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青少年读者对《人与自然》《走近科学》《科学世界》《飞碟探

索》等电视科普节目、期刊以及科幻小说的热爱，从不同侧面印证了科普知识

的特殊魅力。事实上，正因为科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深深地制约着我们

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未来发展，从而使得在科普的名义之下，必然形成根深叶

茂的知识体系，人们也理应对此类出版物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许多专家都曾指

出，目前中国青少儿科普图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科普观念陈旧，常常陷

入灌输教育的尴尬模式，这容易减抑孩子们的兴趣，好像科学就是难懂的名

词、枯燥的数字和干巴巴的定理。的确，科普读物既不同于教科书，也有别于

文学创作，要想得到广大青少年读者的青睐，就必须在科学知识的严谨性和阅

读过程中的趣味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一旦这种平衡得以实现，就能真正引起

青少年的阅读兴趣。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应当摒弃成年人的思维模式，必须从

青少年的阅读特性和趣味触角来创作，而这正是本套《当代青少年科普文库新

编》的编撰目的。

为了提供一套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心理和特点的百科全书类科普读物，并

在知识更新、涉猎范围、阅读趣味、印装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打造，力求以耳

目一新的面貌出现。为此，《当代青少年科普文库新编》将着重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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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大量生动有趣的插图，以图释文，以图辅文，利用视觉感官

的冲击效应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二）追求博物致知，避免生硬、单一、枯燥的知识灌输，拟采用更乐

于让读者轻松阅读的创作方法，或制造话题，或从故事出发，或以提问方

式，或结合生活，唤起读者的好奇心。

（三）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注重引起读者思考，强调人文精神的传

播。不仅突显科学家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精神，还要兼顾科学对个人和社会

的影响，彰显在科学探索过程之中或之外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

（四）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总是不断有许多新的科学知识和热点

值得传播、探讨，拟在原套丛书基础上，增加这部分内容。

（五）语言描述力求深入浅出，活泼、生动、有趣，避免平淡枯燥、单

调无味的理论灌输和说教。

另外，本套丛书着重兼顾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和趣味重心，在图书内容的

框架搭建上，主要是以影响面广、趣味性强以及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知识

为主。总的来看，本丛书的主要内容大体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生

物、农业、环境、海洋、天文、地理、电信、工程等诸多领域。希望这套丛

书不仅能够给广大青少年读者带去广泛的知识，而且能让他们在学习的同时

能以自己的思想对书中所表达的知识点有所思考，激发他们对科普知识的浓

厚兴趣，意识到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的神奇之处，能够清醒地明白，正是

因为人类对地球生物的不断探索，科学才得以诞生。

本书在编写时，参考了数百种中外著名百科全书、辞书、学术专著、论

文、史籍文献及手稿口碑资料等，限于篇幅和体裁，未能一一注出，谨向其

作者表示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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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理论
One

精气学说1

精气学说的基本内容

精气学说认为，宇宙自

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精

气所构成，世界万物的生成皆

为精气自身运动的结果，所以，为精气自身运动的结果，所以，

医理论，通常称为中医基础理论，简称“中基”。它是

以天人合一的三个哲学观的整体理念与辨证论治、相似

观的循证观点为最大特色的祖国传统医学体系的基础与核心。

中医基础理论的学说主要包括分形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

藏象学说、气血精津液神学说、体质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

说及养生学说、经络学说等，其中以藏象学说为核心，信息－

能量－物质学说为基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

现象，并用于指导临床诊疗活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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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气是构成天地万物，包

括人类在内的共同的原始

物质。精气以“无形”和

“ 有 形 ” 两 种 状 态 存 于

世 ， 且 “ 无 形 ” 与 “ 有

形”之间处于不断的转化

运动之中。

精 气 是 一 种 活 动 力

很 强 ， 运 行 不 息 的 精 微

物质。正是由于精气的运行不息，才使得由精气所构成的宇宙

自然界处于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而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纷繁变

化，也都是精气运动的结果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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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知 道 ， 天 地 万 物 是 相 互 联 系 、 相 互 作 用 的 。                                               

天地万物之间无不充斥着无形之精气，并相互作用，且这些无

形之精气还能渗入有形的实体，并与已构成有形实体的精气进

行着各种形式的交换和感应，因而，精气又是天地万物之间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中介性物质。其精气的中介作用，主要表

