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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假说的科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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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假说是科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是科学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假说来源于中医理论基础和医
疗实践，并接受临床检验，为理论创新和临床研究开展提供重要指导作用。本文从中医学假说的概念、构成要素以及科研假说

范例等方面入手，从中医学发展历史与现代科研角度分析中医药科研中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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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千年来，中医学家应用了假说的思维模式促进
了中医学理论的发展；而现代中医科研中，假说又进一

步推动了中医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假说需要通过科研

上升为新的理论和学说，是理论发展的桥梁，而科研的

过程就是论证假说的过程。因此，现代中医药科研工

作者需要充分利用好假说这一科研工具，创新提高中

医药科研思路和水平，推动中医理论发展。

１　中医学假说的内涵
假说是认识主体在已知的、有限的科学事实和科

学原理的基础之上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对已存在和发

现的事物现象作出的假定性解释和说明，以及对尚未

发现和存在的事物现象作出的推测［１］。假说是建立在

一定科学研究方法之上，以科学事实为依据，对科学研

究基础的假定性的推测和说明，因此也称为科学假说。

科学假说是自然科学理论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

科学性、假定性和易变性的特点［２］，伴随着科学实践的

检验而不断丰富内涵，是形成新的科学理论的桥梁和

必经之路。

中医学在数千年的发展史上，集成了博大精深的

科学理论基础，融合了古代哲学和人文科学的精髓，历

经临床科学实践检验，形成了诸多假说。因此，中医学

假说是指基于中医理论基础之上，运用中医诊疗实践

和现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对已有学说的创新和未知

领域的探索，具有推测性、亟待研究证实的一种学术观

点。在中医现代科研中，假说既是对古代理论的继承，

又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这一理论的升华，是中医理

论发展和创新的重要途径。假说是课题研究的灵魂、

目标和方向［３］，中医学假说推动着中医药科研和学术

的不断发展。

２　中医学假说的提出与检验
任何一种假说，都是中医学者在中医理论基础上

结合实践而形成的，没有理论指导的假说就等于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不经实践证明的假说是空洞乏味、虚

无缥缈的。为了提出假说，势必要千方百计的从浩瀚

的中医古籍库中找寻理论依据，从现代研究资源库中

寻求证据支持，仅从过程上来说就是一种进步。一旦

假说形成，就需要经历实践的检验，在科学合理的科研

设计框架下开展文献挖掘、基础实验、临床试验等相关

科研活动，运用假说的方法推动中医理论的发展。

从一个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假说的提出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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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过程。首先，提出假说的人要具有丰富的知识

储备，要善于从科研实践中总结经验，勤于思考，勇于

探索未知领域。其次，提出的假说是基于一定科研基

础条件上的，假说不是凭空想象，必须是一定客观研究

背景下对未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的一种

思维方式。再次，假说的形成需要有严格的逻辑思维

过程，通过利用各种逻辑思维手段，把隐藏在知识现象

下的论点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发掘出来加以表述，这样

形成的假说才经得住推敲，经得起检验；也需要有非逻

辑思维方法，充分利用人脑潜意识、下意识认识能力，

借助直觉和灵感等激发科学假说的产生［４］。而中医学

假说，从总体上而言，除了具备以上特征外，还必须是

符合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大基本特征的学

说。

中医学假说提出后，就需要有一定的方法和手段

进行检验。假说的检验应以事实为依据，慎重对待检

验结果，且假说检验需要逐步完善［５］。中医学假说的

检验方法主要表现为：理论检验主要是以逻辑分析的

形式，运用已知的正确原理进行推论，检验假说在理论

上是否成立；实践检验是通过科学实践所获得的事实

结果检验假说是否成立［６］。传统中医学假说的理论检

验多是在经典理论指导下的合理性检验，且多有临床

实践支撑；而实践检验则是以临床实践为核心开展的

客观性检验。中医临床科研中的假说是以临床疗效终

点为观察对象和评价指标，对中医临床及科研成果的

推广应用具有指导作用。正确评价中医药临床疗效的

两个关键环节是建立中医药干预措施有效性的科学假

说和应用科学方法检验假说，而建立有效性科学假说

必须以包括辨证论治、整体调节在内的中医药理论和

临床治疗基本特点为前提，检验假说又必须用包括流

行病学、循证医学在内的现代临床研究方法学［７］。

３　中医学假说的构成要素
假说是一种理论性的概括，但不是简单的概念描

述，也不是对现有科研现象的总结，更不是盲目的幻

想，而是具有一定构成要素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中医

学假说的构成要素，从其概念中可见一斑。

３１　研究对象（Ｏｂｊｅｃｔ）　主体对象是任何一个假说
都必须具备的，这也是建立假说的首要条件和任务，主

要解决的是研究靶向性的问题。没有研究对象，所有

的理论与实践也就都无从谈起。研究对象可以是固有

特征人群、疾病的因机证治、临床诊疗技术与手法、中

医专有学说或观点等。

３２　研究目标（Ｔａｒｇｅｔ）　研究目标主要关注结局指标
效应，是科研立项和设计方案的主旨，解决的是“要做

什么”的问题。目标应具有科学性、精确性、针对性、可

实现性和可推广性。采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所产生

的研究目标的效应，可以是对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继

承与发展、突破与创新，也可以是实现首创，填补领域

空白。

３３　研究方法（Ｍｅｔｈｏｄ）　研究方法是医学科研实践
的技术要素，解决的是“要怎么做”的问题。运用科学

研究的思路与手段，采用逻辑、非逻辑思维方式，利用

先进的诊疗技术和诊疗措施，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和仪

器设备等，均属于研究方法类范畴。科学的研究方法

就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以实现研究目标为宗旨，所采

取的各种途径、手段和行为方式，不仅包括动作方式，

也包括思维方法。

３４　研究成果（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假说中的研究成果是
对研究目标的总结性判断，是对研究结果表现形式的

