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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医学从黄帝岐伯始，至今已有2 000多年的历

史。其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天文、地理等诸多学科知

识，给人高深莫测之感，往往使人望而却步。然而中

医学为人类的繁荣与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至今在

临床上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科技飞速发展的21世

纪，随着人们养生保健意识逐渐增强，学习中医学知

识成为人们养生保健的重要手段。

人们学习中医学，大多是想了解哪些症状为何脏

何腑之病，应该如何治疗，日常应该如何调理……本

书正是本着这些目的编撰而成。诊断疾病的辨证方法

众多，如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

辨证、经络辨证等。其中以脏腑辨证较为常用，也较

易被大众所接受。

脏腑辨证，是在认识脏腑生理功能、病理特点

的基础上，将四诊所收集的症状、体征及有关病情资

料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判断疾病所在的脏腑部位及其

病性的一种辨证方法。脏腑辨证理论源自《黄帝内

经》，东汉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将脏腑病机理

论运用于临床，奠定了脏腑辨证的基础。脏腑辨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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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在于能够较为准确地辨明病变的部位。由于脏

腑辨证体系比较完整，每一个脏腑有其独特的生理功

能、病理表现和证候特征，有利于对病位的判断，并

能与病性有机地结合，从而形成完整的证候诊断。所

以，脏腑辨证是中医辨证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临床辨

证的基本方法，是各科辨证的基础，具有广泛的适用

性，尤其适用于对内科、妇科、儿科等科疾病的辨证。

本书按心、肺、脾、肝、肾五脏而分类，对每

一脏皆先介绍脏器的生理功能、病理特点，使读者对

各个脏器总体上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了解，同时配有

各个脏器的生理病理图，条理清晰，让人一目了然，

使读者能根据症状迅速辨明、定位至何脏何腑。然后

再根据虚实分类将各脏器的临床常见证型一一列举，

对每个证型的概念、病因、临床表现、证候分析与辨

证要点都作了较具体的说明，并根据何症状能定位至

何脏，何症状能判断虚实，以图勾画出来，简明且易

于掌握。还对容易混淆的证型用表格的形式对其症状

一一对照，清晰明了。本书还插入比较多的图、表，

形象生动，要言不烦；对各个知识点都进行了归纳和

总结，方便理解和记忆；编写时，特别注重基于普通

介绍和阐述基础上的抽提、凝练和归纳；并在各脏器

篇章之后还介绍了对各证型的预防和治疗的方法，使

人知其病，治其病。本书集保健养生、防病治病于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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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希望能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作出一定的贡献。

本书由南方医科大学黄泳教授主编，南方医科

大学郭斌、陈嘉荣、邱宇星、姜燕慧、杨灿洪参加编

写。囿于笔者学术水平和经验，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

处，祈望医学同道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什么是脏腑辨证

脏腑是藏象学说的基础，是人体内脏的总称，

根据脏腑的部位、形态的不同、生理功能的有别，将

人体脏腑系统分为五脏、六腑和奇恒之腑。五脏，即

心、肝、脾、肺、肾；六腑，即小肠、胆、胃、大

肠、膀胱、三焦。奇恒之腑，即脑、髓、骨、脉、

胆、女子胞，因其有异于六腑，故称奇恒之腑。

《黄帝内经》对脏腑的生理功能作了较为详细的

论述，指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并通过经络系统，

把六腑、五体、五官等全身组织器官联系成一起的有

机整体，以维系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临床上的辨证

施治，归根到底都是从脏腑出发，因此脏腑学说就成

了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中医学的各种辨证方法，最

终都要落实到脏腑的病理变化上，论治也就在于纠正

脏腑的病理改变。对于脏腑的重要性，近代名医秦伯

未先生认为：中医对于疾病主要分为外感和内伤；对



于病因，主要分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对于辨

证，主要分为八纲、六经、三焦以及卫气营血，所有

这些都离不开脏腑。由此可见，无论是外感和内伤、

外因和内因，都是通过脏腑后才发生变化，药物的功

效也是通过脏腑后才起作用。

五脏的共同生理特点是主化生贮藏精气，藏而不

泻。中医学认为，人体的各种精微物质均藏于五脏。

这些精微物质应经常保持充满而不能过度耗散，故称

藏而不泻。五脏又称“五神脏”，因其亦藏神。六腑

的共同生理特点是主受盛和传化水谷，泻而不藏。中

医学认为，六腑的主要功能是受纳、消化饮食物并传

导、排泄糟粕。摄入到胃肠道的饮食物，其精微物质

被机体吸收后，糟粕必须及时排泄到人体外，称为泻

而不藏。

五脏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统一的有机

整体。人体各脏腑器官通过经络相互沟通，在生理

上相互联系，在发生病变时也相互影响。脏与脏之

间的关系，古代医家多是以五行的生、克、乘、侮进

行阐述。以五脏配属五行，肝气主升而归属于木，心

阳主温煦而归属于火，脾主运化而归属于土，肺气主

降而归属于金，肾主水而归属于水，并说明其生理功

能和相互关系。五脏在生理上相互资助、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在病理上相互影响、相互传变。运用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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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构建了以五脏为中心、内外联系的天人合一的

