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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由绪论，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藏象，精气血津液，经络，体质，病因，病机，诊法，辨证，养
生、防治与康复原则11部分组成。
其中，绪论介绍了中医学的发展概况、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学科体系；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
介绍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藏象、精气血津液和经络是中医的生理学；病因、病机是中医的病理学；
体质主要介绍体质的有关概念及其在中医学中的应用；诊法、辨证是中医的诊断学基础；养生防治与
康复原则是中医养生、预防、治疗与康复的基础知识。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能够较系统地理解和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
习专业课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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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七）其他因素疾病是促使体质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般来说，疾病改变体质多是向不利方面变化，如大病、久病之后，常使体质虚弱；某些慢性疾病（
如慢性肾炎、肺结核等）迁延日久，患者的体质易表现出一定的特异性。
但感染邪气，罹患某些疾病（如麻疹、痄腮）之后，还会使机体具有相应的免疫力，使患者终生不再
罹患此病。
此外，疾病损害而形成的体质改变，其体质类型还与疾病变化有一定关系，如慢性肝炎早期多为气滞
型体质，随着病变的发展可转为瘀血型、阴虚型等不同类型的体质。
可见，体质与疾病因素常互为因果。
药物具有不同的性味特点，针灸也具有相应的补泻效果，能够调整脏腑精气阴阳之盛衰及经络气血之
偏颇，用之得当，将会收到补偏救弊的功效，使病理体质恢复正常；用之不当，或针药误施，将会加
重体质损害，使体质由壮变衰，由强变弱。
总之，体质禀赋于先天，受制于后天。
先、后天多种因素构成影响体质的内外环境，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个体不同的体质特征。
第三节 体质的分类体质的差异现象是先天禀赋与后天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类体质间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差异性则是绝对的。
这种差异，既有因生存空间上存在的自然地域性差异而形成的群体差异，又有在相同的生存空间，但
因禀赋、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不同而形成的个体差异；既有不同个体间的差异，又有同一个体不同
生命阶段的差异。
为了把握个体的体质差异规律及体质特征，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就必须对纷繁的体质现象进行广泛
的比较分析，然后予以甄别分类。
一、体质的分类方法体质的分类方法是认识和掌握体质差异性的重要手段。
中医学体质的分类，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思维方法，以藏象及精气血津液神
理论为理论基础而进行的。
古今医家从不同角度对体质作了不同的分类。
《黄帝内经》曾提出过阴阳含量划分法、五行归属划分法、形态与功能特征分类法、心理特征分类法
（包括刚柔分类法、勇怯分类法、形态苦乐分类法）等，张介宾等采用藏象阴阳分类，叶天士等以阴
阳属性分类，章虚谷则以阴阳虚实分类。
现代医家多从临床角度根据发病群体中的体质变化、表现特征进行分类，但由于观察角度、分类方法
不同，对体质划分的类型、命名方法也有所不同，有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十
二分法等，每一分类下又常有不同划分方法，但其分类的基础，是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的结构与功
能的差异。
体质的生理学基础是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的盛衰偏颇，实际上是脏腑精气阴阳及其功能的差异和经
络气血之偏颇。
所以，在正常生理条件下，个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脏腑精气阴阳和经络气血的盛衰偏颇，导致了个体
之间在生命活动表现形式上的某种倾向性和属性上偏阴偏阳的差异性，从而决定了人类体质现象的多
样性和体质类型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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