设想，可以是在原有成果基础上的升华，也可以是在研

究目标条件下产生的新成果。从科研角度分析，研究

成果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新理论、新方案（传承模式、诊

疗方案等）、新技术、新方法、新产品（中药新药、诊疗

设备等）、新软件和新标准。

４　中医学假说的实践模型
中医理论基础以《黄帝内经》为源头，历经几千年

的人文与医学实践的融合和演化而逐步形成的。历代

医家将中医学经典与各自的临床实践相结合，自成一

说，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金元四大家是中国

古代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流派。即刘完素倡导“六气

皆从火化”的火热论而自成寒凉派；张从正善用“汗、

吐、下”三法倡导攻邪论，世称攻下派；李东垣以“内伤

脾胃，百病由生”为由的脾胃论而形成补土派；朱震亨

提出了著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提倡滋

阴降火之法，后人尊称滋阴派。四家的论点，均可以称

为科学假说，是在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的升华，极大地丰

富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现代学者提出应建立和发展“脑主神明”学说，完

善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脑统领、主宰脏腑，脑定位、管

理经络系统，脑、脏腑、经络相互影响等假说［８］。中医

学历来倡导“心主神明”“所以任物者谓之心”（《灵枢

·本神》），心是思维的主要器官，这是藏象学说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作为六腑之一的脑又被后人赋予了“灵

性记忆不在心而在脑”（《医林改错》）、“脑为元神府，

精髓之海，实记忆所凭也”（《类证治裁·卷之三》），说

明脑是主管高级中枢神经功能活动的，人的思维意识

活动是在元神功能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些理论指导下

的“脑主神明”相关假说亟待科学实践去证实，这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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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藏象学说的补充和发展。

５　中医学假说的科研范例
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假说是科研理论形成与科研

实践的风向标。中医科研中的假说是中医科学理论形

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从构想到实践的中间

环节。中医药科研工作者理应重视假说的重要性，在

科研设计阶段就提出假说，实施过程中紧紧围绕假说

开展工作，科研成果总结时进一步佐证假说。这在

９７３计划中医理论专题研究中有充分的体现。
有关体质理论的溯源，《内经》中有多处论述。如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的五行分类法，总结出木、

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类型的体质；《灵枢·通天》中

的阴阳五态分类法，把人分为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

阳之人、少阳之人和阴阳和平之人五种体质类型等等

描述。王琦等把这些理论加以总结和发展，把体质与

疾病相结合，形成中医学的体质学说。同时，经过多年

的研究和实践，概括出中医体质学的３个关键科学问
题，成为体质研究的总体框架，即“体质可分”“体病相

关”与“体质可调”［９］。在９７３计划中医理论专题２０１１
年立项项目“中医原创思维与健康状态辨识方法体系

研究”中，又进一步提出有关体质辨识范畴的假说，运

用数字化、信息化等手段，提取体质辨识信息，对中医

健康状态辨识方法进行理论构建，并形成了阶段性成

果，这对中医体质学说的理论及临床均有较大的指导

意义。

中药药性是研究中药性能及其应用规律的理论，

是中医药特色的突出体现。基于中药性味当为“一味

一性”，提出中药性味理论新假说，即就具体某一味中

药来说，其性味应为“一药 Ｘ味 Ｙ性，其中 Ｙ≤Ｘ”，并
提出验证新假说的可拆分性和可组合性研究方法。该

研究是９７３计划中医理论专题２００６年立项项目“中药
药性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中的一个课题研究内容。

把信息技术引入到药性的研究中来，从不同层面、不同

角度对药性理论展开全面研究，并创立新的研究方法，

不仅可阐明中药性味的内涵及归属，验证中药理论新

假说，并对临床用药及新药研发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有可能建立中药性味研究的新模式［１０－１１］。

６　小结
中医学假说是需要通过实践去证明的一种理论设

想，未必所有假说都能上升为理论而最终形成“真

说”。被否定的假说可以为其他科研提供反面教材，避

免重复性错误的发生，具有一定的价值；不完善的假说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优化方案，调整思路，重新设计假说

并加以佐证；而经过检验的假说也需要在发挥科研引

导作用的同时，继续探索新的未知领域，不断创新理

论，形成新的假说，推动中医药事业不断前进和深入发

展。

目前，也有很多科研工作者没有很好的重视科学

假说的重要性，一些科研项目在设计阶段就没有充分

考虑假说的存在，这样的现象很可能导致诸如科研设

计思路与结构不清晰、科研理论无重大进展或突破、科

研成果不能推广应用以及科研中的重复建设等问题，

严重束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创新。而这些问题需

要引起国家科研管理层面的关注，从源头管理上抓起，

强化中医学假说在科研项目立项中的重要性，创造良

好的科研氛围，推动中医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笔者疏

浅之见，还请专家学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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