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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阐发“肾藏精”藏象理论的概念体系，传承和创新肾藏象理论，提高中医基础理论学术水平。方法：采用４部关于
中医药学名词术语标准化学术著作，整理“肾藏精”藏象理论的相关概念（不包括相关中药、方剂），并依据中国先进的文化基因

和中医学理论体系及其临床实践，研究“肾藏精”藏象理论概念体系的层次结构，并加以解析。结果：“肾藏精”藏象理论的相关

概念１８５条，分为三个层次结构，即“道”“象”“器”，形成概念体系。“道”属于哲学层次，以规律、法则为重点，属于抽象逻辑范
畴。“肾藏精”藏象理论概念体系之“道”，即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核心所构建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法则。“象”属于

理性层次，反映和认知事物的本质和联系，属于理性认识范畴。中医肾藏象理论即肾的“天人合一”之象、“形神合一”之象、“体

用合一”之象，肾的生理特性和生理功能正是在“象”的理性层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器”属于物质层次，包括以肾为中心

的脏腑、形体、官窍以及生命物质的肾系统。结论：“肾藏精”藏象理论是具有中国文化基因、层次结构明晰、概念内涵丰富的概

念体系，对于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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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肾藏精”藏象理论体系突出体现“天人合
一”“形神合一”“体用合一”的特点，涉及不同知识单

元的概念、不同层次的概念结构，形成“肾藏精”藏象

理论概念体系。本概念体系覆盖以肾为中心，配合相

关的自然属性、生理特性、生理病理功能、相关脏腑组

织、形体官窍、精神情志、气血精津液及等整个肾系统。

１　概念、概念结构及概念体系
概念是对特征的独特组合而形成的知识单元，包

含内涵与外延。内涵指反映在概念内的事物的本质属

性，外延是反映在概念中具有本质属性的一切事物，主

要指概念的范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称为涵义和适用

范围。在人类对事物的认知过程中，抽象出感知的事

物的共同本质属性及特点并加以概括，即感性认识上

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是词或词

组。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变化，人对事物

的认知也不断变化，随之概念内涵与外延也产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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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结构，是人们通过对事物的经验及认识对于

概念及概念体系的整理方式。概念具有一定的特征，

概念与概念之间有一定的上下级类属关系，从而形成

不同的概念层次。层次越高的概念，其抽象概括的水

平也越高。不同的概念层次，依据逻辑关系，组成概念

结构。事物之间的概念是相互联系，形成网络，从而构

成整个事物的认知过程。

概念间的基本关系可以分为层级关系和联想关

系。层级关系包括“属 －种”“整体 －部分”等［１］。概

念结构一般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即常识性质的概念、

科学性质的概念和哲学性质的概念［２］。

概念体系由一组相关概念以及概念结构所构成，

用以解释与说明理论及事物。概念体系一般以概念层

次结构为骨架，形成概念层次树，自上而下，越分越细，

体现较好的逻辑关系、序列关系、关联关系以及联想关

系等。

２　“肾藏精”藏象理论概念体系及其层次结构
２１　“肾藏精”藏象理论概念体系　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北京：ＧＢ／Ｔ
２０３４８１－２００６）、《中医药主题词表》（曾大方等北
京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７）、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中医药学名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中医病
证诊断疗效标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学术
界权威著作，整理“肾藏精”藏象理论的相关概念（不

包括相关中药、方剂）１８５条。
２１１　“肾藏精”藏象理论的哲学基础、生理活动等相
关概念　１）涉及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９条）：精气，先
天，原气（元气），元精，真气，元阳，元阴，真阳，真阴。