现为维系着天地万物之联系，并使万物得以相互感应。

人类便是由天地阴阳精气交感化合而生的。人类不仅有生

命，还有精神活动，“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

为死。人的生命过程，同样是气的聚散过程。

精气学说的应用

精气学说在中医学理论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的存在

至少说明了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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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气构成了宇宙万物，人同样也

因禀受了精气而构成人体的五脏六

腑、筋骨肌肉、四肢百骸等组织器

官以及精、血、津液等人体的基本物

质。人体精气就其来源而言，有先天

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禀受于父

母，是构成人体的原始物质；后天之

精来源于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和自然界

中的清气，在人体出生后将

其摄取并加以利用，以维持

生命的生生不息。

精气不仅是构成人体的

物质基础，也是人体生理活

动的根本动力。精气充沛，

则 显 示 功 能 旺 盛 ， 人 体 健

康 ； 精 气 不 足 ， 则 功 能 衰

减，人体羸弱。人体生病主

要就是气化功能失调，即气

机失常所致。升降出入失常，则脏腑功能紊乱；人体代谢失调，疾

病由此而生。气机失调，往往先出现气虚、气郁、气陷、气滞、气

逆等气机本身的病变，继而脏腑功能失调，波及形质、影响津血，

导致痰凝、血瘀等。

精气学说把精气不足和气机失调当成疾病产生的重要病因病

机，把固护精气和调理气机作为治疗疾病的重要方法。

精气对于人体至关重要，故在治疗疾病过程中，要把扶正固

本、固护精气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调理气机是治疗的另一个关键

0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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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调理气机的指导原则是以通为顺、因势利导。

阴阳学说2

阴阳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周易》“一阴一阳谓之道”。凡

是光明的、温暖的、向上

的、好动的、主动的、施

予 的 、 轻 的 、 在 外 的 、

明朗的、兴奋的、具有温

煦作用的为阳，具有这些

特 征 的 事 物 或 现 象 都 属

阳性；凡是黑暗的、寒冷

的、向下的、喜静的、被

动的、接受的、重的、在

内的、晦暗的、抑制的、

具有滋润作用的为阴，具

有这些特征的事物或现象

都属阴性。

古人用阴阳学说来认

识和解释自然的宇宙观和

方法论。阴阳学说认为，

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自

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涵阴

和 阳 相 互 对 立 的 两 个 方

面，而对立的双方又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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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统一的。阴阳的对立统

一运动，是自然界一切事

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

亡的根本原因。正如《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 说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 物 之 纲 纪 ， 变 化 之 父

母，生杀之本始”。所以

说，阴阳的矛盾对立统一

运动规律是自然界一切事

物运动变化固有的规律，

世界本身就是阴阳二气对

立统一运动的结果。

阴和阳，既可以表示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用来分析一个事

物内部所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凡是剧烈运

动 着 的 、 外 向

的 、 上 升 的 、 温

热 的 、 明 亮 的 ，

都 属 于 阳 ； 相 对

静 止 着 的 、 内 守

的 、 下 降 的 、 寒

冷 、 晦 暗 的 ， 都

属 于 阴 。 以 天 地

而 言 ， 天 气 轻 清

为 阳 ， 地 气 重 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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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阴；以水火而言，水性寒而润下属阴，火性热而炎

上属阳。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对立、阴阳互根、

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四个方面。在中医学理论体系

中，处处体现着阴阳学说的思想。阴阳学说被用以说

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用于指

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阴阳学说的应用

阴阳学说贯穿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用来

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疾病的发展规律，

并指导着临床诊断和治疗。

1. 人体的组织结构

人体所有结构既是有机联系的，又可划分为阴阳

两部分。人体脏腑组织，就部位来说，上部为阳、下

部为阴，体表属阳，体内属阴；就其背腹四肢内外侧

来说，则背属阳，腹属阴，四肢外侧为阳，四肢内侧

为阴；以脏腑来分，五脏属里，藏精气而不泻，故为

阴，六腑属表，传化物而不藏，故为阳。五脏之中又

各有阴阳所病，即心肺居于上部（胸腔）属阳，肝脾

肾位于下部（腹腔）属阴。若具体到每一脏腑则又有

阴阳之分，即心有心阴心阳，肾有肾阴肾阳等。总

之，人体组织的上下，内外表里，前后各部分之间以

及内脏之间，无不包含着对立统一。

2. 人体的生理功能

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都依赖于阴阳两个方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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