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摄精神可预防疾病

治未病与现代医学的三
级预防思想

实现中西医融合、个体化健康管理

“天人合一”等为治未病提供了哲学基础

中医治未病思想与现代医学相契合
□余慧杰

治未病思想源自《黄帝内经》，历代医家乃至现代
医学对治未病思想都极为重视，并将其发扬光大。
2000多年来，众多医家通过长期临床实践，不断完善
治未病思想，使之越来越完整。

该思想由3个层次组成，即“未病先防、既病防
变、瘥后防复”。其中，“未病先防”是着力于未雨绸
缪，养生防病；“既病防变”是阻截已病后的变化，以
防疾病进一步恶化和转变；“瘥后防复”则着眼于病
后扶助人体正气、促进疾病康复，防治疾病复发。现
代医学也正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转变，从“重
疾病治疗”向“重疾病预防”转变，从强调医生作用向
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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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勤现任开封市中医院名誉院长，主任中医师，河南中医药大学
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1994年至今，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
特殊津贴；是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担
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顾问等。他曾经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国
家培养中医药人才贡献奖”“河南省中医药终身成就奖”等40余项荣誉；
获得河南省中医药科技进步奖6项，开封市人民政府科技成果奖9项，国
家实用专利4项；出版专著4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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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包含对自身健康
状况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是
通过健康评价，根据不同的
健康问题和危险因素来制定
改善目标，针对目标实行不
同干预措施，最终达到有效
降低危险因素的目的。

各种体质偏差是疾病发
生的内在依据，由于体质的不
同，导致机体疾病的发生与转
归也不尽相同。因此，通过体
质辨识，可以实现个性化的、
针对性的健康管理。将治未
病的理念和特色融合到现代
健康管理系统中，可有效服务
于有健康需求的各类人群。
因此，中医在整体上对个人的

健康状态进行衡量，将治未病
的精神内涵与现代医学的健
康体检相结合，就能全面评价
人体的健康状态，并采取干预
调理措施。

此外，慢性病管理也成
为医院工作中的一部分。随
着以“疾病为中心”的模式以
人类“健康为中心”的模式
转变，当今社会，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慢性病管理是医疗的服
务延伸和社会化，医院为慢
性病患者提供预防、治疗与
教育等服务，引导患者改善
生活习惯，提高患者自我症
状的改善水平，调整生理和

心理社会变化能力，促进健
康，延缓慢性病进展，降低致
残率，提高生活质量。

在慢性病管理中融入中
医治未病的理论和技术方法，
是新形势下形成的中国特色
慢性病管理新模式。治未病
的体质辨识和辨证分型为慢
性病（如常见的高血压病、糖
尿病、肿瘤等）提供了能反映
人体正当时的疾病状态，较现
代医学疾病分期更能体现人
体与疾病相互作用“正邪双
方”的动态变化，从而为调治
疾病提供更个性化依据。

在此基础上，发挥中医
药“简、便、验、廉”的特色，在

膳食、起居、性情、药食、运动
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丰富
慢性病管理调治方法和手
段，进一步完善慢性病管理
体系，也是中医治未病与现
代医学三级预防在慢性病管
理领域的结合。

治未病的思想是在中医
整体观念、辨证施治指导下
的预防保健理念，是对人体
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全
程认识，高度体现了“天人合
一”“形神合一”“因人制宜”
的大健康观，对当今社会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西医
结合在治未病领域具有巨大
的合作空间，相互补充，融合

发展，并形成特色和优势，在
医院内涵建设中发挥核心驱
动力的作用，将推动中西医
结合学科的全面发展。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
医院）

治未病与现代医学有
着许多契合之处。“体质
三级预防学说”是针对不
同人群制定相应的预防保
健措施。一级预防是针对
个体体质的特殊性，积极
改善特殊体质，增强自身
的抵抗力，从而实现对特
殊人群的病因预防，阻止
相关疾病的发生；二级预
防是临床前期预防，即在
疾病的临床前期做好早期

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
疗的“三早”预防措施；三
级预防是临床预防，对已
患某些疾病者，结合体质
的特异性及时治疗，防止
恶化。

由此可见，中西医在
保健和预防医学领域有着
先天的共识和巨大的结合
空间，在医院学科建设、
专科特色优势方面将发挥
出积极的推进作用。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治未
病，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作
用 主 要 体 现 在 未 病 先 防 。
如何未病先防？中国哲学
的“天人合一”“因人制宜”
等为养生、防病提供了理论
指引。

《黄帝内经》中有“人与天
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人
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的记载。