２）涉及“肾藏精”相关概念（１５条）：精，肾，肾精，
先天之精，后天之精，肾气，肾阳，肾阴，命门，命门学

说，命门之火，命门之水，相火，相火论，天癸。

３）涉及肾的生理功能的概念（１４条）：肾藏精，藏
精气而不泻，肾主封藏，身之本，肾主先天，肾为先天之

本，肾主水液，肾主纳气，肾主生殖，肾生骨髓，肾主技

巧，肾藏志，肾主恐，肾恶燥。

４）涉及相关解剖形态、体表组织、官窍等系统联系
的概念（１４条）：精窍，精室，肾之府，骨之余，水轮，耳
背肾，肾上腺，肾俞，肾华在发，肾开窍于耳，肾开窍于

二阴，肾主耳，肾主骨，肾主唾。

５）涉及相关经络的概念（２条）：足少阴肾经，足少
阴肾经所属穴位。

６）涉及到相关脏腑关系的概念（９条）：肾合膀胱，
肝肾同源，水火既济，心肾相交，水火共制，乙癸同源，

肺肾相生，金水相生，精血同源。

２１２　“肾藏精”藏象理论相关因、机、证、治的概念
１）涉及到与肾相关病因病机的概念（４５条）：肾系

病机，肾病病机，惊恐伤肾，精脱，肾精亏损，肾精不足，

精气夺，精气夺则虚，肾虚髓亏，肾阳亏虚，肾阳虚损，

元阳亏损，命门火衰，命门火旺，相火妄动，命门水亏，

肾阴亏虚，肾阴虚，肾水不足，肾气不固，肾气不足，肾

气虚，肾气亏虚，肾虚不固，肾水不固，肾不纳气，肾虚

寒凝，肾虚寒湿，肾虚水泛，肺肾气虚，肺肾两虚，肺肾

阴虚，肝肾不足，肝肾亏损，肝肾阴虚，肾虚肝亢，水火

不济，水不涵木，脾肾不足，脾肾亏虚，脾肾两虚，脾肾

阳虚，心肾不交，心肾阳虚，心肾阴虚。

２）涉及与肾相关病证的概念（４３条）：肾系症状，
小便夹精，滑精，梦遗，遗精，失精家，精癃，肾痨，肾囊

风，肾痈，肾岩，肾癌，肾著，肾水，肾病辨证，肾及膀胱

辨证，肾系病证，肾虚型，肾亏型，肾精不足证，肾精亏

损证，肾精亏虚证，精气亏虚证，肾气不固证，肾气虚

证，肾虚寒湿证，肾虚髓亏证，肾阳虚水泛证，肾阳虚

证，命门火衰证，肾阴虚证，肾阴阳两虚证，肾阴虚火旺

证，相火妄动证，肺肾气虚证，肺肾阴虚证，肝肾不足

型，肝肾亏损证，肝肾阴虚证，脾肾两虚证，脾肾阳虚

证，心肾不交证，心肾阴虚证。

３）涉及与肾相关治法的概念（３４条）：补肾，滋肾，
补精填髓，补肾摄精，补益精髓，滋补肾精，补肾阴，补

肾壮阳，温补肾阳，补命火，补肾气，壮水制阳，清泻相

火，涩精止遗，缩尿止遗，益气摄精，补肾安胎，补肾调

经，补肾明目，补肾纳气，补元气，补益肾气，温肾利湿，

温肾散寒，补益肝肾，补益脾肾，补益心肾，温补脾肾，

滋补肺肾，滋补肝肾，滋补肾阴，滋补心肾，滋水涵木，

交通心肾。

２２　“肾藏精”藏象理论概念体系的层次结构　依据
中国先进的文化基因和中医学理论体系及其临床实

践，本研究将“肾藏精”藏象理论概念体系分为三个层

次结构，即“道”“象”“器”［３］。

２２１　“道”的哲学层次　老子提出“道”“象”“物”
等哲学思想。如《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唯

恍唯忽。忽恍中有象，恍忽中有物”。道是自然界事物

及现象发生、发展、变化规律，其统领包罗物、象。《易

传·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所谓“形而上”，是

指抽象的规律及原则。《易传·系辞上》：“一阴一阳

谓之道”，阴阳代表事物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种属

性。

《老子》《易经》之论“道”，即本原、自然、法则。

道，超乎形体，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性联系，以

规律、法则为重点，属于抽象逻辑范畴。而万物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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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两种属性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变化规律。

“肾藏精”藏象理论概念体系之“道”，即以精气学

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核心所构建的基本规律和基

本法则。

２２２　“象”的理性层次　象，即意象、征象。如《老
子·第十四章》：“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

恍”。《韩非子·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

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

也”。

象，以物象为基础，从直观到类比、从感性到理性，

反映和认知事物的本质和联系，属于理性认识范畴。

此处论“象”，与中医象思维之“象”的含义有所不

同［４］。

基于“肾藏精”藏象理论概念体系之“道”，建立中

医肾藏象理论之“象”，即肾的“天人合一”之象、“形神

合一”之象、“体用合一”之象，肾的生理特性和生理功

能正是在“象”的理性层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

２２３　“器”的物质层次　《易传·系辞上》：“形而下
者谓之器”。所谓形而下，即指具体有形的事物。

“器”，即器物，有形、可见、有象，《易传·系辞上》：“见

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象为事物反应的外在征象，

“器”是在“道”的指导下所关联呈现的具体事物。物

由道而生，由无到有，由有而无。

基于中医肾藏象理论之“道”和“象”，体现于人体

形态结构之“器”，即人体内具有某种独立生理功能的

形态结构，从而构成脏腑、形体、官窍以及生命物质的

肾系统。

现代关于肾本质的研究，如从下丘脑一垂体一靶

腺轴研究肾阳虚的本质，从系统生物学研究肾虚与衰

老，从干细胞及其微环境研究肾藏精理论等，探究相关

生物学基础和科学内涵，是对中医肾藏象理论研究的

不断深入和创新。［５］

３　“肾藏精”藏象理论概念体系的解析
３１　“肾藏精”藏象理论之“道”
３１１　肾为牝脏，属阴，为阴中之太阴　牝、牡乃阴阳
之代名词，即雌性之牝为阴，雄性之牡为阳。《灵枢·

