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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西方医学对于如何探讨生命科学的现象和本质都非常重视，同西方医学对生命科学进

行的研究相比，中医体质学的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先进性，其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不断揭示着生命科

学的奥秘，同时也将推动中医学本身乃至整个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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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是21世纪的重大科

学命题，是突出研究维持生命整体

活动的本质，研究生命活动的动态

特征及其过程和规律的科学。而体

质现象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一种重要

的表现形式，它与疾病和健康有着

至关密切的联系。实际上个体差异

也历来是生命科学中所关注的话

题，同时也是该领域中的核心和难

点。“中医体质学说”是我们在上

世纪80年代提出的崭新课题。本

课题主要回答以下问题：

1．生命科学是突出研究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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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整体活动的本质，研究生命活

动的动态特征及其过程和规律的科

学。中医学如何对接学科前沿，并

为其提供新的认识方法和体系?

2．对中医学“以人为本”、

“因人制宜”的思想如何进行系统

的学术表达?

3．人类具有不同类型的体质

现象，中医学如何研究这些现象并

反应各自的特性和规律?

4．如何采用复杂性科学研究

方法从整体上把握生命现象?

5．中医体质研究对中医学科

整体发展将产生何种影响?

6．针对WHO提出的疑难病

和亚健康是当今医学两大主题的思

想，中医学如何发挥自身特色和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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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中西医两种异质文化和

认知体系的理论中，中医学如何找

到与现代医学的对接点，实现与世

界医学的对话?

东西方医学很早就认识到了人

的体质具有个体差异性，同时也看

到了群体的趋同现象，以此为依

据，早期医者对这些现象的共同点

和差异点进行了比较和分类。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古希腊医学家希波

克拉底。希波克拉底在其所著的

《论人的本性》一书中，通过观察

心理、行为方面的特征提出“体

液说”将体质分为四类，即血液

占优势的为多血质，黏液占优势的

为黏液质，黄胆汁占优势的为胆汁

质，黑胆汁占优势的为抑郁质四种

类型。但这些论述都只是直观地对

外部表象和宏观的体貌特征、行为

心理进行的描述分类，从根本上

说，还是属于现象分类，而不能深

入反映事物的本质。体质学研究必

须突破局限，以现象分类作为入门

的主导，进行更高一级的归纳分

类。

自古希腊和罗马医生提出

“气质”的四种分型以后，不少人

分别提出了一些类似的学说，如德

国精神病学家克瑞希麦氏从精神病

角度将人群分为矮壮型、肌肉型、

瘦长型三种。这些都是人类对体质

医学研究的早期成果。但国外对体

质学说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心理分

析，被称为“气质学说”。随着生

命科学世纪的到来，现代医学模式

正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心理医学

模式转变，诊疗方式也正从注重整

体向强调个体转变，因而人类对个

体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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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体质学说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研究人类各种体质特征、体质类型

的生理、病理特点并以此分析疾病

的反应状态、病变性质及发展趋

向，从而指导疾病的防治，随着

“医学人类学”、“体质医学”等概

念的提出，中医体质学说将从生命

科学和提高临床诊疗水平的高度促

进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其理论包

含着丰富的个体诊疗的认识，为贯

彻诊疗个体化原则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支持。同时突

破“一病一症”的研究模式，将

辨证与辨体相结合，对于养生防

病、辨证论治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我们在学研究体质的过程中确

立了中医体质学说的相关概念，认

为体质是个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

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表现出的

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方

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这种特

质反映在生命过程中的某些形态特

征和生理特性方面，对自然、社会

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疾病的抵抗力

方面，以及发病过程中对某些致病

因素的易罹性和病理过程中疾病发

展的倾向性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提

出中医体质学的四个基本原理，即

体质过程论、心身构成论、环境制

约论、禀赋遗传论。 “体质过程

论”认为体质是一个随着个体发

育的不同阶段而不断演变的生命过

程。这就是说，在人体的发育过程

中，体质的发展经历了幼年、青

年、壮年、老年等不同阶段，每一

阶段的体质都具有其不同的特点；

“心身构成论”认为体质是个体躯

体素质与相关心理素质形成的相对

稳定的统一体。曾有学者运用心理

学上的艾森克个性问卷，对体质类

型中的一种——痰湿(肥胖)体

质进行了与个体心理特征的关系的

研究。结果发现，痰湿(肥胖)

