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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精理论临床价值

张向玉1 张瑞娟1 郭铭嘉1 田永衍2△

摘要: 人体之精虚衰是脏腑功能减退的关键，精的盛衰不仅决定体质差异还影响情志变化，甚至影响发病。先后天之精的不足

与精的失泄异常是精失常的主要表现，伴随而来的是精与气、血、津液、神关系的紊乱。在治疗上，要补精、固精、疏精。探讨《黄帝

内经》中的精理论，以便为相关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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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ficiency of the human essence is the key to the decline in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rnal organs．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the essence not only determines physical differences，but also affects emotional and morbid changes and even morbidity． The deficiency of
essence and the abnormal loss of essence are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sperm disorders，accompanied by disorde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rm and qi，blood，fluids and spirit． In terms of treatment，the essence should be tonified，fixed and drained．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the clinical value of the essence theory in the Huangdi Neijing is to be able to trace the origin in the study of health maintenance
and preven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s well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related clinic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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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养生防治中的精

1. 1 精的盛衰决定体质差异 人的体质由先后天之

精的充养所决定。气血津液是保持良好体质特征的重

要物质基础，而精是人体的根本。《医学衷中参西录·

少阴病当灸及附子汤证》［1］曰: “人身之元阳，以元气

为体质，元气即以元阳为主宰，诚以其能斡旋全身则为

元气，能温暖全身则为元阳”，人身之元阳元气实为人

一身之精，精盛则斡旋温暖全身。精分为先天之精与

后天之精，人的生命依靠先后天之精相互调和而成。

先天之精禀受于父母，承载着父母的遗传物质，若子代

禀受了父母先天之精不足的情况，则会产生先天肾虚

的证型［2］; 后天之精源于自然界清气与水谷之精的化

生而来，一部分变为生殖之精。水谷之精的生成靠脾

的运化，脾弱则水谷之精化生失常。水谷之精充养脏

腑变为脏腑之精，维持脏腑功能的正常发挥。反之，脏

腑功能异常，导致精的来源匮乏，进一步使气血亏虚。

总之，体质的形成取决于先天之精的盛衰，而体质的发

展又依赖于后天之精的影响，故体质是先后天之精多

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精虚体质的治法，

都以护养元气为主。《温病条辨·第三十三条》［3］载:

“此亦阳气素虚之体质，热邪甫退，即露阳虚。故以桂

枝复其阳也”;《温病条辨·第二十八条》［3］载:“大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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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素虚之人，驱邪及半，必兼护养元气，仍佐清邪，故以

参、甘护元阳，而以白芍、麦冬、生地，和阴清邪也”。
1. 2 精的盛衰影响情志变化 《素问·调经论》［4］曰:

“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素问悬解·调经论》记载:

