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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体质学说自
$"

年代确立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现代医学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体质

学说的全面发展# 笔者梳理了古人对中医体质分型的认识"介绍了现代体质分型方法"并对当前中医体质量

表的应用现状进行述评"以期中医体质分型现状得到更为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促进体质分型标准更加完善"

从而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中医体质分型$中医体质量表$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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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是指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

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

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

#

)

* 体质现象是人

类生命活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与疾病和健康有着

密切关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体质现象受到广泛关注

和重视!体质分型成为临床应用体质学说的首要问题!

如何对体质客观地分型!规范而有效地应用已建立的

体质分型标准!是现代体质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为此!笔者对中医体质分型的历史源流'现代体质分型

方法'体质量表的应用现状进行了简要阐述*

#

$中医体质分型

#

!

#

$古代体质分型源流$中医体质分型最早见

于+黄帝内经,!从个体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特征'心理

特征及对环境的适应性和反应性等多角度对体质进行

分型!奠定了体质学说的基础* +灵枢"阴阳二十五

人,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别其五色!异其五

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即以五行学说为依据!将

人分为木'火'土'金'水
_

种基本类型!每种类型再划

分为
_

种亚型!共计
!_

种!并指出二十五人针刺之前

必先-审察其形气有余不足而调之.* +灵枢"通天,

指出#-盖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

人!阴阳和平之人* 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

各不等.!即根据阴阳含量的多少!将体质分为多阴而无

阳之太阴人!多阴少阳之少阴人!多阳而无阴之太阳人'

多阳而少阴之少阳人及阴阳之气和的阴阳和平之人

_

种类型!并阐述了此五类人生理功能'行为表现'心理

性格等方面的特征* +灵枢"行针,篇中!将体质分为

-重阳之人.'- 重阳之人颇有阴.'-多阴而少阳.及-阴

阳和调.

8

种类型!强调-百姓之气血各不同形.!针刺后

各类人-或神动而气先针行&或气与针相逢&或针已出气

独行&或数刺乃知.!提示临床治疗中应结合不同体质的

特点及其对针刺的反应!因人制宜!因质制宜!施以不同

的针灸方法* +灵枢"逆顺肥瘦,根据体型肥瘦'壮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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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将体质分为瘦人'肥人'常人*

东汉张仲景从长期临床实践中认识到!体质有寒'

热'燥'湿'虚'实等的偏颇!有平人'强人'羸人'盛人'

瘦人'虚弱家'亡血家'汗家等差异!针对不同体质有不

同的治法禁忌* 朱丹溪+格致余论,明确提出痰湿体

质!即-肥人多痰.* 张介宾+景岳全书,中根据脏气的

强弱和禀赋的阴阳将体质划分为阴脏'阳脏和平脏

&

型*吴达的+医学求是,根据饮食结构的不同!将体质

划分为膏梁之体与藜藿之体* 叶桂'华岫云在+临证

指南医案,中明确提出-体质.一词!同时提出了贴近

临床的偏颇体质!如-阴虚体质.'-木火体质.'-阳虚

体质.等* 章楠+医门棒喝,指出先天禀赋'地理环境'

饮食习惯是形成体质差异的重要因素!根据阴阳量的

多少!将人体体质划分为阳旺阴虚'阴阳俱盛'阴盛阳

虚'阴阳两弱
8

种类型* 周学海+读医随笔,从人的社

会地位及富贵贫贱等方面出发!将体质划分为贫贱之

人与富贵之人* 此外!另有一些医家对特殊人群的体

质进行阐述!如#小儿-纯阳之体.'老年人-虚阳.体

质'妇人-产后多虚.等体质理论*

古代医家对体质分型的论述颇多!为近现代体质

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终未形成统一的分

类标准* 体质的辨识和分型是体质研究的前提和基

础!同时对中医学临床诊断'治疗'养生保健等诸多方

面具有指导意义* 因此!体质的分类及辨识也是现代

体质学家们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

!

!

$现代体质分型$

!"

