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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

中医调治亚健康的优势探讨

梁锦芳1 李捍东2黄达强2

(1香港东华三院执行总监，香港上环普仁街十二号；2香港中文大学中医药l临床研究服务中心)

摘要亚健康概念的提出，把现代医学的功能定位在关乎人的健康及生活质量这样一种新思维之上。现代医学追求的不单是

没有病理改变，还要使身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等都能达到一种积极的完好状态。中医学认为，人体的健康是人与自然环境、

社会协调以及自身阴阳一种动态平衡。亚健康状态的出现，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出现紊乱，以及其他因素而导致的自身阴

阳、气血、脏腑的失衡状态。本文尝试从中医基础理论及中医诊疗方法学两个层面探讨中医学调治亚健康状态的优势，以及在

此基础上发挥优势、完善拓展，使中医学调治亚健康独特的优势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关键词亚健尚∥中医药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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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船ct The concept 0f“Sub·health”has西ven a new definition to tlle functional mIe of contemporary medicine in the new perspec—

tive 0f heal“ness锄d qual竹of life．The pursuit of contemporary medicine nowaday8，is not just free f而m patholo舀cal disorders，but

also the雒ainment of 8n active h蝴onic state《physical，psych010舀cal，and social wdl-be主ng．According to’I’radi矗on缸Chinese M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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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锄e tilne．It is oIlr hope mat by achie、ring such goals，we 8hall witIless the tuming of a new page on how Th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its most gracioll8 and ViVacious maIlner，contributes to the healt王l care industry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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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状态，又称第三状态或灰色状态、病前状

态、亚临床期、临床前期、潜伏期等，是介于健康与疾病

之间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人群机体虽无明确的疾

病诊断，但却呈现活力降低，反应能力减退，适应能力

下降等生理状态。

亚健康状态是机体在无器厨陛病变情况下发生的

一些功能改变，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以躯体症状为主

的躯体性亚健康状态；以心理症状为主的心理性亚健

康状态；以人际交往中的不良症状为主的人际关系性

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的特点是在不断动态变化发

展的，既可向健康状态转变，也可向疾病状态转化。向

哪方面转化主要取决于自我保健措施和自身的心理、

生理功能状态水平。

现代医学模式已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

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化，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对

