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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帝内经》中的胚胎发育及天癸的阴阳属性划分
张登本1* 杨宗林 2

摘 要 《黄帝内经》率先论述了人类的胚胎发育过程，阐述了男女两性的生殖生理，明确表达

“天癸”是影响男女生殖生理的关键因素。结合经文内涵推论，“天癸”形成于胚胎发生之初，并有阴

阳属性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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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其首次系

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

知识，其中就有关于儿童方面的内容。同时，书中所

阐述的阴阳五行理论、脏腑经络理论等，也为中医儿

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理论支持。《黄帝内经》所蕴

含的这些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后世

中医儿科学发生、发展的知识之源。

《黄帝内经》中关于人类胚胎的形成和发育的描

述，与现代科学对胚胎发育的理解是一致的。《灵枢·

经脉》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

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

道以通，血气乃行。”这段经文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出

发，简洁明了地阐述了人类在母体内的生长发育过

程。这就是《黄帝内经》对人体胚胎发育学的相关

描述[1-2]。

1 《黄帝内经》论人体胚胎发育
1. 1　胚胎发育的原始物质　胚胎发育的原始物质是

阴阳之精，即父母之精，正如《灵枢·决气》所云：“何谓

精……两神（男女两性。神，广义之神，指男女两性的

生命活动）相搏（相互扭结），合而成形（形，胚胎，人体

雏形，古人称之为“胎珠”），常先身生（先于胚胎发生

的物质），是谓精。”又如《灵枢·本神》所云：“故生之来

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广义之神，即生命活动的

总称）。”

1. 2　胚胎发育过程　原文肯定了胚胎的发育过程：

阴阳两精媾合（精卵结合）后，人的生命便开始孕育，

首先形成胎珠，然后生成胎儿脑髓，再形成肾、心、肝、

脾胃、肺等内脏，而后四肢、皮肤、肌肉、筋脉、骨骼以

及毛发等结构才逐步形成。原文提及的“五体”，包括

筋、脉、肉、皮、骨，不仅涵盖与五体相对应的五脏功

能，同时也指代构成人体外形的五种基本组织结构。

1. 3　胎儿发育成熟的标志　“谷入于胃”，是指胎儿

胃肠发育成熟，意味着胎儿能够独立完成消化过程；

“脉道以通，血气乃行”，是指胎儿的血脉系统功能已

经发育完备；“皮肤坚”，意味着胎儿的皮肤具备了抵

御外界侵害的能力；“毛发长”，表明胎儿已经长出了

胎毛。这些现象均标志着胎儿的发育已达到成熟阶

段，具备了在母体之外独立生存的能力。

《黄帝内经》基于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等理论

构建了独特的中医人体胚胎发育学。这一理论体现

了“气聚成形”的哲学观点，并将中医的气化理论巧妙

地融入到人体胚胎发育的各个阶段。同时，该理论也

是对“神造人”这一唯心主义观点提出的质疑和反驳。

2 《黄帝内经》所论天癸与胚胎发育
相关 

但是，《黄帝内经》论述胚胎发育过程的经文中，

并没有明确胎儿的男女性别差异，自然地也就没有明

确是什么原因决定了胚胎分别发育成为男胎或女胎。

通过横向联系和解读《黄帝内经》有关男女两性生殖

生理的相关论述之后，大家就能寻觅出解答此处疑惑

的答案。

2. 1　《黄帝内经》论天癸与男女两性生殖生理　经文

认为，“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

（至，盛。天癸的机能旺盛），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

以时下（女孩子月经初潮并按月而至），故有子（子，动

词。有子，即具有了生育能力）。三七，肾气平均（平

·专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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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均衡、稳定。肾气活动稳定），故真牙（智齿，又称