中医认为，“从阴阳则

生，逆之则死”。人与自然是
一个动态变化着的整体。在
这个整体中，人与动植物、
水、空气、土壤、岩石、光、热
等组成生物圈，其中大气对
人类影响最大。

一年四季经历着春温、
夏热、秋凉、冬寒不同时序的
天气变化，人类也就经受着
不同天气中各种不同的光
热、辐射、气压等影响。人类
是生物进化序列中最高级的

生命，是在与周围环境周期
的适应与不适应、对立统一
的矛盾中生存和发展的。人
的生活起居、生理活动、病理
变化都与环境密切相关。

随着年月、季节、日时的
更替变迁，人体也相应地呈
现出不同的生理节律。人们
通过掌握自然界阴阳变化的
规律，调整人体的阴阳，使之
适应自然界的各种变化，降
低发病率。

《素问·生气通天论》指
出：“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
风苛毒，弗之能害。”这是指思
想上安定清静，使真气和顺，
精神内守，避免不良刺激，提
高自我心理调摄能力，就很少
患病。同时，调摄精神可以增
强抗病能力。预防疾病，即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人
制宜”，体质调理，可控制易发
疾病风险。中医体质辨识为
中医体质与易发健康风险的
关联性提供了重要临床经验，

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中医“天
人合一”的整体观、“体病相
关、体质可分、体质可调”的中
医体质学说理论和辨证施治
的调理方案，可以实现“未病
先防”和“既病防变”的治未病
目标。

根据以上理念衍生而来
的许多中医养生防病的方
法，实践证明可以起到预防
疾病、维护身心健康和延缓
衰老进程的作用。具体来
说，主要有顺时养生、调神养

生、惜精养生、饮食养生、运
动养生、药物养生、针推养生
等方式，以及通过体育锻炼
来增强体质，调整生活起居
使之有规律。

因此，“天人合一”“形
神合一”“因人制宜”的养生
保健理念和相应的系列措
施，是源自中医几千年临床
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大数
据时代下汇总得出的科学
结论，值得中医人弘扬和发
展。

刘学勤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至今已有 50多年，擅长治
疗内科疑难杂症，尤其擅长治疗肝胆疾病及内科疑难疾病，治愈
患者逾万，培养学生数百，因学验俱丰，疗效卓著，医德高尚，享誉
杏林。

善用经方 精于辨证

刘学勤早年师从多位名医，得其言传心授，解疑释惑，得大师
经验之真谛，收获颇丰。他长年临床，勤于撰著，主持科研，活用
经方，攻克顽疾，擅长治疗心肺系统疾病、脾胃系统疑难疾病，尤
其擅长治疗肝胆疾病。

刘学勤认为，中医古籍浩如烟海，必读者莫过于《黄帝内经》，
这是中医基础理论之源。几千年来，历代医家尊崇其医理，拓展
其医术，形成了中医药学完整的医学体系。随后，张仲景所撰写
的《伤寒杂病论》，结束了中医药系统“有论少方”的局面，不仅填
补了《黄帝内经》在临床医学方面的不足，还开了中医辨证论治之
先河。同时，温病学说是《伤寒杂病论》的补充和发展，两者结合
则是完整的外感热病学体系。

刘学勤对中医经典著作、历代医学派别之观点不生搬硬套、
人云亦云，主张破除门户之见，学各家之长，择其善者而从之，兼
收并蓄，取精用宏。他认为，中医应研读经典，明其理，知其要，将
经典理论运用到临床实践中，才能有所感悟；经过反复临证，不断
总结医案，以提高临床疗效。刘学勤对《伤寒杂病论》有较深研
究，且善用经方为患者治疗疾病，多有心得。他将“研岐黄广承先
贤，习金匮衷中纳西”写成对联，悬挂于室内，视为标杆。

总结出常用“降酶”十法

刘学勤认为，中医要发展，特色应保持。中医药特色的实质
是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主的思维方法。辨证论治是中医学
的精华，是建立在整体观基础之上的思维方法。中医学的整体
观从宏观理论出发，既重视人体内部的协调，又重视人体与外界
环境的统一。中医学整体观贯穿中医从理论到临床的各个方面，
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在诊断和治疗中，中医强调把人、病、证
结合起来统筹考虑，以四诊（指的是望、闻、问、切）收集的客观资
料为依据，参考疾病微观变化发展的规律，考虑因人、因地、因时
具体情况的不同，全面综合分析疾病过程中病体的正气、邪气相
互影响的盛衰情况，抓住疾病的本质，做出正确诊断，制定准确的
治疗法则，选好适当的方剂，组成有效的“药物团队”。

