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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2/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52293.htm 调整阴阳的应用原则：损其有

余、补其不足！ （1）损其有余：损其有余，又称损其偏盛

，是指阴或阳的一方偏盛有余的病证，应当用“实则泻之”

的方法来治疗。 ①抑其阳盛：“阳盛则热”所致的实热证，

应用清泻阳热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治热以寒”的法则治

疗。 ②损其阴盛：对“阴盛则寒”所致的实寒证，应当温散

阴寒，“治寒以热”，用“寒者热之”的法则治疗。 由于阴

阳是互根的，“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在阴阳偏

盛的病变中，如其相对一方有偏衰时，则当兼顾其不足，配

以扶阳或滋阴之法。 （2）补其不足：补其不足，是指对于

阴阳偏衰的病证，采用“虚则补之”的方法予以治疗的原则

。病有阴虚、阳虚、阴阳两虚之分，其治则有滋阴、补阳、

阴阳双补之别。 ①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阳病治阴适于阴虚

之证，阴病治阳适用于阳虚之候。“阴虚则热”所出现的虚

热证，采用“阳病治阴”的原则，滋阴以制阳亢。“阳虚则

寒”所出现的虚寒证，采用“阴病治阳”的原则，阴虚者补

阴，阳虚者补阳，以平为期。 ②阳中求阴，阴中求阳：根据

阴阳互根的理论，临床上治疗阴虚证时，在滋阴剂中适当佐

以补阳药，即所谓“阳中求阴”。治疗阳虚证时，在助阳剂

中，适当佐以滋阴药，即谓“阴中求阳”。因阳得阴助而生

化无穷，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故临床上治疗血虚证时，在

补血剂中常佐以补气药；治疗气虚证时，在补气剂中也常佐

以补血药。 ③阴阳双补：由于阴阳是互根的，所以阴虚可累



及阳，阳虚可累及阴，从而出现阴阳两虚的病证，治疗时当

阴阳双补。由于阴阳是辨证的总纲，疾病的各种病理变化都

可用阴阳失调加以概括。因此从广义来讲，解表攻里、升清

降浊、补虚泻实、调理气血等治疗方法，都属于调整阴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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