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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开展中医证候学调查的目标和发展思路，提出重点任务为：!" 亚健康状态证

候学临床流行病学调查；#"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和评价标准的建立。通过分析认为揭示亚健康状态中医

分布特点和规律，将丰富现代生命科学内容和治疗手段，为中医药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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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一、问题与需求分析

证候学是中医理论的核心。近

年来，随着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

转变，人们更加认识到证候是认识

生命活动的一种科学方法，具有和

现代医学同等重要的价值。近 $% 年

来，证候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始终

是有进步而无突破，究其原因，除研

究思路有待调整外，原始积累性工

作薄弱，缺乏科学的证候诊断和评

价标准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回顾以往制定的各种证候诊断

和评价标准，均来源于历代文献描

述和专家个人的经验，虽不乏深厚

的实践积累，但终究带有一定程度

的主观偏倚，缺乏现代科学研究方

法、技术和数理统计学的支持，不能

被普遍采用。证候和疾病关系密

切，同一疾病可以表现多种证候，即

使同一证候的症状，其表现也并不

完全相同。其原因是：有的证候是

因病而生，有的平素即有，发病时混

杂间见，难以分辨。这与亚健康状

态的证候表现规律及特点——— 这一

最底线的资料有关。

亚健康状态是介于健康人和疾

病中间的“半健康状态”，表现为活

力降低、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的症

状。现代医学对此有着较多的观察

和描述，但在理论和治疗上却还在

探索。对于亚健康状态，中医理论

方药自成体系，辨证论治、养生保健

效果显著。揭示亚健康状态中医证

候分布特点和规律，将丰富现代生

命科学内容和治疗手段，为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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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具有世

界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在生物学方

面，巴甫洛夫创立了高级神经活动学

说，他因在消化腺生理方面做出了杰出

贡献而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俄罗斯的医学科学十分发达，也有

不 少 学 者 对 中 医 药 很 感 兴 趣 。 早 在

)*+) 年，原苏联就成立了全苏药用植

物研究所，进行植物药的综合研究和制

剂研究，同时也研究药用植物的资源及

本国和外国药用植物的栽培。在俄罗

斯从事针灸的人员素质很高，一般是医

科大学毕业工作数年后再经针灸培训

半年以上，达到针灸专科医生的水平后

才能从事针灸工作，未经正式途径培训

的人不得从事针灸工作。早在 !" 世纪

," - ." 年代，莫斯科第一医院就已派

留学生到中国学习针灸，这些人现在是

独联体的针灸骨干。俄罗斯的针灸研

究基地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高尔基

市等地方，各城市大医院里大多设有针

灸科，开展针灸临床和科学研究工作。

在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中，有的把针灸

作为自己终生研究的目标，有的则把针

灸作为专科医疗手段。这些研究有助

于阐明针灸疗法的科学原理，同时也能

为针灸疗法的应用制定新的原则。前

苏联还设有反射疗法研究所（即针灸研

究所），该所创立于 )*/. 年，并设有附

属门诊部。

俄罗斯学者用针灸治疗疾病的范

围也很广，如用针剌治疗肝癌疼痛症候

群、产科临床疼痛症、支气管哮喘、心绞

痛、心肌梗死、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肠功

能紊乱症、肾结石、前列腺炎、耳鸣、鼻

炎、关节炎、风湿痛、牙痛等内、外、妇、

骨伤、皮肤、神经各科的疾病。

俄罗斯已设立针灸医学博士、副博

士学位。俄罗斯针灸学会是世界针联

的重要成员，) - ! 年举行一次全国性

针灸学术交流会。目前同我国的学术

交流也十分频繁。我国也在俄罗斯雅

罗斯拉夫州建立了中医培训与治疗中

心，常有中国专家去那里工作。俄罗斯

对中医药十分信任，患者服中药也相当

普遍。中医药在俄罗斯已被广大民众

所接受。

（文 摘）

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目标与发展思路

在前人工作基础上，以古今文

献和专家经验为基础，采用多中心、

大样本、前瞻性的临床流行病学调

查 0 123 和多层次的数理统计及信

息分析技术等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开展包括我国东南西北中 )" 余个

省区人群构成比合理的健康人群中

医证候学调查，并达到以下目标：

)& 建立中国人亚健康状态证

候本底资料库

内容包括中医证候的表现、分

布规律、变化特点及影响因素。

!& 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建立证

候诊断标准和评价标准

内容包括建立证候检查内容和

方法规范；提出常见证候的主要症

状、次要症状及兼夹症状的诊断标

准草案；提出证候评价方法和标准

草案，探索建立智能化诊断模型。

三、重点任务与关键技术

)& 亚健康状态证候学临床流

行病学调查

在全国范围组织多学科交叉队

伍，采用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

计算机技术及数理统计等现代科学

研究方法，开展本项原始积累性基

础工作。

重点任务：

（)）编制科学合理的中医证候

及相关因素调查问卷。

（!）确定并构成中医证候的症

状因子，使其规范化。

（+）调查问卷和诊断模型的可

信度、有效性及灵敏度的评测。

（’）调查队伍的组织、培训及考

核方案的制定与完善。

!&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和评价

标准的建立

采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的理论

和方法：（)）建立中国人亚健康状态

证候资料库及检索系统；（!）在中医

理论指导下，依靠数学、信息技术等

支持，引入可拓工程方法及计算机

技术，建立中医证候诊断及评价标

准；（+）探索建立中医辨证诊断信息

智能化处理模型。

关键技术：

（)）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和中医

理论及方法的相容及匹配。

（!）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的设计。

（+）中医证候诊断模型中的数

学模型的建立。

（’）证候智能化集成系统的建

立及调试。

（责任编辑：李晓燕 许有玲）

俄 罗 斯 重 视 中 医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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