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衡思维

中医学和思维学属于两
种不同的学科体系，中医学属
于理论实践的范畴，思维学归
属于逻辑哲学的范畴。在理
论及临床研究过程中，中医学
与思维学时常出现多重学术
关系的交叉和统一。在人类
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包含在哲
学体系的思维学对人类的进
化及生产实践活动，从思想的
高度，发挥认识、指导、发现规
律、应用创新等作用。从这一
方面讲，起指导实践作用的思
维学与以临床实践为目的的
中医学的交融是必然的。实
际上，中医学从创立之初，就
蕴含着独特的思维逻辑方式，
比如阴阳学说、天人一体观
等，这种思维建立在中国古代
朴素的哲学基础上。随着时
代的发展，中医思维也得到了
逐步完善，蕴藏在浩瀚的中医
典籍之中，传承至今。

近年来，中医思维学的概
念愈发被各种学术场合及期刊
提及，成为中医学术研究者共
识的专业概念，并在不断研究
中，演变为一门融合中医学、中
国古代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
多学科精粹的学科。探微中医
思维，特别是中医临证思维，对
中医未来的发展有重要指导价
值。中医临证思维实际上是指
中医对生命和疾病的认知方
式。笔者结合行医体会，就个
人理解的中医临证思维与同道
共鉴，以期共鸣。

整体思维

中医临证思维
可指导中医未来的发展

□韦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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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浩从事中医临床、科研、教学几十载，
为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中医妇科主
任医师、是首届全国名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
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指导老师；他师从我国著名中医妇科专家黄绳
武，深受其学术思想影响。王希浩谙熟经典，
博采众长，坚持“大医精诚”服务理念，把救死
扶伤，解除疾苦作为终身的信念与追求；他擅
于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不孕症、月经病、
复发性流产、痛经、围绝经期综合征、妇科肿
瘤、妇科炎症、产后病等。

王希浩融合各家之长，形成病、证、中医生理
病理机制相结合的诊疗思路，以及肝肾开合理
论、妊娠病中医据质预测预防、顾护精血等学术
思想。

崇尚四大经典 善用经方治病

王希浩坚持学习《黄帝内经》《难经》《伤寒
杂病论》（《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
经》，在每日诊余，尤其在晚间，其既整理医理，
又学习中医理论知识。对于《黄帝内经》，他从
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机、诊法、治则、养生等
重要论篇入手学习，掌握中医理论体系；对于

《伤寒论》则重六经，先辨识六经各自主证，后
理解各经方与应用，以及传变、合病、并病、直
中，明确其为寒邪伤人阳气的基本病理；对于

《金匮要略》则注重名言警句的理解和运用，比
如“黄家所得，从湿得之”“诸病黄家，但利其小
便”“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胸痹的病理为

“阳微阴弦”等；温病则重点学习叶天士、吴鞠
通等诸家经方。对中医经典的学习，他皆以理
解、运用为主，以此打下扎实的中医基本功。

病、证、生理病理机制相结合

王希浩认为，坚持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实
践，擅于从中医角度，归纳总结中医妇科某一功
能的生理病理机制。比如中医月经生成与调节
生理病理机制，妊娠生理病理机制，生殖的生理
病理机制等。临床诊疗，在病、证结合的基础上，
结合中医的生理病理机制，进行疾病病机分析和
辨证论治，逐步形成病、证、生理病理机制相结合
的诊疗思想与模式。

提出肝肾开合理论

王希浩认为，肾阴阳消长转化，是月经来潮
与周期调节的重要机理。虽然在肾—天癸—冲
任—胞宫生殖轴中，肾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月
经调节机制中，更应注重肝肾的作用，肝主疏泄
主开，肾藏精，封藏之本主合，肝肾一开一合，开
合有度，在阴阳消长转化的两个重要环节发挥着
重要作用，使正常排卵，月经按时来潮。在病理
上，肝郁证初期，易影响肾，使开合失常，月经失
调，日久必耗伤肝肾精血，使精血亏损。故在妇
科病“见肝之病，知肝传肾，注意固肾”。在临床
上，善于调理肝肾开合，采用滋肾调肝法治疗冲
任不固类月经病，可取得良好疗效。

据质预测预防

王希浩提出，妊娠病中医据质预测预防，是
指针对妇人病质，预测可能发生的妊娠疾病，进
而给予相应的预防措施。在学习总结大量古代
医籍和现代妇产科专著的基础上，王希浩于
1992年出版了《妊娠病中医据质预测预防学》专
著。从源流、预测理论到预防方法全面系统地阐
述了妊娠病的中医预测预防，总结出妇人病发病
三大规律，提出妇人病分型设计和妊娠期个体优
境学设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孕前注重“预
培其损”，纠正孕前寒热虚实，脏腑阴阳气血偏盛偏衰病理状态，以
预防妊娠病发生，并起到优生优育的作用。比如，孕前调理，复发
流产孕前治疗，先适时治疗某些影响妊娠的疾病，运用中医药提高
试管婴儿的成功率等，并从病、证结合角度，采用中医药或中西医
结合方法，探讨妊娠病的预防。