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肾为牝脏。”后代医家多将阴

阳、五行相互配合而论。如明·张介宾《类经二十卷·

针刺类十七》：“肾属水，为阴中之太阴，故曰牝脏”。

肾阴阳属性为阴，肾为阴脏，阴阳中又分阴阳，肾

为阴中之阴，《素问·金匮真言论》中提到“腹为阴，阴

中之阴，肾也”，另《素问·六节藏象论》中将五脏阴阳

以太、少划分，王冰等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六

节藏象论》中称肾为“阴中之少阴”，宋·林亿《新校

正》、《黄帝内经太素·五藏命分》及《针灸甲乙经·十

二原》均以“肾为阴中之太阴”论。以肾与肺相较，肾

在膈以下，通于冬气，主封藏；而肺在膈以上居于阳位，

通于秋气，主肃降，故肾为阴中之太阴，而肺为阳中之

少阴。如果说肾为“阴中之少阴”，少阴，当为从足少

阴肾经而论。

３１２　肾属水　肾五行属水。《吕氏春秋·十二纪》
以孟冬之月祭先肾，这种五季祭五脏的说法是五脏配

五行之滥觞［６］。《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北方生寒，

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

……在脏为肾”。

３１３　肾方位在北，八卦为坎，天干为癸　据五行的
特性，如《尚书·洪范》中：“水曰润下”，五行与五方、

四时、五味、五音等相配，肾属水，方位在北，而通于冬

气，其味咸，其音羽。现代研究发现中医“肾应冬”具

有客观物质基础，动物机体在应时而变的过程中存在

着以机体的基本生化代谢为基础的整体调控机制，通

过作用促进与抑制肾精两种调控物质以应对季节变

化［７］。

八卦之中，坎为水。五脏之中，肾对应坎卦。《周

易·说卦》认为坎配北方，而坎、震、离、兑为四正卦，主

管一年四季［８］。坎卦阳爻居中，阴爻在上下，即“一阳

陷二阴”，外柔内刚，阴中有阳。

肾天干为癸。天干与五行相配，壬癸为水，壬为阳

水，癸为阴水。故肾为癸。

以此构词，如天癸、乙癸同源等，皆与肾为癸有关。

３１４　肾之数为六　据后世对“河图”的解读，《易纬
·乾坤凿度》：“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

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

生土，地十成之”。肾属水，生数为一，故中医学以肾为

胚胎中最早形成的内脏，而为先天之本；成数为六，如

《素问·金匮真言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数

六”。水之结晶体为六角形，见于西汉时期韩婴《韩诗

外传》：“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六又为阴的

代表数，《易》卦之阴爻称为六，见于《说文》：“易之数，

阴变于六。”如初六，即由下而上的第一个阴爻；上六，

即最上一个即第六个阴爻。

３２　“肾藏精”藏象理论之“象”
３２１　肾的天人合一之象　肾为水藏，上为辰星，在
天为寒，在地为水，雨气通于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

在味为咸，其臭腐，其畜彘（猪），其谷豆，其时冬。

３２２　肾的形神合一、体用合一之象　肾为作强之
官，伎巧出焉；身之本、先天之本、封藏之本；主蛰、藏

精、精之处；为气之根、主纳气；主津液、主二便、为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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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肾治于里、主为外；肾其充在骨、藏骨髓之气，齿为

