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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是中医学引用的古代哲学理论，并
智慧地将其运用到认识自然、认识人体、认识
疾病、治疗疾病中。在古代哲学中，“阴阳”可
用来解释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现象。那么，在中
医学中应当如何正确认识“阴阳”，把握“阴
阳”，并将其合理地运用到防病、治病过程中
呢？《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为我们提
供了指导。

身体健康时，“阴阳”思想的指导

“阴平阳秘”是“阴阳”思想指导下机体呈现
出的健康状态的高度概括。阴平，指体内的精
微物质、阴液等充盈；阳秘，指卫固机体的阳气
秘实。《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首先论
述的是自然界之阴阳，同时古人运用取类比象
的思想，将在自然界观察到的现象总结后类比
到人身上。这是中医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体
现。1.新陈代谢中的“阴阳”思想。在自然界中

“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
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是对自然界云布
雨施规律的认识总结。那么对应到人体，则是

“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
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这是对人
体新陈代谢的认识。2.水谷精微的“阴阳”认
识。“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归
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3.体内“阴阳”的
相互作用。在这里《黄帝内经·素问》将体内具
有卫外功能、防御功能、推动机体运动功能的
生命活动总结为阳，将体内具有濡养功能、储
藏功能的生命物质总结为阴。阴阳相互为用，
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即“阴在内，阳之守也；
阳在外，阴之使也。”这是《黄帝内经·素问·阴
阳应象大论》从“阴阳”的角度对人体水谷精微
的运化、新陈代谢及健康的人体状态进行的总
结，为我们认识健康机体及其功能活动提供了
方向指导。

疾病发生时，“阴阳”思想的指导

“阳胜则热，阴胜则寒”是《黄帝内经·素问》
对疾病的总体的概括，而“重寒则热，重热则寒”
则是对阴阳辨证的归纳。寒热关系的辨证是古
人根据临床实践而发现的临床现象，并进行归
纳总结，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既有常，又有
变。如果仅把该条文运用到热性病中，那么就
限制了条文的应用。在多种杂病中，凡是涉及
寒热关系的，均可以该条文作为指导进行辨证
治疗。又如“阳盛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
仰，汗不出而热，齿干而烦冤，腹满死，能冬不
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
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此条所提到
的“腹满死”便是疾病辨识所需要用到的，正如
姚止庵所说：“此统论阴阳偏胜之大凡也。至
于腹满而死者何故？盖阳胜则宜汗，既腠理闭
而汗不出，若至腹满，则热烈于内，阳极而亢
矣；阴胜则宜温，既身寒而手足逆冷，若至腹
满，则阴寒凝结而不化矣，安得不死。”从“阴
阳”的角度对疾病进行总结、认识，具有执简御繁的效果，不仅可以
指导我们快速抓住疾病的症结所在，而且可以通过“阴阳”的消长
变化来把握疾病的动态发展。

疾病诊断时，“阴阳”思想的指导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是疾病诊断时，阴阳思想运用的
指导。察色即察五脏色，按脉应分脏腑所属及脉象的浮沉滑涩。同
时，辨别症状表现的阴阳属性，这样才能“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
则不失矣”。在疾病发展过程中，色和脉各有所主，而医生正是通过
对色、脉的观察进行诊病的。在收集到疾病信息之后，应当运用阴
阳的观点去进行辨证，不仅要看到色、脉的阴阳属性，还要对阴阳属
性进行辨证分析，识其多寡，辨其虚实真伪，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以
诊则不失矣”。将“阴阳”思想运用的疾病的诊断中，可以更准确地
确定好病位，为疾病的正确治疗提供保障。

疾病治疗时，“阴阳”思想的指导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是对人体阴阳相辅
相成关系的高度概括，也是疾病治疗的目标。在疾病治疗时，应当
以“阴平阳秘”为期。1.针刺治疗时，“阴阳”思想的指导。“善用针
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张志聪注为“善用
针者，从阴而引阳分之邪，从阳而引阴分之邪，病在左者取之右，病
在右者取之左。”2.正确处理好疾病的“阴”与治疗的“阳”的关系。
疾病的治疗应当审查疾病的进程进行相应的治疗，正确处理好“疾
病”与“治疗”这一对阴阳关系，审查其变化，进而进行相应的治
疗。如“病之始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本文明确指出

“病势”与“治疗”的“阴阳”变化关系。在疾病的初始阶段，病势尚
微，这个时候就应当用针刺祛除疾病。但是，如果病情较盛，就不
应当立即施用针灸，应当待病势衰退，再行治疗，以免伤及正气。
治疗的“阳”应当随病势的“阴”变化而变化，或攻或补。即“因其轻
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又如：“其高者，因而越之；
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
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栗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这些
都是在具体治疗中，审查病势、病位后而做出的相应的治疗手段。