“肝主怒，肾主恐，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寒水旺而风

木衰也”，肝肾同源，精血互生。精的多少间接影响情

志变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4］载: “人有五脏化五

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悬解·天元纪大论七十

五》记载:“人有五脏，化寒暑燥湿风之五气，以生喜怒

悲忧恐”。精可化气，指出五脏精气可产生相应的情

志活动;《灵枢·本神》［5］曰: “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

则恐，实则怒。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

休”。肝藏血，心藏脉，精能生血。心、肝之精虚衰会

发生相应的情志变化。

反之，情志变化亦影响脏腑之精，情志变化过于极

端也可引起脏腑气血阴阳失调。如大喜大惊伤心，大

怒伤肝，过度思虑伤脾，过度恐惧伤肾等。《素问·举

痛论》［4］载:“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

下焦胀，故气不行矣”。《素问悬解·气厥论》曰:“肾主

恐，恐则精不交神，后却而陷流。却则神气离根，奔逆

阻格，而上焦不通”。《灵枢悬解·癫狂》载: “恐伤肾

气，君相失根，故病惊狂笑歌”。在情志活动的产生和

变化中，心肝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情志活动与机体

内外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心主血脉、肝藏血，精血同

源。因此，七情失常，亦影响相应脏腑功能及脏腑之精

的盛衰，从而导致疾病发生。
1. 3 精的盛衰影响疾病发生发展 《素问·金匮真言

论》［4］曰:“精者，身之本也”，五脏之精是一身之根本，

精足则抵御外邪能力强，精亏则百病丛生［7］。《素问·

上古天真论》［4］记载:“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

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此精为有形物

质，是化生气和神的基础［8］。肾精充足则正气强。缺

乏正气是导致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而正气是一种与

邪气相对应的气质，可以帮助人体抵抗疾病的侵袭。

正气的充盛取决于精血津液的充足和脏腑功能的正常

运行，其中精至关重要。《素问·阴阳印象大论》［4］记

载:“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

万物之父母”。《素问悬解》指出: “精者形之魂也，形

者精之魄也”。《素问·玉机真藏论》［4］载: “故邪气盛

者，精气衰也”，《素问悬解》载:“精气，正气也，病胜脏

者，邪胜正也”;《素问·上古天真论》［4］载:“恬淡虚无，

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悬解》载:“恬

淡虚无，神宇不扰，真气自然顺从，精神内守，毫无走

散，病邪安所从来”。精神互用，精神内守是保持防御

外邪的关键。《灵枢·口问》［5］记载: “故邪之所在，皆

为不足”。此外，精的盛衰不仅影响机体发病与否，还

影响病邪深浅，《素问·评热病论》［4］记载:“巨阳引，精

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指出精盛之人，疾

病恢复较快。
2 临床疾病中的精

2. 1 精的失常

2. 1. 1 精虚 精虚，指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均不足，

不能满足机体正常生长与发育之需而产生的病理变

化。先天之精以肾精不足为主，后天之精以水谷精微

不足为主。肾精禀受于父母并充养后天之精，为脏腑

精气之根本。明代孙一奎的《赤水玄珠·论精气夺则

虚》载:“夫精乃脏腑之真，非荣血之比……至若精不

足，则气失资化; 气不足，则血失所荣; 血不足，则气无

所附……是以相生长养之道，精化气，气生神，而皆禀

乎身之脏腑之真也”。肾精化气以促进人体生长发育

及脏腑功能的正常活动。所以，先天之精禀赋不足或

肾精后天的亏耗均可造成肾精亏虚的病理表现，如肢

体厥冷、发育迟缓、男女不孕，精神萎靡等。明代张景

岳《类经·五脏虚实病刺》记载:“肾藏精，精化气，精虚

则气虚，故为清冷厥逆”。

后天之精来源于自然界之清气与脾胃运化产生的

水谷之精相合而成。其中，水谷之精为基础，具有营养

作用，通过脾的运化输布到全身以濡养脏腑及形体官

窍。当饮食来源匮乏或脾胃功能失常，则水谷之精不

足，出现营养不良的临床表现，如面黄肌瘦、疲倦乏力

等症状。总之，精虚的病机以脾、肾功能虚损为主，造

成气血不足及五脏功能失去濡养的表现。《清代名医

医案精华·王旭高医案》载:“治先天当求精血之属，培

后天当参谷食之方”，在临床治疗中，当以此为借鉴，

补脾肾为先［6］。
2. 1. 2 失精 失精是精疏泄失常的病机变化之一，主

要指生殖之精和水谷精微的大量流失。《素问·六节

藏象论》［4］记载: “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
《素问·五脏别论》［4］记: “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

也，故满而不能实”。人体之精闭藏于肾及其他脏腑

中，精的正常疏泄主要依靠肾藏精的功能及肝主疏泄

来完成。在临床中，房劳过度则伤肾，肾主闭藏之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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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导致肾精妄泄，过度则精脱; 劳逸失常则影响脾气固