体质的个性以中间型为多，内向型

次之，外向型最少。其神经质水平

以情绪稳定型为多，中间型次之，

不稳定型最少，初步印证了心身构

成论的理论；“环境制约论”即环

境对体质的形成与发展始终起重要

的作用。在个体体质的发展过程

中，生活条件、饮食构成、地理环

境、季节变迁等对体质均产生一定

的制约影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高胆固醇、高脂肪食物

摄入增加，使当代人类的体质也发

生了相应的变化，肥胖症、糖尿

病、冠心病等“文明病”、“富贵

病”发病比率较以前显著增加；

“禀赋遗传论”即遗传是决定体质

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毫无

疑问，体质差异，个体体质的形成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所决定的，

不同个体的体质特征分别具有各自

不同的遗传背景，这种遗传背景所

决定的体质差异，是维持个体体质

特征相对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医体质学认为体质构成包括

四个基本要素即特征性：某种特定

体质类型在形态结构、机能代谢等

方面都有区别于其他体质类型的特

点；反应性：不同体质类型的人群

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有碍健康

的刺激具有不同的反应；倾向性：

某些体质类型因为具有特定的体质

状态而好发某些疾病；遗传性：个

体体质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

所决定的，不同体质的体质特征分

别具有不同的遗传背景。其研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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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结构、生理特征、身体素质、

适应能力、发病倾向、心理特点、

遗传特征等7个维度立体研究，从

而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中医体质

学论述了体质的生理、成因、构

成、分类以及体质与发病、辨证、

治疗的关系，从而为体质学说理论

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在此研究

的基础上，通过大样本临床流行病

学调查及采用聚类统计分析方法、

模糊数学方法和免疫生化指标等方

面的综合分析，建立中医体质分类

常模及客观化标准，发现了国人中

医体质的九种类型的生命现象，即

正常质、阴虚质、阳虚质、痰湿

质、湿热质、气虚质、瘀血质、气

郁质、特异质九种，为了解国人体

质状况及体质理论的应用提供了依

据。中医体质学的研究利用分子生

物学、遗传免疫学等技术进行体质

特征的实验研究，首次发现痰湿体

质者在HLA—A11、B12、B5、

B35、B40五个位点上，抗原频谱

和基因频率明显高于非痰湿体质。

应用基因芯片技术发现：相对于非

痰湿肥胖人，痰湿体质者有超过

100个差异表达的基因。(≥2倍，

P<0．01)。从遗传学角度为体质

类型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在临床方面，进行了体质类型

与易罹疾病关联研究，发现了多种

疾病与某种体质的关联性，如痰湿

体质与中风、糖尿病、高血压、高

血脂症相关。通过中药改善体质的

研究，提出“体质可调论”，通过

制定相关处方，开展改善痰湿体质

和治疗小鼠I型超敏反应的研究，

揭示了中药干预对体质状态的改善

作用。提出了“体质三级预防”

