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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病同治(的诊疗策略探讨

陈志强

摘要$以中医定义的"病#$症%和西医所诊断的"病#的概念为基础&阐述了"症病同治#的内涵'诊疗策

略'意义及展望( 指出以最佳疗效为目标&把识病对症$辨证%'治疗保健融为一体&优势互补的模式有利于

为人类健康提供更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

关键词$症) 病) 诊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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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医学的进步都能够极大地推动人类整体健

康的保障+提升和发展, 不过前提是#医学是以患者为

中心"以保障和提高人们的健康状态+以临床疗效为目

标, 由于中医和西医所认识的病不同"所治疗的目的

也不同, 所以"从整体而言"中医和西医都只是治疗了

部分的'病("都是有限的科学, 问题是如何扬长避

短"使二者的优势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本文就此探

讨如下,

#

$病的概念

人类认识疾病主要是从'症( $征%等可以感觉的

痛苦或不适+或者是看得见的异常病征开始, 例如以

症状为主命名的'腹痛(+'咳嗽(+'水肿(..以及以

病征为主命名的'红丝疔(+'大头瘟(+'脱疽(..等

等, 并且这种认识疾病的方法时至今日仍然为大众认

可, 所以"以'症($征%为'病(是以百姓为基础的社会

共识"也是中医诊断为'病(的主要依据$以下简称中

医定义的'病(为'症(%,

简而言之"中医所治疗的'病(主要是治'症(, 消

除或改善'症(是中医治病的主要目的"使用的方法是

'对症下药(和'辨证论治(, 其中"'对症下药(主要依

靠经验积累和临床实践"历史上中国传统医学由此而

产生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很多'一招灵(+秘方

或者是验方, '辨证论治(是中医能治'病(的重要手

段"也是中医学诞生两千多年来至今能够屹立于世界

医学之林的根本)

#

*

, 尽管用目前的科学手段还不能

解释清楚中医治'病(方法的科学原理"但是确实有

效"确实能消除或减轻'病($症%,

一百多年前"以还原医学为基本原理的西医学逐

步形成以后"以全新的方式认识疾病"以病原解剖+病

理生理为基础"以检验检查或者特定的临床表现和病

史为主要依据诊断'病(, 例如诊断为'结核(+'肿

瘤(+'糖尿病(+'高血压病(..等等"规范的疾病诊

断还包括病位+病性病因+程度与范围及功能变化等内

容, 治'病(的目的主要在于清除病灶+消除或控制

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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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医和西医所诊断的和所治疗的'病(

根本不同, 病的概念应该包括以'症( $征%为主要依

据的中医定义的'病(以及有西医以检验检查为主要

依据所诊断的'病(

)

!

*

,

!

$'证(的概念与'辨证论治(

'证(是中医对'病($症%发展过程某一阶段的病

机概括"主要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结合中医理论进行推

断分析所得)

&

*

, 但是"'证(可以是病机"也可以是体

质, 中医学的辨证"一为治'病( $症%"二为保健, 所

以"'证(不属于病"也难以成为疗效标准,

中国医学历史上"中医关于'证(的推论出现在

前"西医诊断的'病(的方法建立在后, 现实当中"中

医的'病( $症%不等于西医的 '病(, 所以"中医的

'证(和西医诊断的'病(没有必然的联系,

'辨证论治(的关键是辨证和论治, 根据辨证的

结果选择论治的方法, 论治的方法可以选择药物或外

治+手术或针灸+甚至饮食+锻练等"不一而足"适而可

用"并非拘泥于内服中药,

&

$'症病同治(的必要性

&

!

#

$医学必须以患者为中心"以治病或保健为

最高目标, 病的概念包括中医定义的以患者异常不适

或痛苦为特征的'病( $症%和西医诊断的主要经过检

验检查确诊的'病(, 那么"无论从中医或者西医的角

度认识疾病和防治疾病"目前的中西医学都有各自的

科学性和局限性"各有短长)

E

*

"难以单独达到最佳的

诊疗结局,

&

!

!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可以预见中医西医都

将往前发展"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由于

生命科学的复杂性"中西医学体系设计源头上的科学

局限性"可以预见其亦难以单独达到人类更高的诊疗

和保健需求,

&

!

&

$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

的需求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时尚,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已经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医学发展的方向"已经从

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治病为目标%向以生物+社会+

心理一体化的整体医学模式$健康为目标%转变, 医

学的发展必须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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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鉴于此"基于前述对'病(的概念探讨以及医学

必须为人类健康提供最佳服务的重新认识"就有必要

对'症病同治(的诊疗策略进行深入探讨"从源头上思

考中国医学发展与创新的问题,

E

$'症病同治(的诊疗策略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这里的'症病同治(所指的

'症(是中医定义的'病(的简称"'病(是指西医诊断的

'病(,

E

!