尽管如此，还不能一法一方到底。刘学勤认为，要根据患者
病情的变化，随时调整治疗法则、方药等。比如各类肝病血清谷
丙转氨酶升高者，因其“升高”病因不同，比如仅受“炎症束缚”，一
味苦寒降酶，对初病属于热证者可取得满意疗效，对脾虚湿浊或
者肝肾阴虚者不但没有疗效，反而导致其他病证丛生，后患无穷。因此，他强调，
中医应在肝病发展的不同阶段，选用不同的治疗法则和方药降酶，才能取得满意
的疗效。因此，刘学勤总结出常用“降酶”十法：苦寒降酶法、甘寒降酶法、舒肝降
酶法、化瘀降酶法、芳化降酶法、健脾降酶法、凉血降酶法、滋阴降酶法、化痰降酶
法、导滞降酶法。这样可统观整体，灵活辨证，恰当用药，血清谷丙转氨酶多能循
序降低，肝功能等其他指标也会随之下降，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优势。

总结诊疗新思路，研制新药惠百姓

刘学勤在临证时，结合多年的治病经验，善于运用经方治愈顽疾，擅长治疗心
肺系统疾病和脾胃系统疑难疾病，尤其擅长治疗肝胆疾病，并总结出肝热病论、肝
病肠治论、肝中风论、肝胆病外治法、“降酶”十法、退黄八法、消胀五法、顽固性肝
腹水三阶段治法、攻补法纠正蛋白倒置及鼓胀治疗三原则等新见解。

在为患者诊治疾病的过程中，结合多年临证经验，他研制出乙肝扶正胶囊、胆
宁胶囊等；获得河南省中医药科技进步奖6项，开封市人民政府科技成果奖9项，
国家实用专利4项；先后在《中医杂志》《河南中医》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他出版专著30余部，其中独著5部，包括《吐下汗奇方妙法治百病》《中国现代百名
中医临床家·刘学勤卷》《刘学勤辨治肝胆病》《刘学勤医案选粹》《刘学勤辨治疑难
重病》；主编著作十几部，包括《肝胆病诊疗全书》等。

“源于实践，高于实践”

刘学勤始终以“研岐黄广承先贤，习金匮衷中纳西”和“源于实践，高于实践”
为标杆，长年临证，勤于撰著，主持科研，带教本科生、研究生，当以百计。

2008年，为了推动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学勤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继承工作，
刘学勤名医传承工作室在开封市中医院建立。2009年，刘学勤名医传承工作室
被中华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首届先进名医工作室”。201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确定刘学勤教授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并拨专项资
金50万元用于工作室建设。

刘学勤名医传承工作室现有成员 9人，其中高级职称 4人、中级职称 4人、硕
士研究生学历6人。近3年来，他们收集名老中医医案2000余份，整理医案600余
份，撰写医案分析300余篇，发表专业学术论文20余篇，开展省、市级科研项目12
项，获得省、市级科研成果二等奖、三等奖8项。

衷中参西 师古而不泥古

刘学勤主张积极吸取现代医学知识，做到西为中用，在临床实践中时常中西
并举。刘学勤认为，在治疗手段上，中医注重宏观，西医注重微观，中医采用平衡
调节，西医采用对症治疗。在临证时，中医将中医理论与治疗方法和西医的诊断
结果相结合，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这是医学的“嫁接”；若在理论及治疗方法上能
达到统一认识，则是医学融合，新的医学模式将是融合中医的宏观与西医的微观，
中医的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和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中医的形象思维和西医的逻辑
思维，中医的观察领悟与取类比象和西医的实验对照分析方法为一体的生物—心
理—社会医学模式。

没有继承，就没有根基，没有创新，就没有活力。刘学勤认为，在东方哲学的
基础上，应用“嫁接”技术，这仍然是中医，更是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创新。

（本文由索晓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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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人民医院产科是
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
体的围产医学中心及新郑市
孕产妇危急重症转诊中心。
产前有胎儿产前系统彩超筛
查、产前诊断（唐氏筛查），产
前、产时胎儿监护技术的评
估、胎盘功能监测等围产保健
管理，可提高优生优育水平。
该科主要处理各种妊娠并发
症，妊娠合并内外科疾病以及
急危重症，比如妊娠高血压疾
病、胆汁淤积综合征、妊娠期
糖尿病、前置胎盘、胎盘早剥、
羊水量异常、多胎妊娠、产后
出血介入诊断治疗、胎位异
常、子痫、子宫破裂等常见妊
娠及分娩并发症的规范化诊
治；产程监护和产程并发症的
规范化处理；单纯剖宫产指征
明确，逐年降低社会因素剖宫
产率。逐年降低会阴侧切率，

