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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治療用藥基礎理論 (一~四) 講義 
鄭喩仁 

 
 
 
中醫治療用藥基礎理論：理、法、方、藥 
 
 
理：生理、病理… 

生理：陰陽五行、五臟六腑、奇恆之府、氣血津液、經絡 
病理：病因、病雞、防治原則、臨床各科 
 

法：四診、八綱、八法… 

 
方：十劑、八陣、醫方… 

 
藥：本草… 

 

 
（一）基礎理論 
 

陰陽和五行學說，是中醫藥學術最基本的理論基礎。它貫串在整個醫學的

各方面，無論對生理、病理、藥物、診斷、治療、預防…等等的理解，都不能

脫離這一思想體系。 

 

 

1、陰陽： 
 

陰陽的基本規律： 
 
(1)陰陽的相對性 
《素問 陰陽應象大論》積陽為天，積陰為地。 
《素問 陰陽離合論》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 

 
(2)陰陽的統一性 
合之為一，分之為二，既對立而又統一的一個整體。 
 
(3)陰陽的轉化 
《素問 陰陽應象大論》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 
 
(4)陰陽的相對平衡 
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 
孤陰不生，獨陽不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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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的首要關鍵，就是辨別陰陽。素問陰陽應象大論：「善診者，察色按

脈，先別陰陽。」，關於陰證、陽證的概念，列表如下： 
 

 

 陰  證 
身體惡寒、四肢發冷、喜歡溫暖、口不渴、大便清稀、小便清

長、神智清醒、喜歡閉目不語、呼吸微弱、脈沉或遲 

 陽  證 
身體發熱、喜歡陰涼、口渴要喝水、大便秘結、小便黃赤、神情

煩躁、開目好動多言、呼吸氣粗、脈浮或數 

 

 

而中藥的一般運用，有升降、浮沉、四氣、五味等規律，也都是在陰陽學

說的思想指導下產生的。例如：素問陰陽別論：「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

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 

 
 
 

2、五行： 
 

五行 木 火 土 金 水 

季節 春 夏 長夏 秋 冬 
方向 東 南 中央 西 北 
五氣 風 熱 濕 燥 寒 
臟 肝 心 脾 肺 腎 
腑 膽 小腸 胃 大腸 膀胱 
在體 筋 血 肉 皮毛 骨 
在竅 目 舌 口 鼻 耳 
在志 怒 喜 思 憂 恐 
所藏 魂 神 意 魄 志 
五色 青 赤 黃 白 黑 
五味 酸 苦 甘 辛 鹹 
五聲 呼 笑 歌 哭 呻 
五液 淚 汗 涎 涕 唾 

 
 
 
（二）生理 

五臟六腑，是人體內臟的主要器官。五臟是：肝、心、脾、肺、腎。六

腑是：膽、小腸、胃、大腸、膀胱、三焦。此外還有一個心包絡，它是心臟

的保護者，和心有密切相依的關係，所以也附屬在五臟之內，而總稱為「十

二官」。中醫所說的臟腑，不是指臟器的實質，而是指功能活動及臟器間反

映出的許多相互密切聯繫之生理、病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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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出處：衛福部官網) 

個人體質上的寒熱差異，以下表稍加介紹以方便大家的瞭解及簡易的

判別： 

寒冷體質 

臨床表現為面色蒼白、手足冷、不愛說話、精神萎

靡、容易出汗、大便稀、小便清白、唇色淡、口淡無

味、舌質淡、甚苔白潤、虛弱等。這類體質的人飲食

上以選擇偏溫熱者為宜。 

溫熱體質 

實熱 
高熱、煩燥不安、口渴、臉色比較紅、小便量比較

少、顏色比較深、大便容易秘結等。 

虛熱 

低熱、手足心熱、煩燥、尤其黃昏的時後特別明顯，

唇紅口乾、甚質嫩紅或絳乾無苔，大便燥結、小便黃

少、脈細數等。通常是因慢性疾病末期、身體消耗太

多元氣、體液不足，自主神經系統機能不平衡而造成

交感神經相對興奮或更年期、慢性病的徵兆，就是一

般所說的「虛火」。溫熱體質的人就不適合服用溫熱

性質的飲食，反而吃一些寒涼滋潤的食物對他們特別

有幫助。 

 
附圖一：中藥許可證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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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出處：衛福部官網) 
 

以孕婦為例，懷孕當時因為有胎兒的負擔，所以體質通常偏熱；而產

後因為生產時的消耗及身體恢復期的需要，因此體質又會偏寒。還有一些

小朋友，容易夜尿，常因體質偏寒，這個時後父母就不要再給他吃太多寒

涼性質的瓜果或蔬菜，如西瓜、香瓜、冬瓜、白菜、莧菜等，反而該給他

多吃龍眼、南瓜、糯米粥會更好。  

以下將常見食物依其寒熱屬性加以分類，供生活上之參考： 

 
水果類 

寒涼性 
西瓜、楊桃、香蕉、奇異果、香瓜、柿子、柚子、李

子、枇杷、梨子、草莓、葡萄柚、桑椹、蕃茄 

平和性 
梅、鳳梨、芒果、葡萄、椰子、蘋果、檸檬、甘蔗、

釋迦、加州李、菠蘿蜜、無花果、木瓜、棗子、柳橙

溫熱性 
龍眼、杏仁、桃子、荔枝、櫻桃、橄欖、金棗、蕃石

榴、榴槤 

 
蔬菜類 

寒涼性 

蘆薈、蘿蔔、蓮藕、筊白筍、海帶、紫菜、苦瓜、竹

筍、豆腐、絲瓜、萵苣、菠菜、白菜、冬瓜、莧菜、

茄子、芥菜、芹菜、芥藍菜、黃瓜、空心菜、紅鳳

菜、油菜、包心白菜、荸薺、豆薯、甘薯菜、金針

菜、黃豆芽、瓠子、枸杞葉、落葵、綠豆、薏苡仁、

麵筋、麥粉 

平和性 
甘薯、蠶豆、木耳、馬鈴薯、香菇、菱角、花生、玉

米、胡蘿蔔、甘藍、洋菇、豌豆、黑豆、黃豆、菜豆

溫熱性 
南瓜、蔥、韭菜、生薑、洋蔥、糯米、茼篙、芫荽、

茴香、九層塔、大蒜、辣椒、胡椒、芥末 

 
中藥類 

寒涼性 
菊花、決明子、薄荷、仙菜、西洋參、人參鬚、青草

茶、苦茶、菊花茶、洛神花茶 

平和性 
靈芝、蜂蜜、山藥、蓮子、白木耳、芝麻、枸杞子、

百合、四神湯、清補涼湯 

溫熱性 
山楂、酒、醋、栗子、核桃、當歸、人參、黃耆、四

物湯、十全大補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