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对亚健康状态的

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研究干预亚健康状态，已成为

实现医学目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措施，被认为是新世纪

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中医调治亚健康在理论上的优势

中医治疗学理论以“天人相应”、“形神合一”、“治

未病”所体现的整体观为基础，从实践中建立起一套

以整个机体状态偏离程度作为判断根据的整体性治疗

体系，应用“阴阳五行”解释人、社会、环境之间的关

系，符合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观点。在处理

亚健康状态的问题上，中医治疗重视情志、环境、生活

习惯等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预后方面所起的作用，

其整体思维治疗医学模式比现代医学逐步迈向的生物

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更是跨前了一大步。

1．1 “天人相应”的整体思想为亚健康的病因病机奠

定了基础：《灵枢·岁露论》日：“人与天地相参也，与

日月相应也。”《素问·宝命全形论》又曰：“人以天地

  万方数据



WORLD CHINESE MEDICINE Jllly．2007，V01．2，No．4

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体的五脏功能活动系统与自

然界的四时阴阳消长变化相互通应，密切联系。因此，

人体阴阳之气必须与自然界阴阳之气协调统一，才能达

至健康。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对自然界四

时气候变化对立统一的体现，人体也必须与之相适应。

《素问·六节藏象论》日：“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

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人体呼吸

天地之精气，摄取自然之饮食，不断地从大自然获取赖

以生存的物质，从而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因此就要

受大自然的制约，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必然要影响于人，

而人体则相应地产生反应。人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

也就产生了一种适应自然的能力。《灵枢·五癃津液

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

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人体天暑出

汗，天寒少汗多尿的调节功能，是人对自然界的适应。

人体要保持健康，必须维持人与自然规律的协调

统一。人亦应根据这一规律，安排生活作息，调摄精神

活动，以适应不同的改变。亚健康状态的发生与不良

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关系密切。从中医角度理解，

这是人与自然规律的协调出现紊乱，而导致自身阴阳、

气血、脏腑的失衡状态。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医治疗亚

健康状态总的指导原则是调整这种失衡状态。当西医

学正举步维艰地从单纯生物医学模式过渡到全人医疗

模式的当下，传统中医学养生学说的“天人相应”整体

思想，早已为中医调治亚健康状态铺设好了一个宽阔

的平台，建立了优势。

1．2“形神合一”论为构建亚健康的治疗学提供了依

据：中医强调“形神合一”，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与人的

形体密不可分，互相依存。五脏气血是精神魂魄生成

的物质基础。形是神的载体，神为形的主宰，二者相互

依存，不可分割。

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形神合一论清楚地认识到

形与神在疾病的发生过程中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

面，躯体生理活动的异常(形的异常)可以导致精神心

理的疾病(神的疾病)；另一方面，精神心理的异常可

能造成躯体生理病变。在此认识基础上，张景岳进一

步论述了心理活动对形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作用，日：

“虽神由精气所生，然所以统摄精气而为运之主者，则

又在吾人心之神”，突出了心理活动对形体及其生理

机能产生的重要作用，即心理活动以形体的生理机能

为基础，又高于生理过程。说明“神本于形”，而“神又

为形之主”，强调情志因素影响机体的生理这一概念。

基于这对心身关系的深刻理解，特别是心理活动对形体

及功能活动的重大影响，中医学非常注重心理因素在疾

病发生、发展、转归及养生、防病等过程中的作用¨J。

在对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方面，在“形神合一”的理

论基础上，中医主张“治神”与“治形”并用的“心身并

治”。《素问·宝命全形论》就曾指出：“一日治神，二

日知养身，三日知毒药为真，四日制砭石大小，五日知

府藏血气之诊。五法俱立，各有所先。”强调了形神并

治，方可祛病的重要思想，使中医的治疗手段不仅仅局

限于针药等躯体疗法，同时也包涵了心理治疗，即通过

调节生理机制而达到调节心理，或通过调节心理而收

到治身之目的。

中医学“形神合一”理论和心身统一思想，不但有

效地指导着临床诊疗心身失常疾病的工作，亦为中医

学治疗亚健康状态预备了稳固的理论台阶。其“治神

以形，治形以神”的辨证思路也可以大大弥补现代临

床心理学在实际应用操作上的诸多不足。

1．3 “治未病”的预防学思想为亚健康的治疗指明了

方向：《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

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早已认识到对疾病应在亚健康

阶段就“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重要性。《素问·遗

篇·刺法论》又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保养正气，

避其邪气，强调正气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防微杜渐治

未病，使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们能防病于萌芽之中。

预防亚健康状态的出现，人得学习顺应自然规律，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内养正气，增强体质，平日注意

身体锻炼，劳逸结合。忌饮食过饿过饱，调整心态，内

防七情，外避六淫。也应当根据季节的变化调节饮食，

增减衣服，防止内外邪气对人体的伤害。

中医“治未病”的另一个概念，是既病防变，防病

发展。《难经·七十七难》云：“所谓上工治未病者，见

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当先实其脾气。”强调

根据疾病的传变规律，及早采取措施，先安未受邪之

地。严格来说，亚健康状态已属于中医学的疾病前期

状态的范畴。对于亚健康者，中医强调要及早发现，及

早治疗。具体应根据患者个人体质的差异，与各种临

床表现，及早采取一定措施进行治疗，适当应用药物，

调整机体的阴阳偏颇，如此才能使之尽快恢复健康。

临床也应根据疾病的发展传变规律，采取相应措施先

治其未受邪之地，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发展。

2 中医调治亚健康在诊断治疗学上的优势

中医学对人体的认识论、方法论区别于现代医学

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注重研究人体的功能反映状态。

现代医学所着眼的重点是治“病”，而中医所着眼的重

点却是不同的生理反应类型(体质)与病理反应状态

(证型)。中医既重视疾病的共性，也重视人的个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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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既治“病”，更治处于自然和社会中的“人”。它通