世纪
$"

年代!匡调元

和王琦分别提出了体质病理学理论(

!

)和中医体质学

说(

&

)

!自此!众多学者在理论和临床中开展了一系列

的研究* 王琦认为体质之所以可分!是因为体质具有

个体差异性!呈现多态性&而体质又具有群体趋同性!

形成群体生命现象的共同特征(

8

)

* 由于观察角度各

异!个体信息的多层次化!使现代体质分型方法多元

化!未形成统一标准和规范* 当前研究者主要从临床

角度出发!根据群体的表现特征'体质变化及疾病的易

感性等方面对体质进行分类!具有代表性的分型方法

主要是以下几种#

体质六分法#匡调元(

_

)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根

据其临床所见的形证脉色特征!以临床机能变化为主!

结合体形结构与代谢特征!将体质分为正常质'晦涩

质'腻滞质'燥红质'迟冷质'倦 质
7

种类型* 何裕民

等(

7

)先根据临床观察结果!将患者的体质类型分为正

常质'阴虚质'阳虚质'阴阳两虚质'痰湿质'瘀滞质
7

大

类* 后又通过问卷调查!利用模糊聚类!将体质分为强

壮型'虚弱型'偏寒型'偏热型'偏湿型和瘀迟型
7

种类

型* 赵进喜(

$

)参照+伤寒论,中蕴含的三阴三阳体质思

想!认为体质的形成缘于人体生理功能的不平衡!将体

质划分为太阳体质'阳明体质'少阳体质'太阴体质'少

阴体质'厥阴体质
7

个类型!即-三阴三阳体质学说.!结

合临床实践!每型又包括甲'乙'丙
&

个亚型*

体质九分法#王琦(

%

)在对中医体质分类的理论渊

源及形成发展进行综合的基础上!结合体质流行病学

调查结果!对人体的体形'头面形色'目'鼻'口'四肢'

舌脉'性格'饮食'二便等方面的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将

体质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

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
:

个基本类型*

体质十二分法#田代华等(

:

)根据脏腑经络和阴阳

气血津液的盛衰虚实!结合临床不同体质的发病表现

证候!将体质分为
#!

种#即阴虚型'阴寒型'阳虚型'阳

热型'气虚型'气滞型'血瘀型'血淤型'津亏型'痰湿

型'动风型'蕴毒型*

除上述分类方法以外!现代医家亦对小儿'妇女等

特殊人群体质进行了分型!如朱锦善(

#"

)将小儿体质划

分为正常质'痰湿质'气虚质'内热质'气阴两虚质&皇

浦燕(

##

)则分为正常型'脾胃虚弱型'肾气不足型'肝肾

不足型'血虚型* 陈慧珍等(

#!

)将妇女体质分为正常

质'阴虚质'阳虚质'肾虚质'气血虚弱质'痰湿质'瘀

滞质*

!

$体质量表应用现状及评价

各种体质分型学说均基于中医学对体质的认识!

从不同角度对体质进行了分类!推动了中医体质学的

发展* 科学评价体质'对中医体质倾向性准确分型直

接影响着临床预防'诊断和治疗!因此!建立完善的体

质分型标准!客观化辨识指标!是中医体质学说研究的

主要任务之一* 体质量表的应用使体质能够按照相对

具体的分型标准进行判定!当前已制定的体质分型量

表有+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三阴三阳体质初量

表,'+五五体质检测量表,及+五态人格测验,等!其中

以王琦教授编制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量表应用

最为广泛*

!

!

#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的应用现状及评价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是由王琦'朱燕波等按照量表

开发程序和方法编制(

#&

)

!

!"":

年被中华中医药学会

认定为学会标准(

#8

)

!于
!""7

年发表日文版(

#_

)

'

!"#!

年发表英文版(

#7

)

* 该量表
:

个亚量表重测信度为

"

!

$$

"

"

!

:"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

!

$!

"

"

!

%!