注重顾护精血

王希浩师承黄绳武老师，继承其学术思想，认为妇人以精血为
本，经孕产乳屡耗其血，血因数脱而不足，故妇人最易阴血亏损。
且“年过四十，阴气自半”，这充分说明妇人阴血亏损在先。故治疗
妇科病，注意顾护精血，慎用大辛大热、大苦大寒之品。比如，肾阳
虚弱，主张温润填精，肝气郁结证，善用逍遥丸加味，主张养其血而
舒其肝，顺其性而舒其气，以柔克刚，以养为法，不可妄用香燥理气
之品，以免耗伤阴血。

中医为体，西医为用

王希浩运用阴阳学说为总纲之理论体系，从事临床辨证，同样
用于外感热病治疗，取得了满意效果。以至于很多没有治过的病，
王希浩根据疾病的症状、表现，用阴阳辨证理论来指导治疗，皆能
取得良好的疗效。

王希浩不仅博采中医各家所长，还重视西医之长。他认为，
传统中医对疾病的治疗采用辨证施治的方法，随着西医学技术
水平的不断发展，新的疾病不断被发现，过去尚未被认识的疾病
已经得到科学证实，这就对中医学提出了新的课题，需要辨证与
辨病相结合。

王希浩依古人之训，并汲取西医学之精华，在把握中医辨治思
维的基础上，主张辨病和辨证有机结合起来，达到“疗效为先”的目
的。在临证、遣方、用药时，也适当参考中医药的现代药理研究成
果。在妇科肿瘤、妇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他特别强调，
中西医结合与保持中医药特色之间不是相互矛盾的，而应是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的。

（本报综合整理）

“海燕，长点记性吧！”在好友
聚会时，大家总会拿这句话跟郑
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四病区护士长
殷海燕开玩笑。因为，在日常交
往中，她大大咧咧，人缘非常好。
可是一旦回到病区，或者遇到工
作上的事儿，殷海燕就像是换了
一个人似的，一言一行都非常严
谨、严肃、认真。

现在，殷海燕所在的四病区
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属于无家
属陪护病区。该病区患者的吃
喝拉撒等都需要护士照顾，大
到处理医嘱、观察病情、打针输
液、督促患者服药，小到给患者
喂饭、洗头、洗澡、剪指甲等。
这些工作琐碎、繁杂，工作压力
可想而知。

“啥都得管。”殷海燕笑称自
己既像“幼儿园的老师”，又像一
个“管家婆”。

每天早上交班之前，先跟夜
班护士聊一聊

通常情况下，殷海燕习惯每
天早上提前半小时到病区，先到
病房里巡视一遍，重点察看新入
院患者、特殊患者、一级护理患者
的情况。随后，她会跟夜班护士
和医生聊一聊，了解患者头天晚

上的具体情况等。
在殷海燕看来，提前了解患

者的病情，可以更加全面地看
到患者的基础护理、精神状态
以及当班护士的工作情况等。
同时，她再结合晨会时，医生、
护士对患者病情的具体描述进
行汇总、分析，就能合理安排当
天的工作。

在殷海燕心中，护士长是护
士的榜样，是患者的依靠。比如
患者饭量小了、患者该调整护理
级别了、患者又把饭菜吐到护士
脸上了，以及当班护士要完成的
工作、遇到的困难、第二天的工作
计划等，殷海燕都会详细记在笔
记本上。这是殷海燕多年的习
惯。“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才行。”
她微笑着说。

解开保护带，看着她在病房
里“乱一会儿”

一名 15岁的小姑娘，患有先
天性发育迟滞，并伴有双相情感
障碍。在刚住院的一个星期里，
小姑娘时常骂人，不吃饭也不喝
水，随地大小便，抢其他患者的东
西，还动手打人。当护士喂小姑
娘吃饭时，她总是吃一口吐一口，
还时常朝喂饭护士的脸上吐口

水，护理难度非常大。无奈之下，
他们对小姑娘采用约束带进行约
束，以规范她的言行。

可是，殷海燕担心小女孩躺
在床上时间长了，不利于康复。
为此，殷海燕要求值班护士，每间
隔 5 分钟必须察看小姑娘的情
况。每天早上，殷海燕都会先去
察看小姑娘。

此外，殷海燕还想出一个办
法：每天趁其他患者去餐厅吃饭
时，解开小姑娘的约束带，自己看
着她在病房里“乱一会儿、撒个欢
儿”，等其他患者回来后，再把她
约束起来。这样，既保护了小姑
娘，又保护了其他患者。

“这个活儿真不好干，责任
重，压力大。”殷海燕坦言，这些压
力来自患者的安全与健康等。在
她心里，病区里的每一名患者都
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需要哄
着、护着、安慰着。