理论，即依据不同体质类型采取相

应的措施，正确地选择合理的治疗

方案，以期尽早治愈疾病、恢复功

能、促进健康，提高病人的生活质

量。为调整体质提高国民健康素

质，防治亚健康状态提供了理论和

应用依据。通过与美国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哮喘与过敏研究中心合作

开展的相关研究，表明过敏反应发

生的关键是体质因素，改变了长期

以来，医学界认为过敏疾病发病的

重要环节是过敏源的观点。

中医体质学的研究显示了整

体、宏观、动态的研究特征，复杂

科学的特征，功能状态特征，信息

特征，并运用现代分子生物学对接

学科前沿，显示了当代科学特征，

为个体化诊疗，为从疾病医学还原

到人的医学，为WHO两大主题

——疑难病和亚健康问题的解决作

出了理论贡献。

(一)对生命科学的意义

当代对生命研究多属实体定义

的研究范畴，而中医体质学的研究

以人类体质研究为载体，涵盖了社

会因素、自然因素、心理因素、遗

传因素等多个方面；发现了许多新

的生命现象，特别是在功能表达的

生命信息等方面，从而为生命科学

提供了新的认识体系和整体、系

统、动态研究人类的思维模式。中

医体质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必将同

时对中医药临床实践、养生、预防

及康复医学产生深远影响，为个体

化诊疗提供理论依据，为提高中医

药积极干预亚健康的水平提供理论

指导和方法。通过与生物科学技术

相嫁接，找到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最

佳结合点，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现

代化方面寻求突破。体质治疗学、

体质药物治疗学和体质预防学等中

医体质学的各级分支学科，它以自

身主体性与开放相容性为发展模

式，以新兴交叉学科的面貌，在生

命科学和医学研究领域中异军突

起，并将带动诸多相关学科群取得

突破性进展。

(二)对中医学的贡献

长期以来，中医学缺少突破性

理论成果。只有创新才能促进事物

的发展，而中医体质学的理论成

果，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拓展

深化和诊疗调控产生了重大的整体

影响，所建立起来的概念和理论体

系，对原有理论框架产生了新的突

破。

自中医体质学说创立以来，在

中医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学者们发

表有关体质学说的论文、论著达数

百篇(部)，各地开展了多项体质

课题研究，开展了社会调查及体质

分类理论模型研究，结合现代生

理、生化、免疫、遗传学方法手

段，使中医体质学研究展现出了良

好的发展前景。中医体质学的创立

与研究，深化了中医学对人体生

命、健康、疾病的认识，对基础理

论及临床医学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使

病与证在人体的交叉关系上得到阐

明，推动了中医病因病机、辨证论

治与方药干预的深入研究，拓宽了

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辨体

一辨病一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

式的提出，明确了体质、疾病、证

候三者的关系，并在实践中得到验

证，提高了中因临床治疗水平，充
分发挥了中医特色与优势。中医体

质学促进了医学研究对象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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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到病的“人”的转变。

国际学术界对中医体质学给予

了充分的关注，《中医体质学说》

在日本被多次翻译出版。有关论文

论点在海外被研究应用。美国哈佛

大学、康奈尔大学、日本富山药科

大学等专家推荐本人担任国际中医

体质学会的主席。

国内学术界对中医体质学亦是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第一部体质学

研究专著《中医体质学说》的问

世，在中医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中医体质学已被载人中医学发

展史册。《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

医学卷》列入中医体质学说词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其列入《建

国40年中医药科技成就》、《中医

药科技成就50年辉煌成就》，《中

国医学通史》将《中医体质学说》

列入中医学术发展史。2004年8

月20日，教育部在北京中医药大

学主持召开了“中医体质理论与

应用研究”项目的鉴定会，鉴定

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医体质学的研

究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互补互动，丰

富了医学科学内涵，对实施个体化

诊疗有显明的贡献。其所发现的有

关体质分类、体质差异等重要科学

现象的特性与规律，为生命科学提

供了新的认识方法和体系，对把握

中华民族的体质特点，养生保健，

防病治病，提高国民素质有重要的

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

中医体质学在东方文化和中医

学的基础上架构出东方生命科学体

系，顺应了整个医学发展的总体趋

势，在以人为本的“心理一社会

一医学”模式和“个体化诊疗”

的时代，其作用日益突显，必将跻

身于引领医学发展的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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