总而言之，将阴阳的辨证关系运用到对人体的认识、疾病的认
识、疾病的治疗中，是中医学辨病辨证、识病治病的有效指导方针。
如何处理好机体机能的消长变化、病程中的消长变化、治疗时机体
与疾病对应关系的消长变化，是临床治疗的首要问题，而《黄帝内
经·素问》中的“阴阳”理论正是提供了这样的指导，临床医生也应当
深入学习经典，并将其运用都临床实践中来，以期切实提高临床疗
效。

（作者为驻马店市中医院2017级中医规培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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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识体质养生
□韦绪性

平和体质

平和体质的主要特征为阴阳气血
调和，体态适中、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常见症状有面色、肤色润泽，头发稠密
有光泽，目光有神，鼻色明润，嗅觉通
利，唇色红润，不易疲劳，精力充沛，耐
受寒热，睡眠良好，食欲好，二便正常，
舌淡红，苔薄白，脉和缓有力；平素患病
较少。

此类人群起居顺应四时阴阳，劳逸
结合。食物宜多样化，不偏食，不可过
饥过饱、偏寒偏热。

气虚体质

气虚体质的主要特征为元气不足，
有疲乏、气短、自汗等气虚表现。常见
症状有平素语音低弱，气短懒言，容易
疲劳，精神不振，易出汗，舌淡红，舌边
有齿痕，脉弱；易患感冒、内脏下垂等，
不耐受风、寒、暑、湿邪。

此类人群不宜剧烈运动，宜散步、
慢跑、打太极拳等。宜常食益气健脾的
食物，如粳米、糯米、小米、大麦、山药、
土豆、大枣、香菇、鸡肉、鹅肉、兔肉、鹌
鹑、牛肉、青鱼、鲢鱼；少吃耗气食物，如
生萝卜、空心菜等。可用甘温补气，之
品，如人参、山药、黄芪等。

阳虚体质

阳虚体质的主要特征为阳气不足，
有畏寒怕冷、手足不温等虚寒表现。常
见症状有平素畏冷，手足不温，喜热饮
食，精神不振，舌淡胖嫩，脉沉迟；易患
痰饮、肿胀、泄泻等；感邪易从寒化，易
感风、寒、湿邪。

此类人群应避免风、寒、雾、雪，注
重足下、背部及丹田部位的保暖。动则

生阳，宜进行舒缓柔和的锻炼，如散步、
慢跑、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宜食
温阳食品，如羊肉、狗肉、鹿肉、鸡肉，少
吃西瓜等生冷食物。可选补阳祛寒、温
养肝肾之品，如鹿茸、海狗肾、蛤蚧、杜
仲等。

阴虚体质

阴虚体质的主要特征为阴液亏少，
有口燥咽干、手足心热等虚热表现。常
见症状有手足心热，口燥咽干，鼻微干，
喜冷饮，大便干燥，舌红少津，脉细数；
易患虚劳、失精、不寐等；感邪易从热
化。

此类人群宜选择动静结合的运动
项目，如太极拳、八段锦等，要控制出汗
量，及时补水。应多食梨、百合、银耳、
菠菜、无花果、冰糖、茼蒿等甘凉滋润的
食物，少吃葱、姜、蒜、辣椒等辛辣燥烈
之品。可用滋阴清热、滋养肝肾之品，
如女贞子、山茱萸、五味子、麦门冬、沙
参、玉竹等。

痰湿体质

痰湿体质的主要特征为痰湿凝聚，
有形体肥胖、腹部肥满、口黏苔腻等痰
湿表现。常见症状有面部皮肤油脂较
多，多汗且黏，胸闷，痰多，口黏腻或甜，
喜食肥甘甜黏，苔腻，脉滑；易患消渴、
中风、胸痹等病。

此类人群应远离潮湿，避湿邪侵
袭，多做户外活动，穿透气散湿的棉衣，
常晒太阳。身重易倦，应长期坚持锻
炼，如跑步、球类、武术、舞蹈等。少食
甜黏油腻，少喝酒，勿过饱；多食健脾利
湿化痰祛湿的清淡食物，如荷叶、白萝
卜、葱、姜、白果、红小豆等；可用温燥化
湿之品，如陈皮、厚朴、半夏、茯苓、泽

泻、瓜蒌、白术、车前子等

湿热体质

湿热体质的主要特征为湿热内
蕴，有面垢油光、口苦、苔黄腻等湿热
表现。常见症状有面垢油光，易生痤
疮，口苦口干，身重困倦，大便黏滞不
畅或燥结，小便短黄，男性易阴囊潮
湿，女性易带下增多，舌质偏红，苔黄
腻，脉滑数；易患疮疖、黄疸、热淋等
病。

