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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论异病同治&病'之条件性

郑国庆#

#王#艳#

#顾#勇!

摘要#异病同治"是中医学独具的原创思维"体现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精神# 该文简要回顾了异病同治

概念发展的源流"复习了病证结合的思想是异病同治的前提和基础# 主要从现代异病同治生物学基础研究

的进展切入"提出异病同治$病%的条件性"即是特定的某类疾病或某系统疾病&强调界定异病同治$病%之条

件性"对病证结合'方证对应及异病同治生物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异病同治&条件性&病证结合&方证对应&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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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病同治!是中医学独具的原创思维!)简明中医

辞典$修订本%*指出其内涵是&不同的疾病!若促使发

病的病机相同!可用同一种方法治疗'

+

#

,

- 一直以来

异病同治强调的是证同治同!这样往往造成一种印象!

就是中医可以忽略病!无论什么病!只要辨明证!对证

治疗就可以了+

!

,

- 近年来!随着对病证结合认识的加

深!王建青+

%

,指出在诊断上异病同治的内涵应该是在

重视病的前提下再对证的判断!若忽视病的存在!仅强

调证并以此依据来治疗!就会影响疗效(严石林等+

4

,

指出!临床中常见的把方证与病人的临床表现相互比

较!进行辨证思维过程的诊断模式!即所谓的方证辨

证!但异病同治中的证不是一个简单的辨证单元!它是

基础证.复杂证.理论证.笼统证!属于总证或母证范

畴!受疾病的制约!强调要把从病辨证作为根深蒂固的

指导思想!提升到中医理论体系重要特色的地位去认

识(董竞成等+

$

,指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异病同治

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异病同证'才能同治!强调异病

同治的前提是辨病!只有辨病才能了解疾病发生发展

的基本规律!掌握其基本矛盾!确定该病的基本疗法!

而不致于因为症状的变化而改变基本治法(核心是辨

证!只有辨证才能抓住疾病在某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治

疗方案的整体性更强!疗效就更好- 尤其!陈可冀院

士+

:

,系统总结并作理论升华成为&病证结合'的学术

思想!他认为当代中医药临床实践中应用最普遍的是

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结合的模式!这一模式体现

了中西方医学科学与文化的优势互补.经典理论与经

验的传承和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观察理念!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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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和诊断的原始创新!体现了临床服务能力与临床

水平的提高.科学认识和评价疗效水平的进步.中医药

服务社会的贡献度- 综上!证是受病制约的!即使方证

辨证!亦不可避免地带上原有疾病的烙印!但是对异病

同治&病'的涵义仍未有清晰的界定- 笔者研究认为!

异病同治的&病'是有其条件性的!即是特定的某类或

某系统疾病!现试作阐述-

#

#异病同治的理论渊薮

)黄帝内经*虽无明确的异病同治的文字记载!但

从相对应的同病异治中已蕴含了这种治疗思想!如

)素问"病能论*明确指出#&有病颈痈者!或石治之!

或针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 岐伯曰#此同名异等

者也-')素问"五常政大论*亦谓#&西北之气!散而寒

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后世医家

根据这一思想结合临床辨证治疗的实际情况以相衬性

语句提出了&异病同证'和&异病同治'- 汉代张仲景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也没有明确的&异病同治'的

文字记载!但在病证结合.方证对应的辨证治疗方法和

具体方药的运用上已经充分体现了异病同治的精神-

从表面上看!似为一方可治多病(而实质上!正反映了

仲景识病与辩证的统一思想- 异病同治在)伤寒论*

中的运用规律#若不同疾病出现同一脉象.或同一病

因.或同一病机.或同一病位!则治法相同!可异病同

治+

5

,

- 尤其在)金匮要略*中异病同治思想体现得更

为充分!此书有
#4

篇
$:

条
#3

首方剂涉及到&异病同

治'法则+

3

,

- 因此!异病同治的实际应用可以说是导

源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此后历代医家继承和

不断地丰富了仲景异病同治的思想内涵!如徐灵胎

)杂病证治*谓#&肾虚不能吸水归元则积饮为患!或泛

上焦为涎沫!或停心下为怔忡!或留脐腹为动气筑筑

然!均宜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也-'但直到清代医家才

有明确的&异病同治'记载!陈士铎)石室秘录*谓#&同

经者!同是一方!而同治数病也- 如四物汤可治吐血!

又可治下血(逍遥散可治木郁!又可治数种郁(六君子

汤可治饮食之伤!又可治痰气之积-'清代程文囿)医

述*亦谓#&人有强弱之异!病有新旧之分!时有四季之

差!地有五方之别- 有时同病须异治!有时异病须同

治!而同一病的各个阶段治法又不同-'近现代医家多

以经方.名方&异病同治'数种疾病而获良效!鲁兆麟

课题组+

6

,曾分析
#"

年时间段相关的文献报道!发现

临床上用&异病同治'的方剂多为经方和$或%名方!而

且运用的关键在于&病机相同'-

!