骨之余、其华在发、开窍于耳，主二阴；肾藏精舍志，在

志为恐、主智。肾精盛衰的外在表象为生、长、壮、老、

已的生命现象；肾精盛衰的客观标志为齿、骨、发、天

癸、髓（脑髓、骨髓）等。

３２３　肾的病理变化之象　肾的病理变化之象主要
体现在生长发育迟缓、生殖功能异常、脑髓骨髓空虚、

呼吸功能减退、水液代谢障碍、精血津液气化失常、防

御功能下降、精神情志异常等八大方面。

肾的病理变化之象，在临床实践中突出体现在病

机证候方面。肾的病机特点为虚证居多，或虚实错杂；

即便实证，亦因虚致实。证候可分为肾精亏虚类、肾气

虚类、肾阳虚类、肾阴虚类、肾阴阳两虚类、肾虚实相兼

类、肾与脏腑相兼类。

３２４　与肾相关病证诊断论治之象　与肾相关病证
的诊断方法主要通过四诊从齿、骨、髓、发、生殖等外

候，以及舌象（神、色、形、态）、脉象（尺部有根）的特点

等方面，为诊断疾病和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与肾相关治则治法，如“肾病多虚、肾无泻法”治

则，以及滋水涵木、泻南补北、金水相生、益火补土等治

法，皆依据肾藏精藏象理论而确立，在临床实践中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关于“肾藏精”藏象理论之“象”，内容丰富，为肾

藏象理论的集中体现，由于篇幅所限，将另文专题阐

述。

３３　肾藏象理论之“器”　中医学的“肾”，不同于西
医学同名脏器。中医学的“肾”，为“肾藏象”功能系

统。中医藏象理论是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更为系统

地对内脏及其相关形体、官窍、经络等解剖形态进行观

察研究，以此来全方位把握内脏的功能状态。

３３１　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齿）　肾：《说文·肉
部》：“肾，水藏也。从肉

"

声”。肾位于腰部，脊柱两

侧。《素问·脉要精微论》：“腰者，肾之府”。《难经·

四十二难》：“肾有两枚，重一斤一两。”其时度量衡制

一斤约相当于现时２５０ｇ，一两约相当于１５６２５ｇ，一
斤一两共重约２６５６ｇ。肾的形态，如明代赵献可《医
贯·内经十二官论》：“肾……形如豇豆，相并而曲附

于脊外。有黄脂包裹，里白外黑”。古代文献对于肾脏

位置、形状、色泽、数量、重量的描述记载，与现代解剖

学肾脏的形态基本一致，尚可包括黄脂包裹的肾上腺。

在疾病状态下，肾的解剖形态有所变化。《灵枢·本

藏》：“肾小则藏安难伤；肾大则善病腰痛，不可以俯

仰，易伤以邪。肾高则苦背膂痛，不可以俯仰；肾下则

腰尻痛，不可以俯仰，为狐疝。肾坚则不病腰背痛，肾

脆则苦病消瘅易伤。肾端正则和利难伤；肾偏倾则苦

腰尻痛也”。

髓（脑髓、脊髓、骨髓）：髓分布于骨腔内，因其在

人体分布部位的不同，其形质则不同，名称亦不同。藏

于颅腔之中的称为“脑髓“；藏于脊椎管内的称为“脊

髓”；藏于骨髓腔内的称为“骨髓”。肾精能化生骨髓。

出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肾生骨髓”。由于“诸

髓者皆属于脑”（《素问·五藏生成篇》），脑为诸髓汇

聚之处，《黄帝内经》中称脑为髓海。《素问·刺禁论》

云：“刺脊间中髓为伛”。王冰注云：“脊间，谓脊骨节

间也。伛偻，身蜷曲也”。宋·邵康节所云：“今视藏

象，其脊中有髓，上至于脑，下至于尾骶”。说明脊髓的

部位在脊椎管内。

骨（齿）：骨骼，具坚刚之性，是人体中最硬、比重

最高的器官之一。《灵枢》：“岁有 ３６５日，人有 ３６５
节”。现代《简明中医伤科学》解释：“古人所谓３６５骨
节，是指明暗骨２０６块，软骨４４块，硬暗骨与关节１１５
块的合计总数。”

齿为骨之余，齿与骨同出一源，由肾中精气所充

养，同为肾所主。《杂病源流犀烛·口齿唇舌病源流》

中说：“齿者，肾之标，骨之本也。”

３３２　肾与命门相通　命门：广义之命门为性命之
门、生命之本，与肾密切相关，对机体各脏腑功能活动

具有重要调控作用。如《难经·三十九难》：“命门者，

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

通”。《景岳全书·传忠录》：“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

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

不能发。”