(

#$

)

* 该

量表主要针对
#% ` 7"

岁成年人!为了使中医体质分

类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柳璇(

#%

)基于+中医体质分类

与判定,标准!制定了专门面向老年人群的+老年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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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体质分类与判定,*

根据史会梅等(

#:

)统计!该量表被研究范围主要集

中在体质可分'体病相关'体质理论研究'体质可调'体

质与生命质量的关系'量表自身研制等方面* 韩萍

等(

!"

)根据+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对
_!

例糖尿病患

者进行体质分类!结果显示阴虚质最多!调整偏颇体质

糖尿病早期血糖!将有助提高的糖尿病防控效果* 刘

培中等(

!#

)探讨高血压病危险因素与中医体质分型的

相关性!结果显示高血压患者以阴虚质'血瘀质'痰湿

质为主!其体质类型与心血管危险因素有一定的相关

性* 乔会秀(

!!

)采用+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对
#!"

名

紫癜性肾炎患者分型!分析各证候分型与中医体质类

型相关性!发现体质分型中特禀质'湿热质居多!中医

证候分型中风热伤络证和血热妄行证居多!风热伤络

证与特禀质'血热妄行证与血瘀质和湿热质'阴虚火旺

证与阴虚质'气不摄血证与气虚证正相关* 孙广仁

等(

!&

)收集了
#$!

例失眠症病例!发现失眠症患者的

体质类型以气郁质'湿热质和阴虚质为最多见!分别给

予疏肝解郁方'清热利湿方和滋阴清热方调理!疗效

显著*

王琦根据九种体质提出不同的养生方法!但目前利

用此量表标准做养生研究者尚少* 陈璋秀(

!8

)根据该标

准!对九种体质实施辨证施-膳.!提出-因人制宜.的养

生方法* 叶伊琳等(

!_

)将中医体质学说应用于美容领

域!研究了中医体质类型与美容的关系* 除上述应用

外!+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亦被用作筛
!

特定体质的专

项量表!如胡春雨等(

!7

)编制易怒体质量表!岑贜等(

!$

)

编制能够迅速筛选出较为单纯的寒热体质样本的量表*

目前+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已在全国治未病中

心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使用* 随着该量表在临床中的

广泛使用!研究者发现一些尚需要解决的问题#$

#

%学

界对体质是否包含心理因素有不同看法!匡调元(

_

)认

为体质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代谢'机能与结构方面!龚勇

军等(

!%

)亦认为体质的概念只宜包含身体部分!心理部

分不是体质的范畴*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量表是

结合形体结构'功能特征'心理性格等多方面编制!虽

然体现中医学-身心统一.的整体观思想!但不符合现

代医学中将体质与人格分开的观点!不易被西方国家

接受!不利于中医人格与体质关系的更深入研究*

$

!

%该量表属于自测量表!通过量化加权打分!由于受

试者理解水平的限制!往往对自身感受做出比较模糊

的判断!导致判断结果与临床医生判断结果存在差异!

亦出现同一受试者近期的多次测量结果不尽相同*

$

&

%辛海等(

!:

)通过对
! """

多份中医体质量表资料

统计!发现受试者中单一体质者少见!大多数受试者是

多种体质合并!某些相兼体质甚至相互矛盾!无法进行

定向体质调理* 同时!在研究体病相关的相关课题中!

由于多种相兼体质的存在!增加了分析的难度与复杂

性!在本课题组进行的体质相关实验中亦发现此问题*

$

8

%缺乏脏腑辨证!九型体质的判定未进行完整的中

医四诊合参!其判定结果未与脏腑进行关联!因此对相

关脏腑的调理也相对模糊* 临床中有相当一部分个体

仅表现为某脏腑功能的偏颇!比如肺气虚'心气虚'肾

气虚!而量表只能判定为气虚质!是否应在体质量表基

础上制定相关脏腑辨证分量表进行相关脏腑定位有待

进一步研究* $

_

%缺乏中医专业医师临床望'闻'问'

切!直接通过量表进行体质辨识!无法根据受试者描述

或者表现出的实际情况去伪求真!不能分清标本先后!

