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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病辨证治疗学在临床中的运用

彭"勇

摘要"通过对中医辨病辨证治疗学和现代医学诊疗特点的叙述!分析中"西医学诊疗特点!探讨中医辨

病及辨证治疗学在临床运用中的优势# 进一步指出在中医临床治疗过程中!要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能仅

停留在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基础上!要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走出现代中医治疗学的新路!拓宽中医治疗学

的局限!在继承基础上做出创新!走现代中医治法学的道路#

关键词"中医治疗学$辨病$ 辨证$ 临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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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础"有着丰富的内容"贯穿

在整个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是目前中医学认识疾病

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医学术上最重要的特点

之一' 临床上要做到正确运用辨证论治"必须认真学习

中医学理论"逐步掌握辨证论治的步骤和方法"并验证

于临床"逐步登堂入室"在错综复杂(纷乱变化的证候面

前"做到执简驭繁"索因求本"灵活施治"提高疗效'

#

"辨证论治的特点和运用

辨证和论治是临床诊治疾病过程中密切联系的两

个部分)

#

$

&

*

' 即辨证是论治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辨证

的目的和处理措施' 所以辨证论治的过程是中医诊治

疾病的全过程'

辨证论治一般都是在综合患者全身情况"作出总的

概括和判断"得出+证,的概念之后"分别采取相应的治

疗方法' 例如#咳嗽"根据辨证论治可以分外感咳嗽和

内伤咳嗽' 外感咳嗽又有风寒咳嗽(风热咳嗽(燥热咳

嗽(痰湿咳嗽等' 内伤咳嗽也有肺虚(脾虚(肾虚的不

同"辨证中既分析了原因(病位"又分析了疾病的性质和

疾病发生的原理"同时也包含了相应的治疗原则'

辨证论治的优点还在于它能抓住疾病过程中的主

要证候"只要其+证,相同"就可以采取相同的治疗方法'

例如+肝胆湿热蕴结,这个+证,"可以出现于多种疾病

$如传染性肝炎(胆囊炎(胆石症等%' 任何一种疾病只

要表现为黄疸(胁痛(发热(口苦(便闭(尿赤(舌苔黄腻(

脉弦数等症状"它的辨证就该归结为+肝胆湿热蕴结,"

治法就基本相同"都可以用清利湿热的方法'

辨证论治在同一疾病"其证型不同"治疗上也就各

异' 例如传染性肝炎"在转入慢性过程中"如表现为四

肢困倦"胸腹胀闷"食欲不振"胁部隐痛"大便溏泻"舌质

淡"舌苔白"脉象虚"其证型就不是肝胆湿热蕴结"而是

肝脾同病"肝郁脾虚"治法就应随之而异"改用疏肝健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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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辨证论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如以溃

疡病为例"中医辨证有虚实寒热痰瘀等多种类型"治法

亦各不相同' 在此基础上如再针对胃黏膜溃疡的病理

特点"参用保护胃黏膜使局部溃疡加速愈合的药物疗效

可显著提高)

7

*

&如传染性肝炎"根据辨证论治"用清利湿

热疏肝理气等疗法"能取得一定疗效"如若结合辨病的

知识"配合应用保肝治疗"疗效和转归应当更加理想&如

矽肺的治疗中"按照辨证论治原则"分成虚损(痰热(肺

燥等
&

型"分别用补肺养阴(泻肺化痰(润肺止咳等法治

疗"确能改善症状)

4

*

' 在结合辨病$矽尘结节%的认识

下"配合消石软坚化结的药物"效果显著"临床上有基本

治愈的可能)

$

*

'

!

"辨证论治的局限性

辨证论治对具体的病原体(发病的原理和病理变化

的认识"比较笼统抽象"不能完全说明疾病的本质"对诊

断和治疗"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时疾病的本质不能完全

通过+证,表达出来"于是本质的病理变化也就易被掩盖

忽视"造成误诊' 例如直肠癌早期症状易与痢疾相混

淆&又如溃疡病(胃癌"这是在同一脏器发生的两种完全

不同性质的疾病"特别是早期"单从+辨证,是难以区分

的"在治疗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

&

"中医辨病与施治的治疗特点

在中医的辨病施治上"亦应有区别于他病的治疗特

点' 即把握某一疾病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反映出来的共

性"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去认识其基本病因病机"针对

这一基本病机去遣方用药' 如冠心病心绞痛的发作期"

基本病机为心脉闭阻(气滞血瘀"故疼痛发作期应以芳

香温通(活血通脉为主"使气行脉畅(疼痛自止&如急腹

症"基本病因病机为腑气不通(气血瘀滞化热"围绕这一

病机"采用泻下通腑(清热解毒(理气活血之法)

&

*

'