尽头牙）生而长极（极，通‘齐’。人之牙齿长齐）。四

七，筋骨坚，发长极（极，通‘齐’。指头发毛囊的发育

停止），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手阳明大肠经、足阳

明胃经）衰（胃肠是人体气血化生之源，在此年龄段，

女性的气血状态达到人生峰值，自此趋于衰减），面始

焦（焦，同‘憔’，憔悴。指面部的荣华开始退落），发始

堕（堕，脱落）。六七，三阳脉（手足少阳经、手足阳明

经、手足太阳经）衰于上（头面。因为手足三阳经交接

于头面。此处表达女性的头面部最早出现衰老迹

象），面皆焦（憔悴），发始白（花白、斑白）。七七，任脉

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竭，衰退。天癸机能衰退），

地道（女性生育机能）不通（不利，指生育机能不能正

常进行），故形坏（指性器官萎缩）而无子（不能生育）

也。丈夫八岁，肾气实（逐渐充实），发长齿更。二八，

肾气盛，天癸至（至，机能旺盛），精气溢泻（男孩的第

一次射精），阴阳和（指男孩机体各个脏腑器官的阴阳

之气和调），故能有子（具有生育能力）。三八，肾气平

均（肾气活动稳定），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

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指男性40岁

左右，肾气活动达到峰值，自此渐趋衰退），发堕齿槁。

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颁，通‘斑’。颁

白，花白、斑白）。七八，肝气衰（渐衰），筋不能动，天

癸竭（天癸机能衰减），精少（生殖之精减少），肾脏衰

（渐衰），形体皆极（极，劳困、困乏，言人体各个脏腑器

官机能趋于衰减状态）。八八，则齿发去” （《素问·上

古天真论》）[3]。

2. 2　《黄帝内经》论天癸的阴阳属性划分　解读《素

问·上古天真论》中此处的经文，可以得出以下事实。

（1）人类的男女性别，来自母腹中的胚胎初成之

时，来自先天。

（2）决定男女性器官、性生理、性特征发育的因

素，必然是“天癸”。那么，“常先生身”之精（《灵枢·决

气》）在形成胚胎之初，就生成了“天癸”。人身之天

癸，自此也就有了阴阳属性的划分。如果其中属阳的

“天癸”占优势，就会形成男胎，并促进其发育；如果其

中属阴的“天癸”占优势，就会形成女胎，并促进其

发育。

所以，人类在出生之后，才会有女子“二七而天癸

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七七，任脉虚，

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形坏而无子”；男子

“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七八，肝气衰

（渐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

但是，男为阳，女为阴。男女两性的性器官、性生理、

性特征具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影响男女各项机能的 
“天癸”，也必然与男女性别的“阴阳属性”密不可分。

（3）天癸有阴阳属性之不同，因而作用的靶器官

有别，必然会有不同的功能效应。男子则属阳的天癸

占优势，作用的靶点为“精室”（包括睾丸、精囊腺、输

精管、前列腺）、生殖器官之“茎（阴茎）、垂（阴囊、睾

丸）”（《灵枢·邪客》）、冲任脉、“喉”（《素问·骨空论》）、

口唇（《灵枢·五音五味》）。所以，男子于“二八”之时，

才会有阴茎、睾丸、喉结增大，长胡须，以及“精气溢

泻”（射精）等第二性征发生。

女子则属阴的天癸占优势，其作用的靶点有女子

胞（《素问·灵兰秘典论》《素问·评热病论》）、冲任脉、

两乳（《素问·骨空论》《灵枢·痈疽》）。所以，女子于

“二七”之时，就会有“月事以时下”，才会有乳房增大

等第二性征发育。

3 小结
鉴于《黄帝内经》的原文内涵，以及后世历代乃至

现今的研究成果，在解读经文医学意义时，大家务必

要确立以下两个重要观点。

其一，“天癸”是“肾精”所化生，具有促进性器官

发育的功能。这是提出“常先生身”之“肾精”在形成

胚胎之时，同时也生成了胚胎分化为男女性别的“天

癸”的逻辑基础。否则，中医学就无法回答男胎、女胎

是在胚胎发生之初就已经确定的科学事实；也就不能

合理地解答《灵枢·五音五味》所提及的男孩有“天宦”

（先天性男孩阴茎睾丸发育不良症）的发病机理。

其二，基于“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

以及“阴阳者，血气之男女”，即男为阳，女为阴的思维

基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促进男女胚胎形成和

发育的“天癸”，也必然有阴阳属性的差异。这就是此

处提出“天癸”分阴阳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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