从而采取关键性的调理手段* 同时!对于缺乏量表所

阐述的症状个体及某些慢性病受试者!可能由于临床症

状的缺失或者药物的干预作用导致判定结果偏颇!研究

者应探讨如何避免或减少这些情况的发生* $

7

%量表中

某些题目尚待商榷!有研究者针对各分量表的某个或者

某些题目进行了相关阐述!认为这些题目需要进行进一

步深入探讨!使该量表更加合理化和标准化(

!:

)

* $

$

%气

血阴阳属于人体的基本物质!而体质量表判定的体质类

型包含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
&

型!无血虚质!当前研

究者对于是否应将血虚质加入该体质量表存在争议*

!

!

!

$其他体质量表的应用现状及评价$+中医

阴阳体质调查问卷,

(

&"

)是以阴阳学说为指导!结合四

诊辨证!参考匡调元'王琦及日本小板分类方法编制而

成!通过量化计分将体质分为阴不足型$得分
a 8_

分%'阳不足型$得分
b__

分%'阴阳平衡型$

8_!

得分

!__

分%* 宫晴(

&#

)结合赵进喜教授的-三阴三阳.学

说!通过临床调研建立初步的 +三阴三阳体质初量

表,!该量表从形态结构'生理机能'社会心理因素和

疾病易感性
8

个方面!同时考虑每种体质生理功能的

侧重点不同!如太阳系统侧重于机体的卫外能力!而阳

明系统侧重胃肠通降功能!对体质进行分型* +寒热

体质调查问卷,

(

!$

)是为筛选较为单纯的寒热体质设计

的量表!共
!!

个条目$寒体条目
#!

条!热体条目
#"

条%!采用离散程度法'因子分析法'判别分析法等
7

种方法以提高量表的鉴别能力!控制兼夹体质的纳入

几率!为实验研究提供较为单纯的体质研究对象* 于

晓林参照王琦中医体质九分法!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

点!初步建立适用于临床的+易感小儿中医体质分类

的量表,

(

&!

)

!该量表专门针对
%

岁以下儿童!由于调研

样本量偏小!且小儿自我描述症状困难!监护人对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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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带有主观性!需进一步完善*

中医学-形神合一.的理论认为气质心理属于体

质的一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体质特征* 乔明琦

课题组前期建立了+易怒体质量表,用于区分易怒人

群与不易怒人群!量表包含形态结构特征'怒伤肝'机

体功能下降'心理特征
8

个维度!

&$

个条目!重测信度

在
"

!

$"$

"

"

!

$::

!分半信度为
"

!

:""

!克朗巴赫
!

系

数为
"

!

:!#

!对易怒人群有较好的区分度(

&&

)

* 后对量

表补充调整后形成初步的+愤怒郁怒体质调查表,!后

者包括
&&

个条目$其中包含
#&

个特征性条目%!形体

表征'躯体感觉'官窍及二便情况'心理特征
8

个维

度!重测信度在
"

!

$#!

"

"

!

%""

!分半信度为
"

!

%:7

!

克朗巴赫
!

系数总表为
"

!

%::

!除形体表征维度的系

数低于
"

!

$

外!其余各维度的
!

系数均在
"

!

$

以

上(

&8

)

* 侯艳娇(

&_

)应用后者研究了工人'护士'大学生

&

个群体的愤怒'郁怒体质特征!建议根据体质特征针

对性地制定因怒致病的预防及治疗措施* +易怒体质

量表,及+愤怒郁怒体质调查表,主要是从情志角度出

发对体质进行分类!有利于指导不同群体情志疾病的

预防和治疗!由于被调查群体局限!样本量偏少!尚未

建立标准化常模!需进一步研究*

薛崇成'杨秋莉在对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辨证分型

的基础上编制了+五五体质检测量表,及+五态人格测

验,!分别对体质及人格进行分类* 王昊等(

&7

)对全国

完成量表的人群进行分析!认为中医学人格特征与体

质类别间存在相关性* +五五体质检测量表,将体质

分为平人质'阳热质'阴寒质'阳虚质'阴虚质'偏湿质'

