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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医医院李志明、张骞、杨学信 3

人主编的《中医心病常用名词术语条文释》一书送我审阅并为之

作序。三位编者在中医医院领导的支持下，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建设中医心病重点学科的要求，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团

结协作，深入研究。探求岐黄精义，分析、梳理、归纳编著了《中医

心病常用名词术语条文释》，为中医学传承所做出的贡献，难能

可贵。可敬！可贺！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传统科学技

术完整保留至今并仍在继续发展应用的学科。中医药名词术语

有其特殊性，中医药名词术语的规范化研究更具艰巨性。中医药

名词术语的规范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牵涉到中医理论和临床

的诸多方面，是中医药学科建设的基础，关系到整个学科规范、

有序的发展，更是中医药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的基础性工作。

中医学理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相对稳定的，这就为中医药名

词术语规范化研究提供了可能。而且，也正是源于这种相对的稳

定，决定了这种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将随着对中医理论认识及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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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的不断完善与深入，在有效指导临床实践的原则下而

渐次校正，日臻完善。

中医心病学科的发源历史悠久，历代医家多有论述，继承中

医心病学科名词术语中正确合理的部分，同时对其中存在的错

讹之处进行科学的扬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之更加系统化、

条理化、规范化，建立健全学科名词术语数据库，可以为中医心

病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从而促进中医心病学科的整

体发展。

《中医心病常用名词术语条文释》一书系统整理了中医心病

的基础理论、经络腧穴、病因病机、常见症状、治则治法、经典条

文等，为临床心系病证的辨证论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中医心病

学科建设和指导临床实践有重要参考和实用价值。

我作为《中医心病常用名词术语条文释》一书最早读者和同

仁，欣慰之余，缀表数语，以为序！

宁夏中医药学会会长

2015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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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医药名词术

语规范化工作不断深入。中医药名词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提

高中医临床疗效，规范中医诊疗行为，促进中医学术发展，推动

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学术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是中医药

继承发展中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

中医心病学科是中医内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内科

分化下的三级学科，有完整的学术体系。以中医药基本理论和方

法为指导，以五脏之心为中心，以心主血脉、心主藏神为理论基

点，重点阐述联系心之外窍、外合，涵盖心、心包络、小肠及相关

脏腑、经络、舌、脉的临床病症的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病因病

机，诊断鉴别，辨证论治，转归预后及其护理调摄的一门临床学

科。对中医心病学科范围内的名词术语进行规范化整理研究，对

于促进中医心病学科的学术进步和整体发展意义重大。

银川市中医医院心病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中医

药临床重点学科———中医心病学科建设单位。根据学科建设的

有关要求，主要任务之一是提出本学科名词术语的规范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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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名词术语给予准确的描述和表达，从而建立中医药名词

术语规范和标准。我们在对本学科古今文献进行基础性整理和

研究的过程中，分析、梳理、归纳了本学科基本的、常见的名词术

语，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围绕中医心病学科名词术语的

规范化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为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积累

了一些资料。

在《中医心病常用名词术语条文释》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

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心病学重点学科

建设单位银川市中医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期望

本书能成为从事心血管病工作的中医与中西医结合临床及科研

工作者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水平有限，成书时间仓促，书中难免

有许多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广大同仁不吝批评指正！

编 者

2015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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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阴阳五行

阴阳
我国古代哲学理论， 系古人对自然界万事万物性质及其发

展变化规律观察、归纳的总结。中医学指的阴阳学说则是古代辨

证的思想方法与医学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即以阴阳的对立与统

一，消长与转化的观点，说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并概括医学领

域里的一系列问题。

阴气
与“ 阳气”相对。泛指它们所代表的事物的两个对立面之一。

如就机能与物质来说，阴气指物质；就脏腑机能来说，则五脏之

气为阴气；就营卫之气来说，则营气为阴气；就运动的方向和性

质来说，则行于内里的、向下的、抑制的、减弱的、重浊的为阴气，

余可类推。

阳气
与“ 阴气”相对。泛指它们所代表的事物的两个对立面之一。

如就机能与物质来说，阳气指机能；就脏腑机能来说，则六腑之

气为阳气；就营卫之气来说，则卫气为阳气；就运动的方向和性

质来说，则行于外表的、向上的、亢盛的、增强的、轻清的为阳气，

第一部分 中医心病常用名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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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可类推。

阳中之阳
1.指阳的事物中又分属于阳的一方面。 因事物的阴阳属性只

是相对的，它们中的任何一方又可分为阴阳两面。如心在脏腑的

相对关系中属阳，但心本身又分心阳和心阴，则心阳（ 心气）在这

种意义上称阳中之阳。

2.在阴阳属性依不同的关系而相对变化时，指某一事物的两

种属性均属于阳者。 如心在五脏的相对位置因居于上，故属阳；

心主火，心气通于夏，也属阳。因此，在分辨五脏间的位置与功能

的相互关系时，心为阳中之阳。

阳中之阴
1.指阳的事物中又分属于阴的一方面。 如心属阳，心阴则为

阳中之阴。

2.指某一事物的两种属性中，前一种属阳，后一种属阴。 如

肺位置在上，属阳；肺气主降，属阴，故称之为阳中之阴。

阴中之阳
1.指阴的事物中又分属于阳的一方面。 如背面为阳，腹面为

阴；腹面中，胸在上属阳，腹在下属阴，故胸部属阴中之阳。

2.指某一事物的两种属性中，前一种属阴，后一种属阳。 如

肝位于腹内，属阴；肝主气，性疏泄，属阳，故称之为阴中之阳。

阴中之阴
1.指阴的事物中又分属于阴的一方面。 如背面为阳，腹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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