中医学治疗现代医学疾病应充分考虑它的自身规

律' 现代医学诊断疾病主要依靠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

查等手段经归纳分析后得出"更通俗的说现代医学的疾

病诊断主要是从微观方面考虑"即便是患者无任何临床

症状及体征"只要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提示有异

常"即可诊断并实施药物及心理干预' 而中医学主要是

从宏观方面考虑疾病发生(发展及预后"即以+证,为中

心探讨疾病的诊治"+证, 即是要有+证候表现,"但是由

于现代医学的发展"许多疾病发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和

体征"中医诊治出现了无证可辨的窘境"如肝纤维化的

患者很多早期无明显异常表现"往往是在体检时被发

现"对于现代医学来说可明确诊断并及时予以药物干

预"中医学应该在传统辨证论治基础上拓展+切诊,的范

畴"将辨病与辨证结合起来"将其纳入中医学+积,的

范畴"实施中医药的干预"使用活血化瘀"疏肝利胆的方

法可取得满意疗效' 另外气虚型感冒的患者"在平时往

往无明显症状"但由于天气变化或自身免疫机能下降时

往往会发病"而且现代医学治疗疗程较长"易反复"这就

能充分体现中医学的优势所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有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

%

*

"中医学为了减少患者

的发病几率"除了在患病期间使用+参苏饮,等方剂治疗

之外"还在平时嘱患者服用+玉屏风散,(+补中益气汤,

等并结合三伏灸等方法增强机体免疫力"最终达到+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效果' 所以现代中医学要在传统

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积极吸收现代科学的成果"将辨病与

辨证相结合"丰富中医诊治疾病的内涵"增强中医治病

的范围和疗效'

7

"中医辨病治疗现代疾病的特点

主要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

' $

#

%采用中医病

因病机学来认识现代疾病"从而寻求解决方法' 如慢性

病毒性肝炎"现代医学认为是感染乙型(丙型或其他类

型的肝炎病毒而发病"通过病原学诊断而采用杀灭或抑

制病毒复制的药物进行干预"而中医学则认为该病是湿

热(疫疠之邪入侵机体"蕴结于内"脾胃升降失司"湿热

熏蒸肝胆或热毒内陷营血所致)

5

*

"邪入体内必须驱邪于

外"肝炎属于传染性疾病"所以中医治疗多采用清热解

毒(疏肝利胆的方法"积极使用各类解毒方剂并结合能

杀灭或抑制肝炎病毒的中药"如鸡骨草(鼠曲草(白花蛇

舌草(虎杖(龙胆草等取得较满意的疗效)

<

*

' $

!

%根据

病变部位认识疾病的病因病机' 如痿病"因其病变在肌

肉"中医学根据脾主肌肉的理论"应用健脾为主治疗"并

在治疗过程中遵循治痿独取阳明的原则"取得明显疗

效)

#"

*

&乳腺增生"中医根据肝主疏泄"喜调达的理论"而

且依据+女子治病以肝为先天,"采用疏肝理气(活血化

瘀的治法"取得满意疗效' $

&

%根据发病特点认识疾病

的病因病机' 如各型肺炎"根据其证候表现往往归属于

+喘证,或+内伤咳嗽,"其病机乃是肺失宣降"肺气上

逆"或肺肾出纳失常所致"故治疗时当以虚实为纲并结

合脏腑病机采用补肺(纳肾(温阳(益气(养阴(固脱等治

则)

#"

*

' $

7

%根据微观的生理病理改变认识中医学+证,

阴阳消长变化的物质基础' 如原发性高血压病"属于肾

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分泌盐皮质激素过量导

致水盐代谢紊乱所致"中医学辨证为肝阳上亢或肝肾阴

虚"治疗上给予平肝潜阳或补益肝肾的治则)

##

*

'

4

"中医辨病与辨证

4

!

#

"中医辨病的内涵"辨病是着重于疾病发生发

展的总体规律"强调系统性和整体性'

4

!

!

"中医辨证的内涵"中医的辨证则是侧重于疾

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 而且这些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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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在治疗过程中会不断变化"治疗方药也会随之改

变"经中医辨证积极治疗后证候表现或许会消失"但从现

代医学角度来做微观检查"疾病仍未痊愈"如泌尿系结石

出现嵌顿时会引发肾绞痛等证候表现"通过中医利尿通

淋(缓急止痛等治疗后症状和体征会明显缓解"但尿常规

检查会出现镜下血尿或$和%白细胞"泌尿系
K

超仍会有

结石表现' 故中医的痊愈标准和现代医学的治愈标准存

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在循证医学角度上差异性更大'

4

!

&

"中医学对疾病病因认识的方法"中医学对疾

病病因的认识"多从宏观角度去认识"比如+血证,中医

学认为其病因归结为外感六淫(酒食不节(情志过极(劳

倦过度(久病热病等)

#"

*

' 但现代医学对于各系统的出

血性疾病有着及其系统和复杂的病因学阐述"治疗措施

针对性极强' 因此"中医的病因病机学更趋向于模糊概

念和宏观思考)

##

*

'

4

!