摄的作用，水谷之精亦随二便妄泄。《格致余论·阳有

余精不足》曰:“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素问

悬解·刺禁论》记载:“木主疏泄水道，刺之太深，疏泄失

藏，故遗溺也”。肝之疏泄太过则造成男子排精过甚及

女子排卵、月经量增多。心理活动的急剧变化亦使人失

精，《素问·疏五过论》［4］记载:“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

气留连，病有所并”。《素问悬解》载: “尝富后贫，忧悴

伤脾，燥动精亡，名曰失精，五脏之气留连，而病有所

并”。《类经·五过四德》载:“尝富后贫者，忧煎日切，奉

养日廉，故其五脏之精，日加消败，是为失精。精失则气

衰，气衰则不运，故为留聚而病有所并矣”。事实上，心

理活动造成失精的根源还是由于五脏之精妄失。

在临床中，失精造成人体正气亏虚。《素问·通评

虚实论》［4］载:“黄帝问曰: 何谓虚实? 岐伯对曰: 邪气

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精气夺，精气失是也; 《黄帝内

经太素·虚实脉诊》载: “风寒暑湿客身，盛满为实，五

脏精气夺失为虚也”。根据精之来源，精之疏泄也分

两种情况: 首先是肾失闭藏和肝疏泄太过造成精的妄

失，常见的临床表现为遗精、滑精、腰膝酸软、耳鸣健忘

等症状，治法应在补肾填精的基础上兼以疏肝; 其次是

脾气虚造成水谷之精运化不及和脾虚失固造成的水谷

之精妄泄，常见的临床表现为少气乏力、小便浑浊如米

泔、面黄肌瘦等症状，治法应以健脾益气为主。同时不

难发现，因精化气，气随精脱，治疗失精病症都要采取

补气固精之法。
2. 1. 3 精瘀 精瘀亦是精疏泄失常的病机变化之

一。主要表现为排精不畅或完全无法排精，可伴有

腰痛，头晕乏力，精道、小腹部疼痛不舒，精索处形成

硬节等症状。引起精瘀的原因无外乎肝肾二脏。若

劳力过度或情志变化则损伤肾精，进而损伤肾气，导

致肾气推动无力使精瘀滞; 另外，情志变化引起肝气

郁结，气机不畅，导致肝主疏泄功能失司，引起排精

不畅而导致精瘀［7］。因血瘀或外伤造成的精道堵塞

亦可形成精瘀，在临床诊治中，应辨证论治，兼顾补

气疏肝化瘀。
2. 2 精与气血关系的失调 首先是精气两虚，指精亏

和气虚同时发生。由于精化气，体虚年老者肾精亏虚，

气化乏源，加之脾肺功能减弱，化生精气减少，可致精

气两虚。气虚日久亦影响肾藏精和脾肺化生后天之精

的功能，最终导致气伤及精，精气两虚。临床中精气两

虚之证，以生长发育迟缓，生殖功能障碍以及虚弱乏力

为主要表现。其次是精血不足，因精血同源，精能化

血，血以养精。精亏则血少，血亏则精耗。精血不足主

要表现在肝肾两脏，在临床中常出现腰膝酸软、面色无

华等肝肾精血不足之证，同时可导致男子精少不育，女

子经少不孕等症状。最后是气滞精瘀，肾气不足与肝

气不疏导致气推动无力是造成精瘀的主要原因。总

之，精气血三者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其发病机制也相

互影响。临床中精与气关系的病理变化为精气亏虚、

气滞精瘀; 精与血关系的病理变化为精血不足、血瘀精

滞; 气与血关系的病理变化为气滞血瘀、气随血脱。精

能化气生血，因此精在三者的关系中至关重要。《外

经微言·精气引血》［8］中陈士铎言:“失血补气，本是妙

理，谁知补精即补气乎。补气寓于补精之中，补精寓于

补血之内，岂是泛然作论者”。
2. 3 精失常的调节治疗 补精，主要补肾精及水谷之

精。肾精亏虚主要影响人的生长发育及生殖功能，可

导致气血化生乏源，常用补肾填精之法; 水谷之精不足

主要影响人的脏腑功能及气血的生成，常用健脾之法。

固精，失精患者主要采用固精法。失精是由于肾气不

固或脾气虚弱导致精随气脱所致。固精当以补脾肾以

摄精。《伤寒杂病论·辨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曰:“失

精家，少阴脉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虚芤迟者，

为清谷亡血失精; 脉得诸芤动微紧者，男子则失精，女

子则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天雄散亦主之”。

疏精之法主要针对精瘀患者，根据精瘀形成的原因当

以益肾疏肝理气为主，兼以通精道、化瘀血。总之，精

失常之病机，与邪正盛衰、阴阳失调一样，是分析各种

临床疾病病机的基础［9］。
3 小结

当人们随着年龄增大，其脏腑、精、气血津液、神、

经络等的生理机制均会逐渐减弱，导致衰老。衰老的

根源在于阴阳失衡、五脏虚弱以及精气不足，而精的失

常将加速人体衰老过程。精的充盛及调节功能正常是

人体健康的基础，在衰老预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探

