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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医医院的医生普遍缺乏中医基础理论知识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基层中

医医院医生缺乏对中医药原始思维的理解和感知，是缺乏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本项目对中医脏腑相表里辩证有新的理论的研究，将

报告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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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临床实践是中医药传承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中医基础理

论是中医医院医生临床指导下的必修课。通过文献检索中医阴阳学

说和藏象学说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中医思维训练、组织管理的长效

机制，保证了中医辩证思维的顺利发展[1]。在分析中医药发展和临

床实践教学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总结中医辨证思维培训门诊对提高

基层中医医院医生临床会诊能力、医患沟通能力和医学思维能力的

积极影响，在临床教学实践中发展中医辨证思维是必要的。本次研

究旨在引导中医医院的医生学习经典，总结阴阳属性，重新思考阴

阳概念，同时在巩固和继承传统中医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演绎出更

加科学的阴阳脏腑理论，寻求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高医生对中

医基础理论的思维和创新能力。 

1.中医基础理论发展概况 

中医基础理论起源于《黄帝内经》，历代医学书籍都包含丰富

的中医基础理论内容，20 世纪 50 年代成立的中医学院和大学设立

了教研室，讲授中医概论和内科讲座课程；到 20 世纪 80 年代，被

明确定义为《中医基础理论》、《内经选读》[2]。20 世纪 70 年代末，

开始从黄帝内经学位项目招收研究生。到 20 世纪 90 年代，被统称

为中医基础理论硕士学位课程，在中医基础肾研究和活血化瘀研究

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3]。60 年来，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建设、

研究生教育和科研逐步形成中医基础理论学科，聚集了大批教学科

研队伍，促进了中医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发展。 

2.中医基础理论思考 

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医学服务于社会的能力也有了大幅度的提

高，这都有赖于医学自身认知思维能力的不断提升，更是依靠富有

创新思维能力的医学专业人才逐渐成长与发展。基层中医医院医生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关系到医学未来可持续发展，关系到爱护大众

生理健康和提高居民生命质量。培养与造就富有创新思维能力的医

学专业人才，这是社会赋予医学专业教育的神圣使命，更是医学教

育需要努力攻克的深奥问题。 

2.1 阴阳学说变革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说到，阴阳是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食物或

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具有父级属性的特点。具体来说从

阴和阳之后变化所产生一切元素都同时继承了这个特点。四象，太

阴、少阳、少阴太阳。这是由两仪演化而来。四象再进一步演化就

产生 了八卦。八卦也分阴阳。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那，阴阳是-一

个大的属性。阴阳源於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源头来于河图与洛书

《易》中，认为万物都有阴阳两个对立面，以阴阳来解释自然界的

各种现象,例如天是阳,地是阴;日是阳,月是阴.阴阳的对立和统--,是

万物发展的根源凡是旺盛、萌动、强壮、外向、功能性的，均属阳;