此类人群应避暑湿，环境宜干燥通
风，不宜熬夜过劳，长夏应避湿热侵
袭。适合大运动量锻炼，如中长跑、游
泳、爬山、球类等，以祛湿散热。多吃西
红柿、黄瓜、绿豆、芹菜、薏米、苦瓜等。
忌辛温滋腻，少喝酒，少吃海鲜。可用
甘淡苦寒清热利湿之品，如黄芩、黄连、
栀子。

血瘀体质

血瘀体质的主要特征为血行不畅，
有肤色晦暗、舌质紫暗等表现。常见症
状有肤色晦暗，色素沉着，容易出现瘀
斑，口唇暗淡，舌暗或有瘀点，舌下络脉
紫暗或增粗，脉涩，易烦，健忘；易患症
瘕及痛证、血证等。

此类人群应多做有益心脏血脉的
活动，如舞蹈、太极拳、八段锦、保健按
摩等，以助气血运行；常食红糖、丝瓜、
玫瑰花、月季花、酒、桃仁等活血祛瘀的
食物，酒可少量常饮，醋可多吃，宜喝山
楂粥、花生粥。可用当归、川芎、怀牛
膝、徐长卿、鸡血藤、茺蔚子等活血养血
的药物。

气郁体质

气郁体质的主要特征为气机郁滞，

有 神 情 抑 郁 、忧 虑 脆 弱 等 气 郁 表
现 。 常 见 症 状 有 神 情 抑 郁 ，情 感 脆
弱 ，烦 闷 不 乐 ，舌 淡 红 ，苔 薄 白 ，脉
弦；易患脏躁、梅核气、百合病及郁
证等。

此类人群宜动不宜静，多跑步、爬
山、武术、游泳等以流通气血；少饮酒以
活动血脉提情绪，多食行气食物，如佛
手、橙子、柑皮、韭菜、香菜、大蒜等；常
用香附、乌药、川楝子、小茴香、青皮、郁
金等疏肝理气解郁的药。

特禀体质

特禀体质的主要特征为先天失常，
有生理缺陷、过敏反应等。过敏体质
者一般无特殊体征，先天禀赋异常者
或有畸形、或有生理缺陷。过敏体质
者常见哮喘、风团、咽痒、鼻塞、喷嚏
等；患遗传性疾病者有垂直遗传、先
天性、家族性特征；患胎传性疾病者
具有母体影响胎儿个体生长发育及
相关疾病特征。过敏体质者易患哮
喘、荨麻疹、花粉症及药物过敏等；遗
传性疾病如血友病、先天愚型等；胎
传性疾病如五迟、五软、解颅、胎惊
等。

此类人群尽量避免接触致敏物质，
如尘螨、花粉、油漆等，只有调整体质，
适应环境，才能彻底防治过敏性疾病的
发生。要注意饮食，忌食鱼腥发物。常
用的药物有防风、蜂房、荆芥、苦参、蝉
衣、白藓皮、蛇床子等。

很多人可能是复合体质，尤其是药
物调养的内容，一定要谨遵医嘱。特禀
体质情况更复杂，要根据相关体质特征
予以调养。

（作者供职于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医
药卫生学院）

皇甫谧（公元215年~公元
282年），字士安，西晋安定朝那
（今甘肃省灵台县）人，魏晋时
期杰出的医学家、文学家和史
学家，著有针灸学专著《黄帝三
部针灸甲乙经》。

童年时期的皇甫谧随叔父
迁居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
年至 20 岁仍不好学，终日游
荡。他虽然不务正业，但生性
孝顺，但凡在外面得到好吃的
东西总是拿回家孝敬婶母。
婶母常两泪规劝皇甫谧：“孝
莫大于欣亲，你现在年过20岁
还不入正道，怎能让我感到欣
慰呢？端正品好，研修学问，
受益的是你自己呀！”皇甫谧
听了婶母的一番话后终于被
打动，便暗下决心痛改前非。
拜同乡人席坦为师，苦读儒
学，钻研学问，常带书务农，博
览典籍。

皇甫谧一生经历了东汉、
曹魏和西晋三个朝代，目睹了
朝代的更替。官场里的黑暗导
致百姓流离失所，疾病流行，使
他心中感慨万千，决心献身医
学，不与统治阶级为伍。他曾
多次婉拒魏晋朝廷的征召，始
终不肯出任官府要职，并著有

《释劝论》表明心志。
皇甫谧42岁时病魔突然降

临在他身上，经医生切脉诊断
他患了风痹之疾，半侧身体麻

木，饱受疾病折磨。这场大病
加深了他对医学重要性的认
识，于是潜心学医，勤求古训，
习览经方。虽然说风痹病严重
影响了他的生活，但他是个有
毅力的人，一方面坚持用针灸
治疗自己的病，另一方面开始
自学针灸。在研读了《黄帝内
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医
书后，他就在自己的身上试针，
有些穴位扎不到，就叫家人帮
助。坚持数年后，他病情有所
稳定，从此对针灸治病有了信
心，对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
由于主要是用针灸治疗自己的
病，所以他从事医学方面研究
的时间最多，也有了一定的经
验。