#

$既要懂得'病( '症(相应"又要知道'症(

'病(分离的临床实际"才能理解实施'症病同治(诊疗

策略的价值,

一般的理论学习"习惯于'病('症(相应, 例如支

气管炎的特征是咳嗽"尿路感染的特征是尿频+尿急+

尿痛.., 但是"实际临床'症('病(分离的现象更为

多见, 原因在于单'病(种体质好的患者只占部分"而

实际上很多患者是多种'病(并存, 由于患者年龄+性

别+体质不一"'病( '症(的表现也各异, 而且由于

'病(的性质和分类分期不同"'症(的表现和规律也各

异, 临床常见现象更多的是同'病(异'症(+同'症(异

'病(&或者是多'病(少'症("多'症(少'病(&甚至是

有'病(无'症(,

同'病(异'症(者"例如尿石症患者可以表现为腰

痛$肾绞痛%"也可以表现为无痛血尿和尿频+尿急+尿痛

甚至发热"根据中医定义'病(的原则"可以分别诊断为

'腰痛(+'血证(和'淋证(等&同'症(异'病(者"例如咳

嗽可以是支气管炎+也可以是肺结核或者是肺癌导致&

多'病(少'症(或者多'症(少'病(更为多见"更年期综

合征+尿道综合征等各类综合征属于多'症(少'病("而

偶有不适前往检查可能发现很多疾病, 体检时发现肝

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往往是有'病(无'症(,

上述临床实际说明"单纯应用中医定义的'病(

$症%或者单纯应用西医诊断的'病(指导临床诊疗"都

难以能够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目的"必须'症病

同治(,

E

!

!

$治病救人"必须以'病(字当头"诊断在前"

决策先行"为同行公认和社会公认奠定基础, $

#

%是

治病救人的现实需要, 例如咳嗽+腹痛+水肿+瘕+关

格..等'病( $症%"需要深入分析病因"治病求本,

传统中医的对症辨证"不能取代现代医学的诊断指引,

否则可能误诊误治"酿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

!

%

是依法行医的需要, 医疗事故的鉴定"必须以'病(的

诊断为依据"判定是否存在诊疗失误, $

&

%是医保公

医等国家公共政策的硬性要求"否则没有'病(的诊

断"就不能指导治疗"难以行医, $

E

%是中医药走向世

界的需要, 目前以'病(为公认的诊断疗效标准"'症(

是次要因素"'证(不为国际同行公认, 所以"以'病(

为突破口"展示疗效"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需要, $

7

%

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百姓健康水平的提高"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人民更加关注医药卫生保健知识&而且

新时代对'病(的认识不断更新"对医务人员的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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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否则不能满足百姓和社会的

需要,

E

!

&

$'症($征%是人类对疾病的最基本的认识,

以患者为中心+以疗效为目标首要体现在解决患者当

下最需要解除的痛苦与不适$症%,

'症(是人体复杂生物系统对身体异常或损害的

特有表达, '症(可以是单一病种的特定表现"也可以

是多种疾病的系统直观表述, '症(也是'病(, '症(

比西医诊断的'病(更多, '症(的消除或改善有时最

为容易"有时也最为难以消除, 临床疑难问题往往是

'发热(+'腰痛(+'头痛(+'疲劳(..等既简单又令

人困扰, 究其深层原因"还在于以还原医学为基础的

西医学的科学局限性所导致, 因为人体是个复杂的生

物系统"她的内部有十分复杂的生物联系, 简而言之"

人非机器, 治'症(最能体现中医优势与特色, 无论

是解除患者痛苦"还是顺应百姓健康需求"传承中医优

势"都不能忽略百姓和传统中医都认可的'病($症%,

临床所见"很多情况下以西医对'病(的方法诊疗

效果有限"但是采用中医对症辨证的方法"却往往能获

得意想不到的疗效, 关键在于中医对'病(的定义不

同"诊疗决策不同"方法不同, 例如西医诊断的

'病(///良性前列腺增生"由于可以表现为不同的主

要病'症("中医诊断的'病(可能为'癃闭(+'淋证(+

或者'血证(.., 同理"胃炎在中医诊断的'病(可能

为'胃脘痛(+'痞证(+或者'呃逆(..&脑梗塞在中医

诊断的'病(可能为'眩晕(+'头痛(+'失语(+或者'中

风(..等等, 消除或减轻主要病'症("是临床疗效

的主要体现之一, 治病救人"也需要通过消除或减轻

临床症候体现"而并非单纯依靠检验检查体现,

E

!

E

$'病(的性质和分类分期不同"中医西医治

疗的方法与目标不同"必须'症病同治("优势互补, 例

如胰腺炎"病变属于胰腺炎症水肿+还是化脓或者已经

形成假性囊肿&前列腺癌属于早期还是晚期"晚期属于

激素敏感期还是去势抵抗型"整体诊疗策略和中医论

治规律会有很大的不同, 再如尿石症"是尿道结石+膀

胱结石+输尿管结石+还是肾结石"还有结石大小+是否

梗阻+合并感染或者影响肾功能等"在不同的病变和分

类分期"中医西医各有长短"必须'症病同治("优势互

补"才能取得最佳疗效,

即使需要手术治疗的病例"手术治'病("消除病

灶"并不等于身心康复, 围手术期的很多常见病

'症("包括焦虑失眠+饮食与营养+疼痛或不适+大小

便问题以及疲劳综合征..等等"大量事实证明中医

药的应用能够加速康复"提高整体疗效)

%

*

,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实施'症病同治(的诊疗策

略"从理论到实践真正做到中西医学的优势互补"以最

佳疗效为目标"把识病对症$辨证%+治疗保健融为一

体"可能是中国医学为人类健康提供服务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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