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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学说的地位



《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用以认识解

释自然界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阴阳五行学说的重要性

阴阳五行学说蕴含着万物生长发展之道，指

导古代医家认识人类身体内部运行情况及规

律，并在现代疾病诊疗、保健和养生中仍发

挥着积极作用。

阴阳五行学说的作用

阴阳五行学说的地位



02

阴阳学说



阴阳的最初含义

阴阳最初是指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阴）与阳

光照射到的地方（阳）。

阴阳的哲学含义

在哲学上，阴阳指事物相对、相反但又合和、

统一的属性。

阴阳的基本概念



阴阳平衡与健康

阴阳平衡是维持人体健康的重要条件，一旦阴阳失衡，就会导致疾病的

发生。

阴阳与有形物质

在《黄帝内经》中，阴阳化生清气和能量，构成有形的物质。

阴阳在人体中的应用



阴阳之间存在互根、互动、互制、交感、转化等

关系。

阴阳互根

阴阳互根，即阴阳之间相互依存，互为根据和条

件。

阴阳互动

阴阳互动，表现为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如阴阳消长、阴阳升降等。

阴阳消长

阴阳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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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中，木、火、土、金、水代表五种

基本元素，相互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

五行

五行最初指五种具体的物质，后来演变为五

种基本功能属性，即润下、炎上、曲直、从

革、稼穑。

五行配属

五行的基本概念



五行在人体中的应用

五行与五脏相配

黄帝内经将五行与人体五脏相配，以解释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

五行的相生相克

木生火，对应肝生心；火生土，对应心生脾；土生金，对应脾生

肺；金生水，对应肺生肾；水生木，对应肾生肝。

五行的相乘相侮

五行之间存在相乘相侮关系，即一行过于强盛或衰弱时，会对其

他行产生过度的克制或反制作用。



五行平衡

五行之间通过相生相克来维持平衡，当五行之间的关系出现异常时，就会导致

人体脏腑功能的失调和疾病的发生。

乘侮关系

黄帝内经提到了五行之间的相乘相侮关系，即当某一行过于强盛或衰弱时，会

对其他行产生过度的克制或反制作用。

五行的相互作用



04

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中的应用



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中的应用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基础
阴阳五行学说不仅是中医理论的基础，也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的重要工具。

阴阳五行学说分析症状体征
中医医生通过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分析患者的症状和体征，判断其病因病机，从而制定相应的治

疗方案。

阴阳五行学说指导养生保健
在养生保健方面，阴阳五行学说也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和方法，通过调节饮食起居、情志活

动等，保持阴阳平衡和五行调和，以达到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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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中如何应用于疾病

诊断和治疗



中医通过观察患者面色、舌苔、脉象等外在表现，结合症状描述，判断体内

阴阳平衡状态及五行属性偏盛偏衰。

阴阳失衡

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分析患者脏腑功能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肝木过

旺可能克伐脾土，导致脾虚不运等。

五行偏盛偏衰

诊断判断



治疗原则

调和五行

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

灵活运用“抑强扶弱”的策

略，如肝木过旺克脾土时，

可疏肝健脾；肺金不足难制

肝木时，可补肺平肝等。

调整阴阳

针对阴阳失衡的情况，采取

“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的

方法，阳虚者温阳散寒，阴

虚者滋阴降火，以恢复阴阳

的动态平衡。



中药性味归经与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相关，医生在选药时会根据患者的病机和药物的

属性进行配伍。

药物寒热温凉四性对应于阴阳属性，酸苦甘辛咸五味则与五行相应，如寒性药物多

入阴分，治疗热性病证。

药物选用

热性药物多入阳分，治疗寒性病证。药物归经是指药物对机体某脏腑经络具有选择

性作用，根据五行学说，药物可归入相应的脏腑经络，以增强疗效。



饮食调养

根据季节变化和个体体质差异，合理安排饮食。如春季养肝宜食辛甘

发散之品，秋季润肺宜食酸甘滋润之物。

起居有常

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避免过

度劳累和熬夜等。

情志调节

保持心情愉悦、情绪稳定。通过调节情志活动，使五脏安和、气血顺

畅。

预防养生



脏腑相生相克

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脏腑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

系。

脏腑功能协调

中医强调脏腑功能的协调统一。在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下，调节脏腑功

能之间的平衡关系，保持人体健康状态。

脏腑关联



感谢您的观看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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