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２０１３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李顺民）（国中医药人教发［２０１３］４７号）
作者简介：李顺民（１９５５—），男，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Ｅｍａｉｌ：ｚｙｙｌｉｓｈｕｎｍｉｎ＠１２６ｃｏｍ

专题———中医药治疗肾病及医案研究

医案的源流发展与研究概述

李顺民　郭志武
（深圳市中医院，深圳，５１８０３３）

摘要　医案是中医学的宝库，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作者概述了医案的源流发展，总结了医案的研究方法，并分析了医案
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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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医案，又称为诊籍、脉案、方案、病案等，是
中医临证诊疗的记录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医案不仅

是中医理、法、方、药综合运用的具体反映形式，而且

是我国历代医家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１］。历代医

案，反映了医家的学术思想，承载了丰富的中医理

论，是中医学的宝库。医案作为中医学的重要载体，

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对中医药的传承及创新具有

深远的意义。

１　医案的源流发展
１１　医案的起源　医案的萌芽和起源可追溯至周
代。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关于某人某时患某病或愈或

不愈的记载，或为原始医案的萌芽［２］。清·刘权之

在《杏轩医案》序文中说：“医案之作，谓与《灵枢》

《素问》并传可也。”成于东周或春秋早期的《周礼·

天官冢宰》中有关医师一章中已经将医生分为食医、

疾医、疡医和兽医四类，统由医师管辖。“医师：掌医

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秓疡者

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

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

之，十失四为下。”［２］可见周代即有完善的医事制度

和医生考核标准，由此推测其考核依据为个案记录，

从而佐证了医案的存在。另据《周礼》记载：“凡民

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

医师。”［３］可见当时已建立病史及死因报告，但并未

流传下来。

《左传·昭公元年》载有晋平公乏嗣的案例。

《左传·成公十年》记载了医缓为晋景公治病的故

事，《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了医和为晋平公治病的

病案，此二者即为“秦医缓和”的故事［２］。《吕氏春

秋·至忠》记录了文挚以盛怒之法治愈齐闵王头痛

病的案例，王充《论衡·福虚篇》载有楚惠王吞水蛭

而瘀血宿疾得以痊愈，《汉书·外戚传》记载有女医

生淳于衍用附子泽兰丸给新产的许皇后服用，以致

身死［２］。诸如此类，在诸子之著作中，不乏其例，均

可视为早期医案的雏形，然未成规模，未有规范。

１２　医案的创立　目前公认《史记·扁鹊仓公列
传》记载的西汉初医家淳于意（仓公）在狱中自陈为

刘则家族治病的“诊籍”２５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
案，可视作医案创立的标志。此２５则医案，１５则为
治愈病例，１０则为死亡病例，涵盖疽、气痛病、涌疝、
气疝、热痛气、风瘅等２０余种病种，每例都载有患者
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籍里、病状、病名、脉象诊

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可认为这些医案已经

具备了中医医案的主要内容，并且体现了医家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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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学术思想和临床特色。医案的创立，是淳于意对

中医学的重要贡献［４］。

１３　医案的盛行　自仓公淳于意创立医案之后，历
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前后千余年，医案未能

取得突破性的发展，未见有医家留下自己的医案专

著［４］。

直至宋金元时期，中医医案才空前发展。医案

专著开始出现，医籍附案逐渐增多，医案风格异彩纷

呈，此为医案盛行繁荣时期。

宋·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是我国现存最早

的医案专著。该书分为 ９０证，每证一案。立案严
谨，内容全面，叙案之后，以《黄帝内经》《难经》《伤

寒》等理论为指导，并结合个人临床经验，对医案加

以剖析。谢利恒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言：“医案

之作，盖始于宋之许叔微。”［５］

许氏晚年又著《普济本事方》，全书按病症分为

２５门，共收录３７０余方，不少方后都附有亲验的医
案。虽为方书，却开以方类案之先河，对医案学的发

展亦具一定影响［２］。

许氏之前的《小儿药证直诀》一书，由钱乙之门

人闰孝忠编辑完成。其在论述小儿病证后，附有２３
则医案，此可算作最早的专科医案，并首先使用以证

类案的方式编辑而成［２］。

许氏以后，金元一些医家亦非常重视医案的作

用，大都采用以论附案的形式总结自己的医学理论

与实践。如李东垣的《脾胃论》《兰宝秘藏》，王好古

的《阴证略例》，罗天益的《卫生宝鉴》，朱丹溪的《格

致余论》及后人整理的《局方发挥》，麻九畴整理的

张子和的《儒门事亲》等。至此，可谓学派蜂起，诸

家争鸣，医学著作空前繁盛［３］。

１４　医案的成熟　医案发展至明代已臻成熟，表现
在个人医案专著增多、医案类书出现、医案研究始

现。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明代医家的医案专著约有

３０余种［６］。较有代表性的如《石山医案》《薛氏医

案》《王肯堂先生医案》《李中梓医案》等。此外医籍

附案的数量也超过前代，如《景岳全书》《医宗必读》

《本草纲目》《医学正传》等，数量也颇为可观。众多

医案质量也显著提高，医案内容日益完整、规范、客

观，阐述医理透切，文笔也非常秀美。

众多医家已开始关注医案书写的规范性，这是

医案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２］。韩懋《韩氏医通》言：

“六法者，望、闻、问、切、论、治也。凡治一病，用此式

一纸为案。首填某地某时，审风土与时令也；次以明

聪望之、闻之，不惜详问之，察其外也；然后切脉、论

断、处方，得其真也。各各填注，庶几病者持循待续，

不为临敌易将之失，而医之心思既竭，百发百中矣。”