#病证结合是异病同治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前提下!异病同治才

具有科学性!临床才能收到满意的疗效+

#"

,

- 目前中医

或中西医临床已经基本形成了病证结合诊断疾病的思

维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
%

种#一是在中医病名诊断的

基础上再进行证的诊断(二是在西医病名诊断下的中

医辨病加上辨证的模式(三是西医病名诊断与中医辨

证结合的诊病模式!按西医疾病的发展规律进行证的

诊断!吸收并结合现代研究成果的模式+

##

,

- 古代中医

对&病'的认识比较混乱!有以症状体征命名.或以证

名.或以病机名.或以一种现象比类名!经常出现

&病'.&证'.&症'不分或通用- 因此!中医病名缺乏特

异性.针对性!并不能完全准确把握疾病发展.演变规

律与结构功能变化特征!不能适应现代医学临床的需

要- 辨证论治的优点!是不管什么疾病!无论何等复杂

的病情!都可以从辨证入手!提出治疗方法!但其不足

之处是对疾病产生的具体机制和确定的诊断缺乏科学

依据- 因此!陈可冀院士+

:

,指出!当代中医药界及中

西医结合界最为普遍应用的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论

治相结合的现代病证结合模式!这也是中西医结合的

重要成果!更是中医现代临床实际的需求- 病证结合

的前提是&辨病'!病反映疾病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

同一疾病具有相同的代谢.形态和功能的改变!其发展

变化过程始终贯穿着一条基本主线!即疾病的主要病

理变化规律!这是由疾病本身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而

就疾病发展的某一阶段来说!所要解决的是疾病在该

阶段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是该阶段中治疗的关键靶

标所在- 辨证施治的&证'恰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

阶段的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证'即证候!是以病机

为核心的疾病分类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诊断模式!是

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包括病因.病

位.病性.邪正关系!反映疾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病理

变化的全面情况- 因此!辨病和辨证相结合是运用异

病同治治则的前提和基础!一般认为只有&异病同证'

才能&同治'!但必须正确界定异病同治&病'之涵义和

适用条件!异病同治才不致于滥用.误用-

%

#异病同治&病'之条件性

从异病同治的现代生物学基础研究的进展来看!

异病同治的&病'是有其条件性的!即是特定的某类疾

病或某系统疾病!如牛建昭课题组+

#!

,选择的疾病是器

官纤维化!揭示肝.肾.肺.心.睾丸等脏器纤维化.硬化

同治同证的物质基础是细胞外基质合成与降解失去动

态平衡(宋纯东课题组+

#%

,制作两种不同的肾病模型慢

血清病大鼠和
(>S

肾病小鼠模型!&肾必宁'的治疗作

用均与上调凋亡调控基因
^,E7^,E_

在系膜区的表达

密切相关(艾碧琛等+

#4

,等选择炎症性疾病包括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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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尿路感染.感染性腹泻等不同疾病!表明不同病

种的中医温病卫分证或者气分证有着相同的物质基

础!具有相同趋势的细胞因子表达- 同时!有学者从方

证对应或以证为纲!反推异病同治的病是属于特定的

某系统疾病!如寇俊萍课题组+

#$

,基于组胺系统!指出

当归芍药散的主要病机是肝郁脾虚!其广泛药理活性

与组胺介导的生理病理功能有相似性!并通过组胺
#

型受体发挥抑制水肿.镇痛.镇静等活性(继而提出新

的研究构想#当归芍药散可通过整合调节组胺受体表

达及信号转导途径达到异病同治目的!肝郁脾虚病机

可能与组胺能系统功能紊乱有关!而位于下丘脑的组

胺能神经元可能是调控的中心- 董竞成课题组+

#:

,选

择炎症性疾病或状态!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特应

性皮炎属炎症性疾病!肺癌伴抑郁.衰老与炎症状态密

切相关!发现补肾益气药能够作用于共性化病理环节!

主要是下丘脑0垂体0肾上腺皮质轴和炎性反应网络

中心疗效靶位群- 综上!异病同治的&病'有其特定的

内涵!即是特定的某类疾病或某系统疾病- 尽管疾病

在其发生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病理生理变

化!但这些变化之间往往有一定的因果联系!有规律可

循- 所谓病理过程$

V,IB/0/>=F,0 VM/F9EE

%是指存在

于不同疾病中的共同的.成套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

的异常变化!可以局部变化为主!也可以全身反应为

主!一种疾病也可以包含几种病理过程- 而特定的某

类疾病或某系统疾病在其发展的某个相同的阶段有着

共同的病理基础和病理过程!这就成了异病同治的关

键和切入点- 因此!只有存在共同病理过程的特定的

某类疾病或某系统疾病才适合异病同治-

4

#异病同治病之涵义界定的意义

4

!