公元259年前后，皇甫谧撰
写了我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针
灸名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
经》。全书集西晋以前针灸学
之大成，比较完整地保存了《黄
帝内经》等古典医籍的精华。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共 12
卷，前6卷论述医学基础知识，
后6卷论述各种疾病的病因、病
机、证候、选穴及预后等，记述
了 200 多种病证的 500 多个针
灸治疗处方。

虽说针灸起源很早，古代
医家擅长针灸，医学典籍都有
对针灸的介绍，但直到《黄帝三
部针灸甲乙经》问世后，才比较

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针灸的
理论和经验，对我国的针灸学
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后代
的针灸学著作，都是在它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宋时期都以《黄帝三部
针灸甲乙经》作为针灸学科教
材使用，自唐代以来，《黄帝三
部针灸甲乙经》先后传到日
本、朝鲜等地，并被列为医学
经典。这部著作为后世针灸
治疗的发展及针灸学的专科
化奠定了基础，历代太医院都
将 其 列 为 针 灸 学 的 必 修 读
物。直至今日，《黄帝三部针
灸甲乙经》的许多内容都被选
入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
材，国际针灸学会还将其列为
必读之书，为培养国内外的针
灸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
它的影响之深远。

皇甫谧博学多才，他不仅
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医学家，还
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
的很多著作在我国文学界和史
学界有着重要的地位。

公元 282 年，67 岁的皇甫
谧悄然逝于他的家乡。后人为
了纪念皇甫谧在医学、文学和
史学上的杰出贡献，特地在他
的家乡建造了一座“贤人祠”，
以示缅怀纪念。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
医院）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所创立的中医体质辨识，被列为国家标

准在全国推广，成为养生和健康体检的重要依据。该标准将体质分为平和体质、气虚体质、阳虚体

质、阴虚体质、痰湿体质、湿热体质、血瘀体质、气郁体质、特禀体质。每个人的先天禀赋不一，所处

环境各异，日常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只有认清自己的体质，才能有针对性地养生。

信阳淮河骨科医院诚聘医界精英

广告

信阳淮河骨科医院（原工区路四里棚骨科医院）始建于
2005年，是一所集医疗、康复为一体的二级专科医院。信
阳市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原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河南省城镇居民（职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信阳市
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现因业务发展需要，高薪诚聘康复医学科、重症医学
科、急诊科、骨科、医学影像科、B超、检验科、护士等医疗专
业人员。真诚欢迎医界同仁前来合作发展！

联系人：杨劲松 联系电话：13939715700
地址：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56号

很久以前，有一个妇女产后一直血瘀腹痛，
面黄体虚。儿子长大后，十分孝顺，到处为母亲
求医治病。

一次，有一位采药人卖了几包草药给他。
他给母亲服用后，母亲竟有十多天没犯病。他
非常高兴，又去央求卖药人再给几服药。卖药
人看他求药心切，便想趁机敲诈，要他先付500
斤大米，十两银子。可是一贫如洗的穷人家哪
有这么多银子。他灵机一动，假意答应筹集银
粮，采药人听罢，立即上山采挖草药去了。于
是，他悄悄地尾随采药人，过山坡，涉小河。见
采药人采了草药，又把药草的花和叶子丢在河
里，回村去了。他赶紧跳下河去，把花和叶子捞
起，到野外照着寻找，终于找到了那种叶子像手
掌，开红花或白花的草药。

他刚到家，采药人也将药送来了。药虽已
捣烂，但气味和自己采的一样。过后，他就将自
己采挖来的药洗净，煎汤给母亲服用。过了几
天，采药人又送药来了。他哭丧着脸说：“我东
奔西跑也没有借到钱，我母亲的病只好不治
了。”采药人气得悻悻而归。后来母亲的病竟然

痊愈了。他想到此药能为母亲解除病痛，便称它为益母草。
益母草味辛、苦，性凉，具有活血、祛瘀、调经、消水的功效，用于治

疗妇女月经不调，胎漏难产，胞衣不下，产后血晕，瘀血腹痛，崩中漏
下，尿血、泻血，痈肿疮疡等。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中药传说

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
□李爱军

征 稿
您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说您与中医药的那些事，或

者写一写身边的中医药故事，推荐您喜爱的中医药书籍。
《读书时间》《我与中医》《养生堂》《中药传说》《杏林撷

萃》《中医典故》等栏目期待您来稿！
联系电话：（0371）85967078 联系人：杨小玉
投稿邮箱：5432235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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