吴?《脉语》则进一步规范“脉案格式”，即：“一书：

某年某月某地某人。二书：某人年之高下，形之肥瘦

长短，色之黑白枯润，声之清浊长短。三书：其人苦

乐病由，始于何日。四书：初时病证，服某药，次服某

药，再服某药，某药少效，某药不效。五书：时下昼夜

孰甚，寒热孰多，喜恶何物，脉之三部九候如何。六

书：引经旨以定病名，某证为标，某证为本，某证为急

为先治、某证为缓为后治，某脏当补，某脏当泻。七

书：当用某方，加减某药，某药补某脏，某药泻某脏，

君臣佐使之理，吐下汗和之忌，一一详尽。末书某郡

医生某某拟。”

医案成熟的另一重要标志则是类书问世。类书

是指搜集、整理、研究中医各家医案的著作。嘉靖年

间江馞父子搜集明代以前历代医家验案及经史百家

散载医案加以分类整理研究，摘其精要，以类相从，

编成《名医类案》。《名医类案》是对中医医案的第

一次总结，全书共 １２卷，分为 ２０５门，包容临床各
科，收集医案３３００余则，为史上第一部医案研究的
类书。《名医类案》开以证类案之先河，为后世医案

类书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经验，对医案研究起到了承

前启后的作用［２］。

此外，李时珍《本草纲目》在医案方面的成就亦

不容忽视，在每一味药的“发明”项下阐发了李氏对

该药的新见解并附有关验案加以证明，尝试了以药

类案的新方式。

１５　医案的鼎盛　清代是医案发展的鼎盛时期，不
仅有大量医案问世，而且医案的书写和编纂呈现百

花齐放的局面。据统计，清代医案专著达 ３００余
部［２］，品类多样，涵盖个人专著、医案类书、医案丛

书、专科医案、专题医案、医案评注等形式。

清初喻嘉言《寓意草》书案详尽，辨证精审，用

药自出机杼，善于化裁经方；马元仪《印机草》书案

简洁，突出辨证，用药精当。此为两种不同的书案风

格［２］。

此后，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问世。此书搜罗

宏富，征引广博，按语精当，实用性强，不仅比较全面

地展现了叶天士在温热时证、各科杂病方面的诊疗

经验，而且充分反映了叶天士融会古今、独创新说的

学术特点，对中医温热病学、内科病学、妇产科学等

临床医学的发展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代尚有

徐大椿《洄溪医案》、陈修园《南雅堂医案》、程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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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轩医案》及杨乘六《潜村医案》，皆具影响［２］。

道光年之后，江浙一带名医辈出，医案佳作发展

尤著，不一而足。

乾隆年间，名医魏之因鉴于《名医类案》尚多

缺漏，新见医案亦剧增，遂予以补充，著成《续名医类

案》。《续名医类案》是继《名医类案》之后的一部中

医医案巨著，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医案著作。

此书集录了清初以前历代名医共 ３０８人的临证验
案，全书共 ３６卷，３５０门，收集医案约 ５０００则［２］。

《续名医类案》是中医医案的第二次总结，具有很高

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对后世医案研究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此之后，俞震著《古今医案按》，分１０６门，精选
医案１５００余则，加按５００余条，可谓选案严谨，评论
精辟，为医案类书兼评按专著中不可多得之作。

由此可见，清代医案专著空前繁富，形式多样，

医案整理研究亦达到很高的成就，此为医案发展的

鼎盛阶段。

１６　现代与当代医案　民国以来，个案专集之多已
不胜枚举，各种医学杂志所收医案之多亦不可胜数，

医案研究方兴未艾。

近百年来医案研究著作中较有影响的有张山雷

《古今医案评议》、何廉臣《全国名医医案类编》、秦

伯未《清代名医医案菁华》、陈可冀《清宫医案研

究》、余瀛鳌《现代名中医类案选》、董建华《中国现

代名中医医案精华》、陶广正《古今名医医案选评》、

史宇广等主编《当代名医临证精华》、张文康主编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等［３］。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研究手段的

日新月异，医案及其研究也不断创新，蓬勃发展。

２　医案的研究方法
古今医案浩如烟海，历代医家所留下的医案典

籍是中医学的宝贵财富，蕴含了丰富的学术理论和

实践经验，对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章太炎言：“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