五脏系统。把人体与外界环境四时、五气，以及饮食

五味等相联系为一个整体，体现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

念，说明人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统一性。

辨证是中医学特有的诊断方法，它是在中医学

理论的指导下，对患者的各种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综

合，从而对疾病当前的病位、病性等本质作出判断，

并概括为完整证名的诊断思维过程。

所谓“证”，是中医学特有的一个概念。当代

中医学对“证”的定义是：证是对疾病过程中所处一

定（当前）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以及病势作出的

病理概括，是对致病因素与机体反应两方面情况的综

合，是对疾病当前本质所作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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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
人体

五季 五色
五脏 五腑 五官 五体 五志 五液

木 肝 胆 目 筋 怒 泪 春 青

火 心 小肠 舌 脉 喜 汗 夏 赤

土 脾 胃 口 肌 思 涎 长夏 黄

金 肺 大肠 鼻 皮 悲 涕 秋 白

水 肾 膀胱 耳 骨 恐 唾 冬 黑

脏腑和五行人体联系表

中医辨证具有多种类型，比如八纲辨证、病性辨

证、脏腑辨证等。不同辨证方法有着不同的着眼点。

八纲辨证是辨别证候的基本属性，如寒证、热证、虚

证、实证等，属于纲领性的辨证方法；病性辨证是辨

别证候的性质，如气虚证、血热证等，属于基础性辨

证方法；脏腑辨证是以辨别病位为主，结合病性的辨

证方法，如脾气虚证、肝阳上亢证、风热犯肺证等，

属于具体性辨证方法。

脏腑辨证是在认识脏腑生理功能、病理特点的基

础上，将四诊所收集的症状、体征及有关病情资料进

行综合分析，从而判断疾病所在的脏腑部位、病因、



病性等，是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的辨证归类方法。总

而言之，即以脏腑为纲，对疾病进行辨证。脏腑辨证

是以中医解释脏腑生理、病理的藏象学说为理论依

据，通过脏腑病症导致的脏腑功能失调而反映于体外

的症状、体征等来辨别脏腑病变部位和病变性质。由

008

辨证
方法

含义 主要内容

八纲
辨证

医生对四诊所收集的病情资
料，运用八纲进行分析综合，
从而辨别现阶段病变部位的浅
深、疾病性质的寒热、邪正的
盛衰和病证类别的阴阳，以作
为辨证纲领的方法

包括表里、寒
热、虚实、阴
阳辨证

脏腑
辨证

脏腑辨证是在认识脏腑生理功
能、病理特点的基础上，将四
诊所收集的症状、体征及有关
病情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从而
判断疾病所在的脏腑部位、病
因、病性等，是为临床治疗提
供依据的辨证归类方法

包括辨心病证
候、辨肝病证
候、辨脾病证
候、辨肺病证
候、辨肾病证
候

病性
辨证

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患者
所表现的各种病症、体征等进
行分析、综合，从而确定疾病
当前证候性质的辨证方法

包括辨六淫
证候、气血
津液辨证、
辨情志证候

中医辨证的含义及主要内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于中医各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各不相同，脏腑

病变时所反映出来的临床表现也有各自的特征，因此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就可以了解各脏腑的生理状况与

病理变化，这就是脏腑辨证的基本原理。

通过八纲辨证，可以确定证候的纲领，通过病性

辨证，则可分辨证候的具体性质，但此时尚缺乏病位

的判断，因而并非完整的诊断。由于脏腑辨证的体系

比较完整，每一个脏腑有其独特的生理功能、病理表

现和证候特征，有利于对病位的判断，并能与病性有

机地结合，从而形成完整的证候诊断。

脏腑辨证主要包括五脏辨证、腑病辨证及脏腑兼

病辨证。其中以五脏辨证最为重要，包括心病辨证、

肺病辨证、脾病辨证、肝病辨证及肾病辨证。

心的病变主要反映在心脏本身及其主血脉功能的

失常，心神的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的异常。临床以心

悸、怔忡、心痛、心烦、失眠、多梦、健忘、神昏、

神志错乱、脉结或代或促等为心病的常见症。此外，

某些舌体病变，如舌痛、舌疮等，亦常责之于心。

肺的病变多反映在肺系，呼吸功能失常，宣降

功能失调，通调水道、输布津液失职，以及卫外机能

不固等方面。常见表现有气喘、咳嗽、咯痰、咽喉痒

痛、鼻塞、流涕、喷嚏、胸闷、胸痛、水肿等症状，

其中以咳嗽、气喘更为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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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的病变主要以运化、升清功能失职，水谷、水

液不运，消化功能减退，水湿潴留，化源不足，以及

脾不统血，清阳不升为主要病理改变。临床以腹胀腹

痛、不欲食而纳少、便溏、浮肿、困重、内脏下垂、

慢性出血等脾病的常见症状。

肾以人体生长发育迟缓或早衰，生殖功能障碍，

水液代谢失常，呼吸功能减退，脑、髓、骨、发、耳

及二便功能异常为主要病理变化。临床常见症状有腰

膝酸软或疼痛、耳鸣耳聋、齿摇发落、阳痿遗精、精少

不育、经闭不孕、水肿、呼吸气短而喘、二便异常等。

五脏的临床表现看似孤立，实际上是相互联系

的。在研究脏腑病变证候时, 首先依据五脏的某些特

有的证候，定位到某一个脏，然后研究这些“虚”和

“邪”，再根据其余的证候，推断出证候的类型，并

分别将其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就找出了脏腑病变的证

候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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