#

#有利于病证结合研究

异病同治&病'之条件性的界定!有利于从更深和更

高层次认识病证结合- 李振英等+

#5

,提出&病理过程'与

&证'结合假说!认为&病证结合'!只是中西医结合的初

级阶段(病理过程与证结合!才有可能使中西医结合发

展到一个高级阶段- 病理过程是存在于不同疾病中的

共同的.成套的.呈规律性组合的具有一定时相发展的

病理生理学的变化!与中医的&证'之间存在着平行的相

关关系!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相通的内涵与外延!即同

一个病理过程!可见于不同的疾病!一种疾病可包含几

种病理过程(同一个证!也可见于不同的疾病!而同一种

疾病!也可包含几个不同的证- 病理过程与&证'的结

合!有纵向结合!即在同一疾病的不同阶段所出现的病

理过程与之相关的证的结合(还有横向结合!即在不同

疾病的一定阶段所出现的相同病理过程与之相关的证

的结合- 此有益于揭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科

学内涵- 王天芳+

#3

,指出!病证结合的证!证素分布是从

宏观角度去研究的!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诊断标准!也主

要是由宏观的症状.体征构成!缺乏客观的.微观的指

标!为使病证结合诊断的水平提高一个层次!在前期明

确疾病与证和证候要素宏观关系的基础上!应进一步研

究这些证或证候要素与疾病之间的深层次的相关性!也

就是不同证候要素分别反映了西医疾病的什么病理过

程或改变- 因此!异病同治病&病'的界定!有助于建立

客观化的病证结合诊疗体系-

4

!

!

#有利于方证对应研究

方剂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以多味中药配伍运

用.具有特定功用和主治的一种独特的疗病防疾的工

具- 病.证.方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病证结合将现

代疾病概念体系与中医证候概念体系相结合研究疾病

的发生发展规律!指导疾病防治!体现疾病范围的限定

下中医证候自身的演变规律(方证是应用某一方临床

指征或依据!特指某方剂所针对的病机所表现出证候!

反映了方剂与疾病之间的必然联系- 方证相应研究是

探求方剂与证候间的内在联系与规律!指的是一个方

剂的功效和方剂内的药味及其配伍关系与其所对应的

&病证'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统一性和针对性!体现了直

接对应与间接对应关系!方证高度契合!才能在临床上

取得较好疗效- 若某病的基本矛盾与证的内在构成要

素及其表征基本是吻合的!此时的证就几乎等同于病!

那么解决了证的主要矛盾等于同时也解决了病的基本

矛盾!这时的证具有病的涵义!受病制约!实质上此时

的方证对应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病证结合- 因此!探索

特定某类或某系统疾病&方证相关'性的大小及其现

代实质!不但是方证中西医结合研究所蕴涵的重要科

学问题+

#6

,

!而且是推动异病同治的现代生物学基础研

究的切入点之一-

4

!

%

#有利于异病同治的现代生物学研究

中医学认为&有诸于内!必形诸于外'- 因此!呈

现相同中医证候的患者机体内必定有引发该证一系列

症状和体征的共同生物学基础- 异病同治!界定&病'

是基于特定的某类或某系统疾病!然后与辨证相结合!

必将有助于探索异病同治的现代生物学基础- 同时!

&辨证'之后就是立法!然后以法统方!以方遣药- 目

前!用于异病同治的方剂大多为经方或$和%名方+

6

,

-

)关于印发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指出#&来

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 是指目前仍广泛

应用.疗效确切.具有明显特色与优势的清代及清代以

前医籍所记载的方剂-'经典名方组方严谨.主治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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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方证契合度高!临床疗效卓著- 因此!选择经典

名方!以方测证!寻求证的基本病机!并充分利用现代

科学分子生物学技术!阐释方证相应的现代内涵与现

代疾病的联系!对于揭示异病同治的科学原理具有重

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必将为中西医结合临床和基础研

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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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全国儿科中西医结合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拟于
!"#$

年
#"

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第十九次全国儿科中西

医结合学术会议"届时将进行专题报告'学术交流及儿科专业委员会改选换届工作"欢迎踊跃投稿#

征文内容#(

#

)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西医各专业的临床论著'实验研究'护理经验和专题综述&

(

!

)临床疑难'重症'少见病例报道&(

%

)中西医结合药理'药效研究&(

4

)中西医结合理论及方法研究&

(

$

)对儿科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建议等#

论文要求#尚未公开发表&稿件需有全文及摘要&稿件一律用
+=FM/E/KI */MJ

文档&稿件请注明

作者单位'准确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及
;

"

<,=0

等联系信息&稿件一律发至
\X----9[DE=C,1

F/<

&参会者可授予继续教育学分
:

分#

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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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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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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