多痰质'偏风质'偏燥质'气虚质'血虚质'气滞质'血瘀

质
#&

类!+五态人格测验,从阴阳学说角度出发将人

格特征分为太阳'少阳'阴阳平和'少阴'太阴
_

类* 邵

祺腾等(

&$

)对
$$%

名更年期妇女进行人格'体质特征

分析!发现更年期妇女以太阳'少阴'太阴人格特征明

显!体质以阴寒质'阳虚质'气虚质'偏湿质'血虚质为

主!其人格'体质存在一定相关性* +五五体质检测量

表,目前应用局限!未得到广泛研究!对于临床的指导

作用有待检验* +五态人格测验,共
#"&

道题!为自陈

式测验!重测信度'内部一致性均高于
"

!

$

(

&7

)

* 而该

量表条目以答-是.计
#

分!答-否.不计分为计分标

准!不能反映等级程度!同时由于量表结果只说明各维

度分值高低!未实现分型目标!未引起体质研究者的广

泛注意* 与+五态人格测验,相比!+中医气质测评量

表,

(

&%

)条目较少!各条目按四级分层'按不同特点的权

重计分!初步实现
_

种气质类型区别的目的!当前应用

偏少!对临床指导作用尚需观察*

&

$展望

体质量表虽然从主观症状角度对体质类型进行了

判定!但是尚缺乏生理生化等特异性指标加以佐证!因

此!寻求不同体质类型的客观指标是进一步进行体质研

究的重点* 王琦教授应用基因芯片技术!以平和体质作

为对照组!对偏颇体质进行外周血基因表达谱分析!发

现每种偏颇体质都有特异的基因表达谱* 阳虚质表达

上调的基因主要涉及炎症相关基因'环磷酸腺苷反应元

件结合蛋白基因
'N;Z

及调节蛋白基因
'N;,

等!表

达下调的基因主要是与遗传信息传递相关的基因及亚

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
,*YSN

等* 阳虚质与平和

质比较!存在以免疫监视功能降低'炎性细胞因子相关

基因表达上调为特征的免疫功能紊乱!在遗传信息传递

方面的能力呈现下降状态(

&:

)

* 阴虚体质者炎症相关细

胞因子基因表达上调!生物合成与代谢功能相关基因表

达有增强的趋势(

8"

)

* 这些研究成果提示!借鉴表观遗

传学'免疫组化等现代科学的研究理念和实验技术!深

入探讨个体体质生物学机制!对体质分类标准提供客观

化依据是可能的!有利于指导偏颇体质的调治*

中医体质学说是中医学基础理论之一!受到学者

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体质量表的应用使体质分型判定

有了相对具体的标准!更准确地反映了不同个体的体

质差异!为中医体质相关疾病的防治'养生保健'健康

管理提供依据* 英文版'日文版及韩文版+中医体质

量表,的开发与编译使-中医体质.'-因质制宜.'-辨

证论治.的概念走向国际化!然而地域'生活习惯及文

化的差异对体质量表的国际化应用与推广带来一定困

难* 因此!为最大可能提高体质量表的效度与信度!体

质量表编译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人种'地域'文化差异对

各分量表进行适当调整及权重!如肥胖人群比重大的

地区痰湿质分量表应更详尽!同时建议由当地不同文

化背景人员参与编译!在对量表进行调研中应联合互

联网络广泛投掷问卷以获取区域信息* 研究者们在进

行体质相关研究时!需结合基础理论'临床实践!应用

现代医学技术对中医体质学说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突

破当前研究方法的局限!进一步完善体质分型标准!并

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实践* 通过中医体质辨识和医

学检测方法对受检者进行个体化评估!及早发现体质

的偏颇状态!并制定方便'有效的食疗'情志'起居'用

药等各方面的指导!达到养生益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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