过望闻问切对就诊者所有的有异于健康状态的细微外

在反应和表现进行归纳、分析，运用自己独特的理论体

系判断“阴阳、气血、脏腑所偏”，并应用相应的治疗手

段和药物进行纠偏以使其重回“阴平阳秘，脏腑气血

调和”的健康状态。

2．1 中医体质学说的应用，更加丰富了亚健康预防和

治疗的内涵：体质是由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所形成的

在形态结构和心理状态方面固有的、相对稳定的个体

特性。亚健康状态是心理、生理、社会三方面因素导致

的机体在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各方面的整体协调

失衡、功能紊乱。体质因素与亚健康的发生具有明显

相关性，也是影响亚健康状态发展及转归的一个重要

内在因素。

中医体质学说是以中医理论为主导，研究各种体

质类型的生理、病理特点，并以此分析疾病的反应状

态，以及病变的性质和发展趋向，从而指导预防和治疗

的学说。70年代，王琦等根据中医基本理论，结合临

床体质调查，提出七种临床体质分型的设计，除一型为

正常体质外，其余六型均为病理性体质，也可以说是种

种不同的亚健康组合。具备病理性体质之人，实际上

已处于阴阳、气血、或脏腑的失调状态，但尚未发展成

疾病，处于病与未病之间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病理性

体质是导致疾病发生的关键因素，是其相关疾病发生

的主要物质基础，具有发生其相关疾病的倾向性。因

此在未病之先，可以根据个体体质的不同进行辨证，早

期给予相应的中医药治疗，有助于阻断亚健康状态发

展到疾病状态。通过筛检，早期诊断出病理性体质，积

极改善特殊体质，进行病因预防，将会是中医有效预防

亚健康状态的重要手段。

2．2 中医辨证论治思维，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对亚健康

状态的诊治：亚健康状态缺乏明确诊断为“某病”的理

论依据，不能算疾病，它实际上是机体生理活动规律失

常的综合表现，是一种还达不到器质性改变的功能性

变化，是人体身心整体调整异常的功能反应状态。因

此，以具体的“形态结构学”为基础，以单纯的“生物性

疾病”为研究对象，以数字化的检验资料为诊疗依据

的现代医学很难把握亚健康状态的诊治规律。中医诊

疗方法学以“整体观念”为指导，以“辨证论治”作为其

中心思想，其有别于现代医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

研究人体的功能反应状态。

“辨证论治”的核心是“证”。“证”是中医学特有

的概念，是对疾病所处一定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等所

作的概括。用中医学的“辨证论治”思维去研究及处

理亚健康状态，有着概念上性质吻合的优势，使无论诊

断或治疗都同样具备灵活性，可动态地紧贴亚健康状

态不同阶段的病理发展，适当地作出相应的预防及治

疗手段，能“对症下药”，达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

以平为期”的目的。

中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望、闻、问、切等手

段，在不干扰生命状态的前提下，动态把握各种病理信

息，将四诊收集的各种现象和体征，加以分析、综合和

概括，它能够比较全面而又可靠地了解病理反应状态，

为进一步分析其病变机理提供客观依据。“证”是一

种状态，对于亚健康而言，不管现代医学的诊断能否成

立，总能作出一个中医的辨证，然后作出适当的调治而

取得效果。

2．3治疗方法多样化，能灵活体现对亚健康状态的综

合治疗理念：亚健康状态的临床表现形形色色，复杂多

变，也因社会环境、文化差异、家庭背境、教育、年龄、性

别等不同因素而有所不同。对于亚健康状态的调治，

中医学针对不同情况有着极其丰富的调治方法，面对

亚健康状态预防及治疗上的广谱需求可谓游刃有余。

中医学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了调摄情志、适度劳

逸、合理饮食、谨慎起居等养生调摄之术，形成了食疗、

针灸、推拿、气功、导引、内外药物治疗等多种调治方

法，正所谓“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异法方

宜论》)。对于心理情感、生活交往异常者，则可以“告

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

虽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师传》)。对于

不同的躯体症状可以“补其不足，损其有余”(《灵枢·

邪客》)，采用食疗、针灸、推拿、药物干预等方法使其

所“偏”归于“平”。总之，中医学治疗方法的多样化，

在亚健康状态预防及治疗上拥有无容置疑的优势。

中医学源远流长，从实践中积累了林林总总的治

疗手段及应用技术，如延缓衰老，优化体质，增强免疫

功能，抗疲劳(特别是脑力和精神疲劳)，抗辐射，防癌

变，消除过敏，改善智力，改善视力，减肥，美容，改善骨

