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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5/2021_2022_2012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55531.htm （一）阴阳与人体解剖部位的

关系：根据上述之外为阳、内为阴；上为阳，下为阴；背为

阳，腹为阴的规律，则人之皮毛在外为阳，脏腑在内为阴；

头在上为阳，足在下为阴。 （二）阴阳与人体生理的关系：

人体的健康与否，决定于阴阳的是否调和，如《内经》所说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人体摄取饮食后，经过脾、胃

的腐熟运化，将营养物质运送至全身各处，使肉体增长强壮

、使生命活动力旺盛。食物消化后有形的废料，由前后二阴

排出。人体之阴阳若是保持在平衡的情况下，人体就健康。 

（三）阴阳与人体病理的关系：人体阴阳失去平衡后，就会

表现出各种症状来，古人对症状的分类，也是用阴阳来代表

和说明的。阳证，一般表现的症状是：发热、口渴、脉数（

快）等，这类症状，古人又称为热（即阳）证。阴证，一般

表现的症状是：不发热，口不渴、手足冷、脉迟（慢）等，

这类症状，古人又称为寒（即阴）证。这就是《内经》所说

的：“阳胜则热，阴胜则寒”。 另阴阳偏衰，是指阴或阳低

于正常水平的失调，其一方低于正常水平，而另一方保持正

常水平，或双方都不同程度的低于正常水平，故出现虚证。

阴不足，阳正常则阴虚生内热；阳不足，阴正常则阳虚生外

寒；阴阳双方都不同程度的不足，则虚寒、虚热并见或阴阳

两虚。这就是“内经”所说的“阴虚生内热，阳虚生外寒”

、“阴阳两虚”证。 （四）阴阳在诊断上的应用：阴阳是诊

断的总纲。疾病虽然很多，但其属性不外阴阳两类，如从疾



病发展部位来看，不在表（阳），就在里（阴）。从疾病性

质来看：热证（阳），寒证（阴），从疾病发展趋势来自看

：实证（阳）虚证（阴）。总之，阴阳可以概括疾病的属性

。 （五）阴阳在治疗上的应用：中药种类甚多，但就其性能

不外阴阳两类，从药性来看：寒、热、温、凉、温热属阳，

寒凉属阴。从治疗上总原则是“调整阴阳，以平为期”，这

就是治疗的基本出发点。针对阴阳盛衰，采取补其不足，泻

其有余，使阴阳偏盛偏衰的异常现象得到纠正，恢复其相对

平衡状态。中医常用“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实者泻之，虚

者补之”的治疗原则，促使失调的阴阳重新恢复到相对的平

衡。临床上借药性之偏，来纠正人体阴阳之偏，使达到“阴

平阳秘，精神乃治”。临床具体用法：①阳虚和阴胜则寒，

治法：寒者热之（用热药）；②阴虚和阳胜则热，治法：热

者寒之（用寒药）；③正气不足，治法：虚者补之；④邪气

偏胜，治法:实者泻之；⑤阴不足、阳偏亢，治法：滋阴潜阳

；⑥阴阳两者均不足，治法：滋阴助阳（阴阳双补）。 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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