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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教育部批准的七年制“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供高等中医药院校七年制中医学（包括中西
医结合）等专业学习使用，亦可供中医基础专业研究生，或中医学各专业学习中医者参考使用。
    中医基础理论属于中医学的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中医学认识、辨析事物的
方法，掌握中医学藏象、精气血津液、经络、体质、病因、病机、五运六气与防治原则等中医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为今后学习中医学其他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教材的编写系根据七年制的培养目标，结合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和七年制学生“高质-初学”的特点
，坚持“启蒙”与“新”、“深”、“精”有机结合的编写思路，突出与五年制教材的区别和联系，
重在的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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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气运动失常的表现形式　　气的运动正常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气必须有通畅无阻的运动，
二是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之间必须平衡协调。
这种状态称之为“气机调畅”，属于生理状态，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
当气的运动受阻而不畅，或升降出入之间失去协调平衡时，称为“气机失调”，这种状态属于病理状
态。
由于气的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气机失调也有多种表现，常见的有：气的运行受阻而不畅通时
，称作“气机不畅”，如肝气不舒等；受阻较甚，局部阻滞不通时，称作“气滞”，如肺气郁滞、肝
气郁滞、脾胃气滞等；气的上升太过或下降不及时，称作“气逆”，如肝气上逆、肺气上逆、胃气上
逆等；气的上升不及或下降太过时，称作“气陷”，如中气下陷等；气的外出太过而不能内守时，称
作“气脱”，如气随血脱、气随液脱等；气不能外达而郁结闭塞于内时，称作“气闭”。
　　四、气的生理功能　　气对于人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既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之一，又是推动脏腑功能活动的动力，从而起到维系生命进程的作用。
人体之气的生理功能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动作用　　气的推动作用，是指气具有激发和促进作用。
气是活力很强的精微物质，能激发和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激发和促进各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生
理功能，推动血液的生成、运行，以及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等。
如元气能够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机能以及各脏腑组织的功能活动。
血的生成和运行，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是涉及多个脏腑的复杂生理过程。
但从气对血和津液的作用而言，气能促进血和津液的生成，故有气能生血、气能生津之说；气具有推
动血和津液运行全身的作用，而有气能行血、气能行津之说。
　　当气的推动作用减弱时，可影响人体的生长、发育，出现生长发育迟缓或早衰；可使脏腑、经络
等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减退，出现血液和津液生成不足，运行迟缓，输布、排泄障碍等病理变化。
　　（二）温煦作用　　阳气气化产热是人体热量的来源。
气能维持人体体温的相对恒定，维持人体各脏腑经络组织等正常的生理活动，维持人体精血津液等液
态物质正常的循行和代谢。
　　发挥温煦作用的气是人身之阳气，若阳气不足，产热过少，则可见虚寒性病变，表现为畏寒喜暖
，四肢不温，体温低下，脏腑生理活动减弱，精血津液代谢减弱，运行迟缓等。
　　（三）防御作用　　人体的防御作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气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
中医学用气的观点解释人体疾病的发生，即“正气”和“邪气”两个相对的概念。
多数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就是邪气作用于人体，正气抗邪，相互斗争的过程。
　　分布于肌表的卫气能护卫肌表，抵御外邪。
皮肤是机体的藩篱，具有屏障作用。
肺合皮毛，肺宣发卫气于肌肤皮毛，从而发挥防御外邪侵袭的作用。
邪气侵入机体之后，机体的正气奋起与之抗争，邪气迅即被驱除体外，使机体不能发生疾病，或发病
轻微。
在疾病之后，邪气已微，正气来复，此时正气促使机体阴阳恢复平衡，则使机体病愈而康复。
　　总之，正气旺盛，气的防御作用正常，则邪气不能入侵，或致病轻微，即所谓“正气存内，邪不
可干”。
反之，则易感多病，治亦难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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