狭义的命门专指目、子宫、精室等。如《灵枢·根

结》：“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类

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肾有精室，是曰命门”。

《类经附翼·求正录·三焦包络命门辨》：“且夫命门

者，子宫之门户也；子宫者，肾脏藏精之府也”。

对于命门的位置、形质等，历代医家众说纷纭。

《难经》提出“右肾命门说”，自此，为后世的争论焦点。

明清时期，有两肾总号命门、命门为肾间动气、命门在

两肾之间等对命门位置的不同认识，又有命门主火、为

水火之宅、非水非火等的观点争辩。但是，命门与肾密

切相关，内寓真阴真阳，为生命活动之根本，得到历代

医家的共识［９］。

３３３　肾与睾丸、子宫　睾丸：别称为“外肾子”（见
《跌打秘方·论伤各要害处不治》）、外肾（见《太平圣

惠方·治小便不通诸方》）。睾丸属男子前阴的一部

分，居于阴囊之中，呈微扁的椭圆形，表面光滑，色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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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左右各一。与肾生精、藏精、泄精，主司生殖功能密

切相关。

子宫：较早见于《神农本草经》“紫石英”条：女子

风寒在子宫，绝孕，十年无子”。明确子宫是女性生殖

器官。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摄生》对“七七，任脉

虚，伏冲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的解

释：“任冲二脉气血俱少，精气尽，子门闭，子宫坏，故无

子。”可见，子宫生理功能与肾中精气关系具有重要联

系。

３３４　肾与耳、瞳孔、二阴　耳：《灵枢·五阅五使》：
“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能闻五音矣”。肾精盛衰可影响

耳的听觉功能。《灵枢·决气》：“精脱者耳聋，液脱者

耳数鸣。”从耳的形态、柔软度、色泽等可以反映出肾精

功能的状况，诊耳可候肾精盛衰。《灵枢·本脏》曰：

“黑色小理者，肾小；粗理者，肾大。高耳者，肾高；耳后

陷者，肾下。耳坚者，肾坚；耳薄而不坚者，肾脆。耳好

前居牙车者，肾端正；耳偏高者，肾偏倾也”。

瞳神（精窠）：眼睛。五脏六腑之精皆汇聚于眼

睛，故名精窠。出于《灵枢·大惑论》：“五藏六府之精

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其中，（肾）

“骨之精为瞳子”，又称瞳孔、瞳神，包括眼睛的玻璃

体、晶状体、视网膜等组织，依赖肾精上注发挥生理功

能，故称“水轮”。

二阴：男子的前阴，又称宗筋，包括阴茎（简称茎，

又名玉茎、溺茎等）
#

睾丸（又称阴卵、阴核、外肾）和

阴囊，为排精、排尿之出口。女性外生殖器（又称女阴、

阴户），包括阴道（又名廷孔）和尿道。阴道是排泄月

经和娩出胎儿的通道，其外口称为阴门（也称阴户）。

后阴指肛门（又称魄门、谷道，简称肛），为大肠的下

口，饮食糟粕由此排出体外。肾精充盛，二阴形态及功

能正常；肾精亏虚则二阴发育异常，肾的封藏失司，肾

精无以化气，则二阴开合异常，则致尿频、遗尿、尿失

禁、尿少或尿闭，久泻滑脱等。

３３５　肾合膀胱、三焦　膀胱：《难经·四十二难》：
“膀胱重九两二铢，纵广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记载了

膀胱的重量和大小；《难经·三十一难》“三焦者，水谷

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下焦者，当膀胱上口”，可

知，膀胱作为六腑之一，为贮存与排泄尿液的器官，与

肾关系密切，故《灵枢·本输》曰：“肾合膀胱，膀胱者，

津液之府也”。

三焦：《灵枢·本藏》：“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

者，腠理毫毛其应。”肾为脏，三焦膀胱为腑，肾与三焦

膀胱具有脏腑相合的密切联系。唐·孙思邈《备急千

金要方·三焦脉论》：“其三焦形相浓薄大小，并同膀

胱之形”之论，古代医家将三焦、膀胱合为一腑，与肾相

合，其外候为腠理毫毛，以此形成脏腑相合。肾为元气

之根，主持水液代谢；三焦为元气之终始、水液运行之

道路；两者在机体元气和津液的生成、运行和排泄方面

具有相辅相成的协调作用。

尚有“右肾合三焦”之说，见于《脉经·平人迎神

门气口前后脉·肾膀胱俱虚》：“肾有左右，而膀胱无

二。今用当以左肾合膀胱，右肾合三焦”。

此外，“器”的概念，还包括与肾相关的生命物质

如精、元气、相火、肾精、肾气、肾阴、肾阳、精、血、天癸、

津液、唾液等，在“肾藏精”生理功能中发挥重要的作

用。

综上所述，“肾藏精”是肾藏象理论重要组成部

分，阐发“肾藏精”藏象理论体系的概念体系，对于系

统解释中医学对肾的主要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的认识，

应用于临床诊断、从肾论治相关病证，指导中医养生、

康复，对于传承和创新肾藏象理论，提高中医基础理论

学术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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