提高助产技术，加强臀位助产
术、难产胎吸助娩等助产技
术，以及死胎穿颅手术，提高
新生儿复苏技术水平。目前，
该科对于围产期急危重症急
救、妊娠高血压疾病、早产、妊
娠合并糖尿病、妊娠合并心脏
病等疾病的诊治在本区域处
于领先地位，在一部分领域达
到省、市级先进水平。目前，
产科有稳定、明确的研究方
向，且与临床工作密切相关，
研究方向包括妊娠高血压疾
病和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治，产
前、产后出血的处理及预防以
及妊娠期体重管理、孕期营养
干预等情况的处理、盆底功能
检测与训练等。

在新技术方面，该科开
展产后出血救治 B-lynch（子
宫缝合方法）缝合及各种子
宫压迫缝合止血技术、选择

性血管栓塞止血、球囊止血；
无痛分娩、导乐分娩、自由体
位分娩、无保护会阴接生。
2017 年，该科成功申报河南
省科技攻关项目—FoLeys（气
囊导尿管）尿管水囊促宫颈
成熟在足月妊娠引产的临床
研究。

目前，该科有医生 26 人
（其中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
师3名、主治医师10名）；护理
人 员 50 余 人（其 中 护 师 15
人）。该科具备强大的医护团
队，本着“促进自然分娩、母婴
健康”的服务宗旨，通过规范围
产期保健、每周孕妇课堂传播
孕期知识，开展导乐陪产、镇痛
分娩，促进自然分娩（包括1次
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后经阴道
分娩）；母婴同室，促进母乳喂
养；剖宫产采取美容切口，可吸
收线缝合、红外线理疗术口、中

药足浴、气压波治疗促进产妇
恢复，减少住院时间。

链 接
VIP（贵宾）产科：VIP 产

科成立于 2015年，拥有医生 7
人（副主任医师 1 人，主治医
师 3 人，初级职称 3 人），护理
人员 13 人（主管护师 1 人，护
师4人，护士8人）。该科具有
强大的医护团队，本着“促进
自然分娩、母婴健康”服务宗
旨，通过规范围产期保健、每

周孕妇课堂传播孕期知识、开
展导乐陪产、镇痛分娩，促进
自然分娩（包括一次瘢痕子宫
再次妊娠后经阴道分娩）；母
婴同室，促进母乳喂养；剖宫
产采取美容切口，可吸收线缝
合、红外线理疗术口、中药足
浴、气压泵治疗促进产妇恢
复，减少住院时间；营造了关
爱母婴的氛围。

（作者供职于新郑市人民
医院）

发展中的新郑市人民医院产科
□杨东红

自《中医药法》正式实施
以来，至今已经一年多了。它
从法律层面明确了中医药的
重要地位和发展方向，是中医
药发展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
笔。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
宝，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繁荣
昌盛做出了卓越贡献，对世界
文明进步也产生了积极影
响。《中医药法》的实施充分反

映了国家对中医药工作的重
视，凝结着群众和社会各界对
中医药发展的关心和希冀，更
坚定了中医药行业工作者的
责任感与使命感。

《中医药法》实施一年多
来，中医药的变化，实实在在
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群众的获
得感显著提升，比如“看中医
报销比例高了”“身边的中医
诊所（中医馆）多了”等，这些
出自群众口中的话语，让中医
人的腰杆挺得越来越直。

中医药作为中华传统文
化的杰出代表，是人们在几千
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进

行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
富发展起来的医学。中医药
不仅是一种医疗手段，还代表
一种哲学观和世界观。可是，
在《中医药法》实施之前，一些
群众对中医持有质疑态度，比
如“这个方子有疗效吗”“你是
不是江湖游医啊”等，作为一
名中医工作者，听到这样的话
会感到委屈。我们作为中医
人，是依靠精湛的医术立足于
医院，怎么不被群众认可呢？
群众急需与中医建立稳定、信
任的关系。《中医药法》的颁布
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法
律支持，让中医人在行医过程

中有了保障，也增强了群众对
中医的信任。

《中医药法》实施后，笔者
能够切身感受到变化，尤其是
中医人才队伍的壮大。《中医
药法》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中
医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实
有专长的人员通过考核可取
得中医医师资格，这让一大批
原本无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却身怀一技之长的中医人，在
政策的指引下，通过考核走上
岗位，成为合法的执业医师，
这是中医药事业的一大进
步。有了人才的支撑，中医药
事业的发展会更快、更好。

总之，作为一部承载了无
数中医人期待的中医药综合
性法律，《中医药法》的颁布为
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
保障。此外，《中医药法》的实
施，加深了群众对中医的了
解，对中医药的信任，中医药
事业在法律的保障下将会蓬
勃发展。同时，这也对中医人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不断地
学习和坚持临床实践，只有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不怕吃
苦，关爱患者，才能促使中医
药服务更多的群众。

（作者供职于济源市中
医院）

《中医药法》增强了群众对中医的信任
□王爱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