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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设想

中医证候研究要引入客观参照系
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吕爱平

中医证候理论，由

于其历史原因，存在一

些不确定性，缺乏客观

标准作为参照，而参照

的客观性原则是自然

科学发展规律的重要

内容。因此，中医证候

研究应该引入客观参

照系。作为客观参照

系，客 观 性 是 第 一 位

的。

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对象和目的是相通的，中医

学和现代医学对我国人民健康事业都作出了重大贡

献，因此，从现代医学的研究内容上寻找中医证候客

观参照系是可行的，而且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疾病

是现代医学研究的对象，也是现代医学赋予其许多客

观内容的载体，应该可以作为中医证候研究的客观参

照系。

以疾病作为证候研究的参照系，中医证候研究的

结果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用已经存在的疾病

研究结果与证候研究结果对比，进行证候的释义性研

究，赋予中医证候的客观内容；以中医肾虚证、血瘀

证、脾虚证等为代表的中医证候研究均采用疾病理论

作为客观参照系，基本阐明了上述证候的基本客观规

律；第二，疾病与证候的结合研究，赋予双方更多的客

观内容，即通过研究，不仅丰富中医证候理论，同时也

发展疾病理论。

在中医证候研究过程中用疾病作为客观参照系，

将产生新的概念和理论。这些新概念和新理论的产

生是基于中医证候研究与疾病理论研究的互动。这

种互动式的研究，一定会提高医学学术水平。因此，

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这种病证结合的互动式研究。

当今中医药临床实践模式是疾病诊疗和辨证论

治相结合的模式，中药新药研究开发也是既依据中医

证候理论，同时又参照现代疾病理论。因此，传统的

证候理论在临床实践和中药研发工作中的运用受到

一定的限制，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指导临床实践和中

药产品研究，因此，必须进行病证结合式的中医证候

研究。

以中医药治疗有优势的几种疑难和重大疾病作

为突破口，尤其是在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严

格的临床试验，对中药干预疾病的病证结合疗效进行

分析，产生包含临床表象和中间表型（西医主次诉、中

医四诊信息、体征等）、基因表达信息相互关系在内的

初步病证相关理论，既为中医证候理论赋予客观科学

内容，同时为现代疾病理论提供中医证候学内容，丰

富医学理论，为奠定结合医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方证对应是中医药学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中的重

要内容。在进行病证结合研究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方

剂的研究，开展方证相关的基础研究。在证候、方剂

和病证结合研究的基础上，以常见证候、常用方剂（单

味中药、经验方或现代中药制剂）为研究对象，完善中

医药方证相关理论，揭示方剂治疗疾病的基本作用原

理，探索方—证—病相关理论模式，为中医药基础理

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科学素材。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对常见中医证候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同时，建立了诸多的中医证候动物模型，

并探索了建立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方法；在中医临床

研究方面，运用病证结合方法，探索了中医药治疗疑

难性疾病的疗效作用机制，为病证结合理论研究提供

了疗效学依据。

由于中医证候理论产生于人体试验，因此，在中

医证候研究工作中，要以人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

视已有流行病学研究现场并开展社区健康调查，运用

流行病学方法进行中医证候的病证结合研究。

中医证候研究过程中，应紧密结合当代最新生物

学科研成果，积极利用现代医学前沿学科知识和技

术，开展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笔者建议选择有工

作基础的常见证候，在整理分析古代和现代相关研究

文献基础上，结合中医治疗有优势的疾病，如良性前

列腺增生、更年期综合征、类风湿性关节炎、乙型肝

炎、高血压、老年痴呆证、糖尿病等，运用疗效基本明

确、使用时间较长的中药方剂干预，在严格设计的临

床试验前提下，总结临床经验，对比分析。在分析疗

效的同时，把中医辨证内容加入疗效评价体系之中，

探索证候与疾病信息在疗效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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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互为补充。

动物实验研究是生命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证候研究，尤其是在进行病证结合研究的工作

