气的抗病能力的限度时，邪正之间的力量对比表现为邪

盛正衰，正气无力抗邪，感邪后又不能及时驱邪外出，更无

力尽快修复病邪对机体造成的损伤，及时调节紊乱的机能活

动，于是发生疾病。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

评热病论》），“凡风寒感人，由皮毛而人；瘟疫感人，由

口鼻而人。总由正气适逢亏欠，邪气方能干犯”（《医论三

十篇》）。因此，在病邪侵入之后，机体是否发病了一般是

由正气盛衰所决定的。正能抗邪，正盛邪却，则不发病；正

不敌邪，正虚邪侵，则发病。人体正虚的程度各不相同，因

而形成疾病的严重程度不一。一般而言，人感受邪气而生病

，多是摄生不当，机体的抵抗力一时性下降，给邪气以可乘

之机。邪气侵入以后，人体正气也能奋起抗邪，但在邪气尚

未被祛除之前，生理功能已经受到破坏，所以会有相应的临

床症状，从而说明某一性质的疾病已经形成。但是，素体虚

弱的病人，往往要待邪气侵入到一定的深度以后，正气才能

被激发。因此，其病位较深，病情较重。“邪乘虚人，一分

虚则感一分邪以凑之，十分虚则感十分邪”（《医原纪略》



）。在一般情况下，正虚的程度与感邪为病的轻重是相一致

的。 邪气侵入人体以后，究竟停留于何处而为病，这取决于

人体各部分正气之强弱。一般说来，人体哪一部分正气不足

，邪气即易于损伤哪一部分而发病。如脏气不足，病在脏；

腑气不足，病在腑；经脉不足，病在经脉。 由上可知，人体

正气的强弱，可以决定疾病的发生与否，并与发病部位、病

变程度轻重有关。所以，正气不足是发病的主要因素。从疾

病的发生来看，人体脏腑功能正常，正气旺盛，气血充盈，

卫外固密，病邪就难以侵入，疾病也就无从发生。从人体受

邪之后看，正气不甚衰者，即使受邪，也较轻浅，病情多不

深重；正气虚弱者，即使轻微受邪，亦可发生疾病或加重病

情。从发病的时间来看，正气不很弱者，不一定立即发病，

而只有正气不足时，才能立即发病。 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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