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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运六气的核心是标本中气，标本中气的核心是从本的少阳太阴两经，少阳

太阴主水谷在肠胃生化成营卫气血——神。厥阴从中气少阳主阳生阴长、走肠胃→门静

脉→肝→心→肺→心→百脉路线，阳明从中太阴主阳杀阴藏、走肠胃→脾→肺→膀胱路

线，走营卫两道。所以标本中气主人体的营卫气血等营养物质，不仅是五运六气的核心，

也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 

关键词：标本中气，从化，解剖，生理病理 

 

近年来五运六气成了中医的热门话题，说明五运六气得到了普及，这是中医的一大

幸事。但是，从目前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大家津津乐意谈论的内容都是有关

五运六气中司天在泉推算外感疫病的内容，从历代有关五运六气的书籍看也是如此。然

而，五运六气的内容有司天在泉和标本中气两大部分，对于标本中气的实质内容论述太

少了，其中只有金元大家张子和的《标本中气歌》概括的最好，其次是清代从张志聪开

始到唐容川等医家把标本中气理论运用到注释《伤寒论》中。笔者摄取历代医家的精华，

将其与人体解剖知识结合起来，从生理病理方面作了最新阐释，详见下文。 

一、《黄帝内经》对标本中气理论的提出 

    五运六气理论的两大内容：司天在泉和标本中气。今天重点讲标本中气。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 

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故从本者化生

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 

这是从化问题，从化可以分为三类： 

1、少阳太阴从本两经——同气相求 

   少阳保持着人体正常的基本温度，太阴保持着人体正常的基本湿度，这是万物生存

的基本保障。 

 2、厥阴阳明从中气 

厥阴（风木）从中气少阳相火从肝胆而主春阳升浮，在左。 

阳明（燥金）从中气太阴脾湿而主秋阴沉降，在右。 



经言：“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 

3、太阳少阴从本从标 

主冬夏阴阳盛极转化。阳盛主火，阴盛主水。经言：“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 

二、标本中气理论的生理解剖基础知识 

既然标本中气理论这么重要，那么标本中气理论有没有生理解剖基础呢？有。现从

生理解剖图说明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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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太极三部六经体系太极图

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
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
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

 

三、标本中气理论创建了四大生理系统 

    1、从本的少阳太阴黄庭太极系统，火湿为本生营卫气血——“神”。 

2、从中气，少阳与厥阴互为表里，风火相值——主阳气升浮。 

3、从中气，阳明与太阴互为表里，燥湿互济——主阴气沉降。 

4、从本从标，太阳与少阴互为表里，寒热互相调制——主阴阳转化。 

这四个系统是人体生理病理的基本建构。 



 

    四、标本中气的病理 

    1、二至病 

水火之极在冬至、夏至，“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云“少

阴太阳从本从标”而生二至病。 

《伤寒论·辨脉法》是这样描述这种现象的：“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

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著复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

能胜热，故欲裸其身。” 

2、阴阳反作 

所谓“阴阳反作”，是指逆阴阳生理现象的病理概念，如“阳生阴长，阳杀阴藏，

阳化气，阴成形”是讲生理，逆之则出现阳不生阴不长、阴不降阳不藏的病理现象。故

云“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䐜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素问·四

气调神大论》则说：“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春三月……逆之则伤肝，夏为寒

变。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秋三月……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清气本该上

升而不升，浊气本该下降而不降，此即是“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可说是阴阳异位

的逆从。 

《灵枢·九宫八风》其病理当是肝燥、肺湿、心寒、肾热。 

（见下图） 

 



 

3、阴阳更胜 

经曰：“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 阳胜则身热……能冬不

能夏。阴胜则身寒……能夏不能冬。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 

    一年六个时间段的主气，上半年春夏阳仪系统是风、热、火，其性属阳为阳，下半

年秋冬阴仪系统是湿、燥、寒，其性属阴为阴。 

按其五行生克规律说，阴邪伤人阳仪阳气，阳邪伤人阴仪阴气，可用下图表示。 

 

七、小结 

《黄帝内经》标本中气理论从人体生理解剖基础上说，根源于消化系统及其输布运

化，而非纯粹思辨的结果。 

从本的二经少阳太阴最为重要，少阳太阴火湿保证了人体的基本温度和湿度，太阴



脾湿在少阳三焦相火的主导下主肠胃饮食生化营卫血气而生神。黄庭太极少阳太阴的生

理功能是主气和饮食的开阖出入以及神的升降出入。 

厥阴从中气少阳，风火相值，生发阳气主升。从中的厥阴阳明主左右阴阳升降，体

现了“阳生阴长，阳杀阴藏”的自然规律及生理现象。在病理上则为阴阳反作和阴阳更

胜。 

阳明从中气太阴，燥湿相济，生发阴气主降。该系统的主要生理功能是通过天地合

气（“肺天食人以五气，脾地食人以五味”）化生胃气、神气和真气。 

太阳少阴从本从标，寒热互相调制，主阴阳盛极转化，不转化则亢害。该系统在生

理上主阴阳转化，即左阳从春厥阴肝木上升，至夏天太阳心火盛极而转化，右阴从秋阳

明肺金下降，至冬天少阴肾水盛极而转化。在病理上可形成二至病，太阳从本从标有寒

化热化，少阴从本从标也有寒化热化，所以多见寒热同病。 

总之，《黄帝内经》五运六气标本中气理论从人体生理解剖基础上说，根源于消化

系统及其输布运化，而非纯粹思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