7

"中医辨证论治的差异性"临床上"不同疾病

之间的+相同证,在治疗上是有很大差异的' 如同是肝

阳上扰的头痛"血管神经性头痛应柔肝平肝(熄风清热&

脑溢血则多用通腑化痰平肝(活血化瘀法治疗' 同是阴

寒内滞的胃脘痛"胃痉挛者应温中散寒(缓急止痛&冠心

病心绞痛则应温阳通脉(活血化瘀)

&

"

##

*

'

4

!

4

"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劣"宏观(整体(灵活的辨

证施治"是中医临床的特色"在功能性疾病及一些慢性

疾病中"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但也暴露出一定程度的局

限性' 如肿瘤(胃炎(胃息肉(胃痉挛(冠心病心肌梗死(

心绞痛(胰腺炎(胆囊炎都可以出现胃脘痛的症状"而且

在这些疾病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时期"都有可能出现中医

的同一个证"如果只按中医胃脘痛辨证施治"+有是证即

用是药,"显然缺乏针对性'

4

!

$

"中医病证的相关性"按照文献)

##

*"通俗地

说就是中医学的+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特色' 比

如说妇科学的+子宫脱垂,和内科学的+胃下垂,都辨为

+中气不足,时"均可采用+补中益气汤,进行加减治疗"

这就是异病同治' 而胃痛是脾胃病中最常见的疾病之

一"六腑以通为用"但+通,法又需根据证候表现的不同

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散寒(消食(理气(泄热(化瘀(除

湿(养阴(温阳等治法均可以起到+通,的作用)

#"

*

"这就

是所谓的+同病异治,'

4

!

%

"中医+证,与现代医学+病,的概念的区别"中

医+证, 认为疾病是人体阴阳偏盛偏衰的结果"所说的证"

是机体对致病因子产生的一种主客观反映' 中医学的

+辨证,和现代医学的+辨病,各有所长"它们都从不同的

角度来认识疾病的本质"但又都各有所短"表现在对疾病

的认识上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临床上应把

辨证和辨病结合起来"才能对疾病的认识更加全面而深

刻' 中医+证,与现代医学+病,的概念的区别' 现代医

学对疾病的认识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及病

原学的基础上的"它是根据病原(病理(典型症状及客观

检查而形成疾病的概念' 对疾病的认识从病原(病理的

角度来说"比较确切具体"但容易孤立地看问题"而忽略

人体的整体性' 由上可知"疾病的治疗"始终离不开疾

病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 仅满足于辨证施治(满足于某

个阶段临床症状的暂时改善"中医临床就无法吸收现代

的科学技术方法' 一直囿于宏观整体的认识"中医的临

床疗效就无法提高"中医治疗学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

响' 在医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任何医学的发展都不

可能孤立的存在和发展"需要秉承+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的思想"青蒿素的发现就是典型的中西思维合用的

有力证明' 辨病是中医学辨证的有效补充"更加丰富了

中医学的诊疗手段"是中医学在继承基础上的果敢创

新"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只有取长补短"相互交融"将

宏观和微观思维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医学的最大优势'

参 考 文 献

)

#

*"吴敦序主编
2

中医基础理论)

,

*

2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

#<<5

#

#"

$

%<2

)

!

*"邱德文"杨卫平"冯泳主编
2

中医治法学)

,

*

2

贵阳#贵州

科技出版社"

!""&

#

#

$

42

)

&

*"田金洲"韩明向主编
2

现代中医临床辨病治疗学)

,

*

2

北

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

$

52

)

7

*"陈伟良"伍振峰"邓中银"等
2

中医药在抗胃溃疡研究应

用中的现状与进展)

(

*

2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

"

#5

$

7

%#

!"

$

!#2

)

4

*"高远平"林德和
2

中医药治疗矽肺体会)

(

*

2

福建中医学

院学报"

!""4

"

#!

$

&

%#

&"

$

&#2

)

$

*"王莉"马智"盛丽
2

中医药治疗矽肺研究进展)

(

*

2

中国

工业医学杂志"

!""4

"

#"

$

4

%#

!4

$

!$2

)

%

*"王健"苏颖
2

内经选读)

,

*

2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

!2

)

5

*"程丑夫"王钟林主编
2

实用内科手册)

,

*

2

长沙#湖南科

学技术出版社"

!""4

#

!#

$

&#2

)

<

*"彭勇
2

生肖汤加减治疗乙型病毒性肝炎临床观察)

(

*

2

内蒙古医学杂志"

!"#&

"

4

$

#"

%#

&%

$

7"2

)

#"

*"田德禄"蔡淦主编
2

中医内科学)

,

*

2

上海#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

!""$^ 7"&

$

7"<2

)

##

*"史大卓"陈可冀
2

中医辨病施治的思路与方法探讨)

(

*

2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

#$

$

#

%#

#5

$

!"2

$收稿#

!"#7

$

"&

$

&#

"修回#

!"#$

$

"7

$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