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

倍。”［７］研读医案，归纳总结分析提炼，乃是医者进取

提高的良途。先贤的心血之作，蕴藏丰富，需要后人

研究探索，不断继承创新，以利中医药发展不息。千

百年来，众多大家已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完

成了不少鸿篇巨著。在新时期，医者更需在以往研

究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开创性

地进行医案研究。纵观医案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

法，可归纳为文献整理、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三大类

别。

２１　文献整理　文献整理是对古今医案进行整理
分类、归纳总结并从中发现规律和价值的研究过程，

如《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及《古今医案按》等经

典著作，乃是前人医案研究的典范。文献整理也具

有正本清源、纠正谬误之功，研究者也常加以按语、

述评、附论等注释性、论述性及总结性文字，从而更

具价值。文献整理为医案传承发挥了中医的作用。

２２　统计分析　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分析方法
运用于中医医案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８］，此后

随着统计学方法、统计分析软件和计算机性能的不

断发展进步，统计分析在医案研究中获得了逐步深

入的应用，经历了从简单的频数分析向多因素分析

的过渡历程。统计分析已经成为医案研究的重要手

段。

２２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是描述
资料分布状况的简单统计分析。一般对分类资料采

用频数分析和列联表分析，对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及

标准差、中位数及百分位数等统计指标进行描述。

在医案研究中，性别、年龄分布、病因分布、病种、证

型、症状、方剂类别等指标为分类资料，采用频数分

析；而病程、剂量等指标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

差等统计指标描述。

２２２　简单相关与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是分析两
个变量的相关关系，回归分析是分析两个变量之间

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相关与回归分析用于研究医

案任何要素之间相关关系的规律性，如病因与证候

相关性、配伍分析等。

２２３　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是针对一个结局
变量与多个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方法，常用的有多

元回归分析、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判别分析、聚类分析、
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等。近年来，

多因素分析方法在医案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尤其是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主成分和因子分析等［９１０］。

２３　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
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

不为人知但又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１１］。

数据挖掘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交叉学科，包括机器

学习、数理统计、神经网络、数据库、模式识别、粗糙

集、模糊数学等相关技术。对于海量的医案数据，单

靠传统的文献整理和统计分析已无能为力，而数据

挖掘技术则提供了更好的方法学支持。

数据挖掘技术包括分类、聚类、关联等，常用的

数据挖掘算法有决策树、神经网络、聚类算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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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分析、朴素贝叶斯算法、序列分析等［１２］。

３　医案的研究方向
３１　医案的标准化、规范化研究　历代医案由于医
家所处时代不同，撰写风格迥异，用语及格式存在很

大的差异。因此，需要建立医案要素规范化定义及

术语标准，并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完成。建立医案

的规范与标准，并将其推而广之，是承前启后的研究

工作。这将有利于医案研究者整理、收集医案数据，

从而更有效地完成医案研究工作。同时，海内外医

案研究者在这一规范与标准的基础上，能更便捷地

开展研究与交流。

医案的规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１）中医术语规范。包括病证、四诊、病因、病位、
治法、方剂、药名等基本名称术语的规范。

２）计量单位规范。不同时代的计量单位不同，
须转换为标准计量单位。

３）医案格式规范。即建立医案的形成要素、格
式标准和书写规范，以便于国际间医案研究与工作

交流。

４）医案管理规范。包括管理标准、管理手段和
管理过程的规范，在医案管理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对医案进行规范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３２　大型医案数据库及数据仓库的建设　在医案
标准化、规范化的基础上，建立大型医案数据库及数

据仓库是一个重要课题，这将为医案研究打下坚实

的基础。数据库及数据仓库建设涉及到数据库选

型、设计、数据采集、转换等内容，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与物力，更有赖于研究者的共同参与及通力协作。

３３　多学科协同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医案研究已
从传统的文献学研究发展为多角度的数据挖掘与知

识发现，从单纯的中医药专业研究演变为多学科的

共同研究。当前，医案研究涉及到中医、中药、现代

医学与药学、循证医学、文献学、统计学、计算机与信

息技术、系统工程理论等多学科，因此，医案研究更

需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学术研

究，探讨新的理论与方法学，从而获得创造性的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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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联代表团参加ＩＳＯ／ＴＣ２４９第六次年会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至４日，ＩＳＯ／ＴＣ２４９第六次年会在中
国北京国际饭店召开。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

国、意大利、日本、荷兰、韩国、南非、西班牙、泰国、

美国１２个国家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界针灸学会联
合会、ＩＳＯ／ＴＣ２１５的２６９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议规模为
历年之最。

世界中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亲率代表团参会，一同

参会的还有副秘书长徐春波、国际标准部包文虎等。世界中

联监事会主席拉蒙先生也代表西班牙参加本次会议。作为

ＩＳＯ／ＴＣ２４９Ａ级联络组织，世界中联向大会提交了联络组织
工作报告并提出一项新工作项目提案———中医药煎药服务。

该提案在大会上做了报告，得到各方的认可，将在会后启动

投票。

世界中联是ＩＳＯ／ＴＣ２４９Ａ级联络组织，可以直接提出提
案项目。近年来，世界中联已经提出了若干项提案项目，其

中“中药材术语”项目已经推进到Ｃ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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