中，也应该结合动物实验研究，进行证候动物模型、病

证结合动物模型和中药方剂作用原理的对比研究，为

中医证候研究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总之，中医证候研究必须引入客观参照系，开展

病证结合研究，以丰富生命科学理论，并为产生新的

结合医学理论奠定基础。

（收稿：!""!#"$#"%）

中医基础证的一原三维研究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方肇勤

’"多年来，中医基

础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

的态势，在藏象学说、证

和辨证论治机理、证的动

物模型、治则治法、针刺

机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

的研究成果。实验研究

也已从早期的验证性研

究，经历了机理探索的研

究，新近已经发展到后基

因组学的研究，在有些领域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展现

出广阔的研究前景。新世纪的研究如何开展，重点放

在什么地方，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证和辨证论治

机理的研究。如何深入下去，笔者主张“一原三维”的

研究模式。

“一原”是指中医药辨证论治具有一定优势的若

干重大疾病，这些疾病要求在其不同阶段可以出现类

似的证，即异病同证，而且有国际公认的疾病动物模

型。证的研究应该在这样的原点上展开。这样的考

虑基于以下(个因素：（$）中医证理论的形成有两个

不可分割的因素，一个是病，另一个是治疗。因此，证

的研究要求结合病的形成与转归，以及不同治法的治

疗反馈，这是中医的特色；（!）讲重大疾病是因为我国

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有限，应用基

础研究是重点扶持的领域，也是现阶段中医基础研究

的重要责任和任务；（&）临床有效有利于充分发挥中

医学的优势，大大减少药物和疗效的初筛工作，极大

提高研究效率，是继承祖国医学宝库的主要方式；（’）

若干疾病是满足异病同证比较的需要。只有这样，才

可能把某一证的共性从不同疾病中提取出来。而单

病种的研究，所观察到的变化，往往包含有病和证的

双重因素；（(）我们已有的研究表明，疾病模型的动物

与人类近似，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一些原本比较一

致的动物，当疾病造模之后，还会放大其个体的差异。

因此，可以用作异病同证的动物模型，提高研究效率。

“三维”指基于“一原”，分别从临床基础、治疗基

础和基础医学等三个方向的延伸。

$ 临床基础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证的

流行病学调查，对不同疾病证的演变、增减，不同治疗

方法的干预，证和体质对疾病发生与转归的影响，进

行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辨证标准和疗效标

准；（!）筛选、提高临床辨证论治的疗效，建立标准的

疗效验证平台、筛选平台；（&）深化对疾病及其转归的

认识，提高人类对疾病的认知水平。

! 治疗基础研究，重点在中药复方的研究，还应

该包括中医其他的、少数民族医学的有效疗法，比如

针灸、推拿等，以及民间有效的疗法。中药复方的研

究涉及方剂配伍原理，方药药效物质基础的研究，复

方化学成分提取、分离、鉴定，药效学，药代动力学，中

药制药关键技术的基础研究。其中，重点应该放在临

床和实验有效基础上复方有效部位、有效成分及其组

合的筛选，不断开发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

三、二、一类新药。

& 基础医学研究，包括文献研究和实验研究。

文献研究要全面收集、深入比较历代有关疾病辨证论

治的论述和具体方法，重点挖掘那些历代原创的治疗

方法，青蒿素研究项目中所援用古代文献关于新鲜青

蒿榨取汁的记载便是典型的事例。由此，最大程度地

继承祖国医学的宝库。同时，要解决有关证理论的沿

革，为临床、药学和基础实验研究提供详实的素材。

实验研究着重在探讨证和辨证论治的分子机理。当

务之急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实验动物模型的非

创伤性辨证指标、系统的建立。这是基于以下几点考

虑：其一，如何从动物获得中医证候信息至今还缺少

比较系统的研究，缺少详细记载，成为证实验研究的

瓶颈；其二，证的研究已经建立了一些实验室指标，但

这些指标的检测主要是创伤性的、非特异性的，不利

于观察辨证论治的疗效。因此利用当代先进的数码

摄像、色谱分析、图像处理、信号数字化处理、计算机

数据库建立和综合工程技术，可以筛选、建立实验动

物证的非创伤性辨证指标、系统，并促使证研究的国

际化。（!）病动物模型基础上的辨证论治机理研究。

结合业已建立起来的实验动物非创伤性辨证指标、系

统，在病的基础上辨证，了解不同实验动物品系在不

同疾病中证的变化，及其辨证论治的规律，进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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