讨《黄帝内经》中的精理论，将进一步提升中医基础理

论专业对临床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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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对体质的认识

怀智勇1 怀智馨2

摘要:《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论述人体体质的医学著作，但都散在于各个篇章中，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自上世纪 70 年

代以来，现代中医学者们对中医体质辨识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并编写了《中医体质学》教材进入到中医药高等教

育体系。此文旨在通过对《黄帝内经》的重新探究，对其中有关“体质”的记述部分，做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归纳，为体质辨识更好地

在临床应用和科研教学提供理论支持和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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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认为，体质是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

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心理状态方面相对

稳定的个体化特性［1］。
《素问·厥论》记载: “此人者质壮”，其中的“质”，

既有人的外表形态差异，又有人体内在功能活动上的

区别［2］。《灵枢·寿夭刚柔》载: “黄帝问于少师曰: 余

闻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

阳”，明确指出了人在生命过程中会表现出脾气秉性

的刚柔、脏腑机能的强弱、寿命的短长、先天禀赋和后

天状态等显著的个体差异［3］。《灵枢·论痛》也有“筋

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

同”的记载。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首次将体

质学思想运用到临床，提出了“喘家、亡血家、汗家、强
人、羸人”等体质类型，并阐述了体质与发病的关系和

体质与疾病传变的关系［4］。到了明代，张介宾在《景

岳全书·杂证谟》中载:“矧体质贵贱尤有不同，凡藜藿

壮夫，及新暴之病，自宜消伐”。首次提出了“体质”一

词。清代明医叶桂在其著作《临证指南医案》中最先

提出 了“木 火 体 质、阴 虚 体 质、湿 热 体 质、阳 微 体

质”［5］。《中医基础理论》［1］把“体质”设置为专门一

章，“体质”一词便有了现代中医学的含义。近年来，

中医体质学已经成为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中医体质养生学也已经成为国家卫健委“十三五”规

划教材，许多有识之士正在努力构建中医体质学三级

学科［6］。
多年来，各医家的经验总结，体质是一个人多方面

健康水平的体现，具有稳定性与特异性，是一个描述人

体正常状态的生理学概念［7］。
1 《黄帝内经》对体质的分类

《黄帝内经》提倡天人相应、形神合一，通过对人

的精、气、神、色的观察。根据“司外揣内、以表知里、
有诸内，必形诸外”的理论观点，从阴阳五行的变化，

到对人体的体态形质和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等不同的

认识，在阴阳、五行、外在特征、内在功能、情志秉性等

方面对体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8］。
1. 1 根据情志思维 体格秉性分类 《素问·血气形

志》中根据人们的情志意识、思维活动的不同，将体质

划分为五种类型，即: 形乐志乐、形苦志乐、形苦志苦、
形乐志苦、形数惊恐。这里的“形”指外在的形体体

态;“志”指内在的情志心理活动。“形苦”指形体过于

劳苦;“形乐”指衣食无忧、体态丰腴;“志乐”指精神饱

满、无忧无虑;“志苦”指情志不舒、心情压抑;“形数惊

恐”指屡次受到惊恐、形神不安［3］。《灵枢·论勇》根据

人体脾气秉性的不同、脏腑功能的强弱，论述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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