相反,凡是宁静、寒冷、抑制、 内在、物质性的，均属阴。所谓阴

阳者，一分为二，阴属性的特点：静止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

的、有行的、晦暗的、抑制的；阳属性的特点：运动的、外向的、

上升的、温热的、无形的、明亮的、兴奋的。阴阳的概念在理论中

阐述的非常清楚，鲜亮为阳、晦暗为阴，该理论是存在不确定因素

的，如一个苹果，红色一面为阳，青色一面为阴，向阳一面为阳、

背阳一面为阴，若将红色一面放到下面，青色一面放在上面，那么

得到的结果是青色为阳，红色为阴，这是与基础理论知识相违背的，

因此，在中医基础理论知识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要用于改革创新[4]。

找出更为科学的理论，辅助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如将苹果的阴阳

面，按照地心学说的概念分阴阳，那么，接近地心一面为阴，远离

地心一面为阳，再如，一朵花在树上时，花蕊一面属阳，花蒂一面

为阴，但花有重量后，花蕊向下，花蒂向上，这与中医基础理论的

概念不相符，按照地心学说概念，接近地心一面为阴，远离地心一

面为阳，那么不管花蕊在那一面，都可辨别阴阳[5]。 

2.2 脏象学说的变革 

“脏象学说”又称“藏象学说”、“脏腑学说”，中医的五脏是

指的是心、肝、脾、肺、肾配合六腑形成一个整体。但是中医学的

五脏和西医解剖学的五脏心、肝、脾、肺、肾是不一样的。西医学

的五脏是指的一个具体的器官，而中医学的五脏指的是一个哲学概

念或者一个系统，心主血，肝主筋，脾主运化，肺主气，肾主水。

六腑是中医藏象理论当中的重要内容，是和五脏相匹配的一套人的

器官组织，共同维护人体的健康。具体来说六腑指的是人的胆、胃、

大肠、小肠、膀胱和三焦，和五脏当中的心、肝、脾、肺、肾，还

有心的外围组织心包是互相对应的。可以看到六腑与五脏不同，像

胆、胃、大小肠、三焦这些器官，都是属于空腔的脏器，所以在中

医藏象学理论当中，六腑的特点叫做传化物而不藏，也就是它是人

体气血运行的一个通道，而并不储存、不贮藏任何的精微物质在里

面。所以六腑有自身的生理特点，一定是保持通畅才能保持健康，

六腑也是在临床当中经常用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6]。

脏腑表里的联系为：心与小肠：心主血脉，小肠主化物，心阳温煦

促进小肠的化物。肺与大肠：肺主肃降，促进大肠传导；大肠传导，

有利于肺的肃降。脾与胃：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主升清，胃以

降为和；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脾为阴土，胃为阳土。肝与胆：

肝主疏泄，促进胆汁的排泄，胆汁可以涵敛肝阳、肝气；肝主谋虑，

胆主决断。肾与膀胱：肾的气化促进膀胱的贮尿排尿。那么结合现

代医学发展，中医脏腑相表里的理论需要进一步完善。如肺虽然以

肺泡为主，属中空，但在临床运用上，肺朝百脉，心主血脉，认为

可以相表里，肝主疏泄，胆为储存胆汁器官，功能上和肝脏相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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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认为可以相表里，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可以相表里，胰是有

助于消化，肠是消化后糟粕传导，可以相表里，肾和膀胱相表里。

在解剖学上，胰腺是人体器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医脏腑相

表里中没有体现出来，是中医藏象学说中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重器

官，是中医的发展和指导临床运用的重要理论[7]。 

3.中医基础理论难点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四大

文化瑰宝之一。中医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要勇于突破，敢于创

新。近年来，中医药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培养具有中医药特色、

拥有科研创新能力的中药学高水平专业人才，适应新时代社会需求

的任务迫在眉睫。需将中医基础理论中阴阳对立的概念要进一步优

化和推演，将传统中医理论中的阴阳概念和区分阴阳的参考标准进

一步优化，使阴阳的概念更为科学，更为精准，更有说服力。 

还要将中医基础理论中脏腑分类通过中医脏腑功能和形态重

新定位，脏腑相表里也要重新变革，从而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

相乘等功能重新制定理论，将脏腑重新推演，将脏腑功能和脏腑相

表里提出新的学说。 

4.中医基础理论革新 

4.1 重新定义阴阳对立概念 

中医学有着独特的辨证论治体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

础，结合藏象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等理论基础发展而成

的一门成熟学科。对于中医基础理论阴阳学说的概念重新定义，是

指导中医辩证论治的关键所在，对于中医基础理论阴阳的概念进行

更科学、更有说服力和更精准的指导临床用药是至关重要的。也是

能推进中医药发展的关键所在。主要是通过理论思维，从感觉到经

验和事实，发现新的规律，创造新的理论，同样，作为一个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独立学科体系，中医学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9]。结合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基础理论研究的

方向，即从中医自身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出发，采用实用的传统和现

代研究方法，尤其要在充分把握中医学术本质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思

考和临床实验研究。探索人类生命活动和病理变化的本质，以及它

们的调节规律。不断总结疾病防治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即新经验、

新事实，提出新概念，揭示新规律，创新理论，发展和完善中医基

础理论学术体系，为中医科技进步提供新动力。 

4.2 进一步思考脏腑功能和形态 

中医药高等教育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内经》、《难经》、《伤

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中不但系统阐述了人体与疾病等方

面医学知识，而且蕴涵着大量有关整体观念、天人相应、阴阳五行

等哲学思想和社会人文知识，应当认真学习，并加以掌握[10]。在学

习掌握中医基础理论的过程中，对中医脏腑功能和形态需要进一步

思考，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更加科学、规范、有

说服力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是指导临床辨证治疗和中医应用的基

础。科学的中医基础理论可以更好地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如果中

医治疗疾病的疗效是辩证的、准确的，并且用药得当，那么疗效就

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效果就像打鼓，帮助杯子愈合，也就是说，效

果非常明显。因此，中医基础理论的不断完善，就是中医治疗疾病

疗效的不断优化。它为群众提供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4.3 高水平科学研究 

某一学科建设点的研究不能涵盖中医基础理论的所有研究领

域。因此，在确定学科研究方向时，应根据学科的优势、特点和研

究积累，满足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将研究方向集中在

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建立稳定、可持续的

研究方向。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研究方向的相互作用，使每个方向

都有自己的特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促进。研究方向确定后，

应向各个方向开展科学研究。首先，要做好科研规划。从解决本学

科领域的关键学术问题入手，根据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结合应用学科和科研前沿的需要，制定科学研究计划，使科学

研究不仅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而且具有连续性，对整个学科的研

究方向和发展具有良好的支撑作用。其次，加强科研指导。在科学

研究过程中，组织有经验的学术带头人指导项目的申请和实施，确

保项目申请的成功率和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率，创造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成就，对提高整个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体系发展的学术水平产

生重大影响。最后，在中医基础理论领域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要

打破传统思维框架，探索中医与相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应用

学科的最佳交叉点，开展多学科联合研究，实现自身发展和突破。 

5.结语 

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是在形象思维的指导下构建的。《中医基

础理论》的主要内容体现了这种思维模式。因此，在临床应用和文

献研究过程中，中医基础理论需要大胆创新和衍生。随着阴阳观念

和现代医学的发展，脏腑的功能和脏腑形状结合起来，形成了更加

科学的中医基础理论，阴阳的概念是通过地心论和脏腑外内理论，

通过脏腑的功能和形态，重新演绎和验证的，这在指导用药和中医

辨证方面具有更科学的方法和更准确的效果。提高中医基础理论的

有效途径之一是在教学过程中自觉培养中医医院医生的形象思维

和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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