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气血津液精



 精、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是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

物质基础。

 气是不断运动的具有较强活力的精微物质；

 血，基本上是指血液；

 津液，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



第一节  精

一、精的基本概念

    广义 :

    泛指一切与生俱来的生命物质 .

    后天获得的对人体有用的精粹物质，包括
气、血、津液、髓以及从饮食物中摄取的营
养物质等一切精微物质；

   狭义 :

   指肾中所藏的具有生殖功能的精微物质，
即肾精，又称为生殖之精。



二、精的生成
 精的生成禀受于父母，充实于水谷。
 从来源而言有先天与后天两个方面，故精
又分为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两类。



三、精的主要功能
 1 、生殖繁衍
  生殖之精是生命的原始物质，具有繁衍后
代的作用。

 2 、促进生长发育
  人生各个时期的生长发育过程，都是以精
为其主要物质基础的。

 3 、生髓充脑、养骨、化血
 4 、滋养濡润
  精是人体脏腑组织赖以滋润濡养的精华。
 5 、防御卫外



第二节 气

一、气的基本概念
 气，在古代是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一种朴
素认识。

““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
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知有生有义，故为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知有生有义，故为
天下最贵者也”。天下最贵者也”。

                                                                      ————
《《荀子荀子 ·· 王制上王制上》》



            

气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物质。
气，又是维持人的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
。
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
基本物质。



二、气的生成

 来源于父母的先天之精气 ---- 肾

   水谷之精气 ---- 脾胃

    自然界的清气 ---- 肺



三、气的生理功能
 1 、推动作用（生长、血液、津液）

 2 、温煦作用（体温、气血运行）

 3 、防御作用

 4 、固摄作用（血液、汗液尿液消化液、精液、冲

任）

 5 、气化作用（脾胃的运化）

 6 、营养作用（营气、清气）



四、气的运动

 气的运动，称作“气机”。气的运动形式为升
、降、出、入四种基本运动形式。

 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之间的协调平衡，称作“气
机调畅”；

 升降出入的平衡失调，即是“气机失调”的病
理状态。“气机失调”表现形式：“气机不
畅”；“气滞”；“气逆”：“气陷”；“气
脱”；“气结”或“气郁”，甚则“气闭”。



五、气的分类

（一）元气 

    元气又名“原气”、“真气’，是人体最
基本、最重要的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
。

  1 组成 :肾中精气所化生

  2 分布 :通过三焦而流行于全身

  3 主要功能 

    元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



（二）宗气 

    宗气是积于胸中之气，宗气在胸中积聚之

处，称作：“气海”，又称“膻中”。

  l 组成 :自然界吸入的清气和水谷精气组成

  2 分布：胸中 -下气海 -并肾经

  3 主要功能 走息道以行呼吸

            贯心脉以行气血



（三）营气 

  又称“荣气”。营与血关系密切，可分而
不可离，常“营血”并称，营气与卫气相对
而言，属于阴，故又称为“营阴”。

  1 组成：水谷精气中的精华部分所化生

  2 分布：血脉之中，循脉上下，营运于全身
。

  3 主要功能 营养和化生血液



（四）卫气 卫气与营气相对而言，属于阳，又称
为“卫阳”。

  l 组成：水谷精气的“剽疾滑利”之气

  2 分布：脉外 , 皮肤分肉，熏于盲膜 ,散于胸腹

  3 主要功能 护卫肌表防御外邪入侵；

            温养脏腑、肌肉、皮毛等；

            调节控制腠理的开合、汗液的排泄
以维持体温的相对恒定等。



（五）脏腑之气和经络之气
 “脏腑之气”和“经络之气”，都是元气
所派生的，是元气分布于某一脏腑或某一
经络即成为某一脏腑或某一经络之气。

 在中医学里，气的名称还有很多，例如：
把“水谷精气”、“谷气”；把致病的物
质，称作“邪气”：把体内不正常的水液
，称作“水气”；把整个机体的生理功能
和抗病能力，称作“正气”；把中药的寒
、热、温、凉四种性质和作用，称作“四
气”等。



第三节 血

一、血的基本概念
 血是红色的液态样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
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具有很
高的营养和滋润作用。

 血必须在脉中运行，才能发挥它的生理效
应。逸于脉外，即为出血，又称为“离经
之血”。脉具有阻遏血液逸出的功能，有
“血府”之称。



二、血的生成
 主要由营气，津液，水谷精微，精化生
 脾和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心在化生血液中的作用。
转化的关系。精藏于肾，血藏于肝。 “精
血同源”之说。



   三、血的功能

  1 濡养全身

  肝藏血“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
指受血而能摄”。

  2 养神



四、血的运行

 气的推动作用和固摄作用之间的协调平衡。
 心的搏动，推动着血液的运行。
 肺的宣发和朝会百脉，助心行血。
肝主疏泄，是推动和促进血液运行的重要因
素。

 脾主统血和肝主藏血，是固摄血液的重要因
素。



第四节 津液

一、津液的基本概念

    津液，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包
括各脏腑组织器官的内在体液及其正常的
分泌液如胃液、肠液和涕、泪等。津液，
同气和血一样，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
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二、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

       1 、津液的生成：脾胃运化、小肠主液、       

             

                                  大肠主津

       2 、津液的输布：脾的运化水液与散精

                                  肺的通调水

道

                                  肾主水液、

肝主疏泄、三焦

                                  

       3 、津液的排泄：肺、肾、大肠



  三、津液的功能

       津液有滋润濡养、化生血液、运载的生理功
能。

  四、气、血、津液之间的相互关系

       精与气、精与血、精与津液、气与血、气与
津液、血与津液。



l 、气和血的关系
气为血之帅
 气能生血 营气、气化、脏腑功能。
 气能行血 血属阴而主静。血不能自行，有
赖于气的推动；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
。

 气能摄血 摄血，是气固摄功能的具体体现
血在脉中循行而不逸出脉外，主要依赖于
气对血的固摄作用。

血为气之母 
  血能化气
  血能载气



2 、气和津液的关系

  气属阳，津液属阴。气和津液的关系与气
和血的关系极其雷同。

 气能生津。
 气能行（化）津。
 气能摄津、津能载气。

   “吐下之后，定无完气”。



3 、血和津液的关系

 血和津液都是液态样的物质也都有滋润和濡
养的作用，因此血和津液之间存在着极其密
切的关系。

 血和津液的生成都来源于水谷精气由水谷精
气所化生，故有“津血同源”之说。

 在病理情况下，血和津液之间也多相互影响
。

   “血家不可发汗”和“亡血家不可发汗”
。

   “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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