质疏松，促进生长发育，改善情绪，改善某项功能(如

性功能、肠胃功能、肝功能、心血管功能、呼吸功能)，

排毒(如促进排铅、促进排便)等等。只要着力拓展，

再结合现代科技使其优化及完善，定会给中医学治疗

手段及应用技术之发展，带来无穷的新机遇。

3发挥优势，完善拓展

中医学对亚健康状态的预防和治疗优势在临床实

践中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相关论述还远远没有达到

规范和完善，目前中医对亚健康状态的研究还处于起

步阶段，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医亚健康理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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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化及规范化中医诊治亚健康状态都是目前面临的

急需解决的问题。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亚健康诊断标准的统

一化。以目前世界上关于慢性疲劳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为例，其最早的标准是美国于1987年制定的。但至今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在诊断标准上都存在一定

的区别。故此，有必要达成国际范围内对亚健康诊断

的统一标准，以便更好地开展研究和治疗。

首先，应当建立起中医关于亚健康状态的诊断和

疗效评价标准。由于亚健康状态是以功能异常、生活

质量下降为特点，缺乏明确的理化指标改变，所以，很

难从实验室角度建立具体的诊疗标准。生活质量是顺

应医学模式的转变而出现的一类新的健康指标。中医

药干预通过整体调节，可以消除或缓解这些不适，提高

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满意度，故生活质量评估可以作为

中医药干预亚健康状态的诊断和疗效评价的一个重要

指标。生活质量量表的一般标准，主要包括身体机能、

心理状态、独立生活活动能力、社会关系和环境五大方

面。若能尽快制定出符合中医诊疗规律兼具中医特色

的生活质量量表，从生活质量人手建立中医的诊断和

疗效评价标准，便能更有效地衡量、评价中医调治亚健

康状态的疗效。

其次，要规范亚健康状态的中医辨证分型。目前

文献所见中医调治亚健康状态的报道都是理论探讨性

文章或小样本临床资料，由于亚健康状态的普遍性和

表现多样性，小样本临床资料很难具有代表性，其结论

可信性差，不能反映亚健康状态的本质和全貌。

第三，学术界对亚健康状态仍缺乏全面可靠的流

行病学资料。不同学者基于自身对亚健康状态的不同

认识，制定了各自的辨证调治体系，使亚健康的诊治难

以达成共识。通过合作，进行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

可望建立一个具代表性的亚健康状态中医辨证分型系

统，也同时可以明确亚健康状态的发病及分布趋势以

及病因病机，从而增强防治的针对性。通过大样本的

干预治疗，能筛选出有效的治疗手段或方药，使亚健康

状态的中医药调治规范化和系统化，疗效稳定。这样

就能整体提升中医药对亚健康状态的诊疗水准，把中

医的优势真正体现出来。

第四，还须进一步积极开展及构建中医心身医学

临床专科。随着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转变，21世纪的

疾病重点将不是传染病和营养不良，而是由心理、社

会、环境、生物行为等因素引起的心身疾病，以及在这

些心身疾病发病之前所表现的亚健康状态。中医作为

世界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在“形神合一”

的中医心身思想指导下，积极扬其所长，发挥中医对心

身疾病诊疗的特色与优势，尽快构建中医心身医学临

床专科，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贡献。

第五，亚健康状态虽然达不到疾病的诊断标准，但

它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其一定的机理，因此不应该放松

相关的基础研究，以进一步认识亚健康状态的本质以

及发生发展规律，丰富和发展中医亚健康理论，明确中

医干预手段的作用环节和机制，为进一步优化中医干

预方案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中医学在对亚健康状态本质的认识以

及诊断治疗方法等方面较现代医学具有全方位的优

势。需加强亚健康领域方面的研究，使中医学调治亚

健康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得以发挥，为人类的卫生保健

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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