在日常工作中，患者时常将
饭菜、口水吐到护士的脸上、身上
等，有一些护士还曾被患者踢打
过，这真让人防不胜防。殷海燕
直言，她曾多次被患者打骂过。

提起被患者打骂，殷海燕仍
心有余悸。一名 20岁的姑娘，患

有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住院后不
让任何人接近他，又吵又闹。到
吃饭时间，殷海燕解开约束带，准
备喂患者吃饭。谁知，刚松开约
束带，该患者突然抓住殷海燕的
头发，用嘴咬着她的胳膊不松
口。当时，殷海燕被咬哭了。

护士长，给你一朵花
“护士长，你辛苦了！我给你

一朵花，谢谢你！”简单的一句话，
让殷海燕倍感温暖。

去年 4 月，殷海燕在朋友圈
发了一组特别感人的照片，那是
几名患者康复后做的花朵。原
来，殷海燕去病房巡查时，几个患
者拿着自己做的手工争着塞到她
的手里。在殷海燕看来，患者的
一声谢谢、出院时的一个笑脸、复

查时打个招呼等，都是她勇往直
前的动力。

还有一个感动是来自科室的
年轻护士。在殷海燕心里，张雅
欣、张博文、杨艺等是科室里的年
轻护士，在家里都是父母的掌上
明珠；一到病区，就意味着责任与
担当，她们需要喂患者饭、为患者
换衣服，甚至垫卫生巾等。

当聊起家人的时候，殷海燕
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够贤惠的妻
子，还幸福地说：“我的身体不太
好，平时做饭、带孩子等家务活儿
都是老公干。我很感谢老公的包
容与付出！”

对于殷海燕来说，她将用自
己的不懈努力，来赢得更多患者
家属的尊重，奋力前行。

中医是一门系统的科学，在起源至
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以整体思维认识人
体，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存在细微紧密的
联系与沟通。

整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人类社
会及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系统、可持
续、整合、集成、组织等概念方兴未艾，大
到世界政治经济、国家管理，小到企业组
织运作、医学保健，对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总是解决问题的焦点。

中医自始至终将人体置身于天地宇
宙之间，认为人与自然相互统一，比如

《素问·宝命全形论》有“人以天地之气
生，四时之法成”的文字记载。人在社会
中，人体的变化同样与社会人文环境密
切相关，中医主张“中知人事”“治病亦不

失人情”，《黄帝内经》有“凡欲诊病者，必
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
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的文字记
载。这种宏观思维决定了中医独特的诊
治疾病思路。中医重视机体表现于外的
异常征象，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合
参，把表征与病机组成综合证候，从总体
把握病情，进而系统指导治疗。中医养
生注重顺应自然，兼顾形神一体，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养生观。正如“夫四时阴阳
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
长之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等作
为中医思维的主要组成，整体观对中医
基础理论的建构起到主导作用。

在西医学中，随着显微镜的出现，人

们开始逐渐把视野深入更微观的结构
中，生物及细胞之间的个性差异特征愈
来愈被放大，各个病种及病理之间的细
微差别逐渐被探明，这些极大地促进了
生物及其他学科的发展。如今，中医开
始探究中医、中药在现代生命科学中的
依据，亦取得部分研究成果。中医的微
观研究为其适应现代临床发展提供了切
入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的
现代化、国际化进展，获得了持久发展的
可能。过于重视微观研究，忽视中医整
体思维，会使中医的发展缺少特色。

整体观是中医理论的基础，是古代
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体现，它贯
穿于中医生理、病理、诊法、辨证、治疗、
预防、养生等各个理论体系中。

辨证思维是中医的另一纲领性思
维，体现了中医在整体认识下又注重具
体的、个体化差异的观念，关注人体的复
杂性、非线性特点。

中医十分重视自身的理论体系在个
体化中的应用，中医的思维逻辑丰富，蕴
含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在长
期的临床实践中，中医逐渐形成了基于
四诊基础上的辨证论治的诊疗思想，探
索出辨证的概念、判断及推理模式，构建
了矛盾分析式的逻辑体系。在科技欠发
达的古代，人类对自身的组织结构了解
甚微，中医即在实践中运用矛盾分析方
法，在对立统一中把握生命在不同层次、
方面、阶段的变化规律。六经辨证、八纲
辨证、三焦辨证及卫气营血辨证等均是
中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智慧体现。

中医辨证思维以“阴阳”为总纲和逻
辑开端，以阴阳学说的对立制约、依存互
根、消长转化、动态平衡观作为对立统一

思维规律。《易经·系辞》有“一阴一阳之
谓道”的文字记载，认为整个世界由阴阳
两大势力组成，二者对立又统一，是构成
世间一切事物的两种基本因素，《黄帝内
经》及后世医家典籍均借助了阴阳这一
概念来认识和说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
并不断充实，成为后世各种中医辨证学
说创立的思想基础。在阴阳理论指导下
的中医辨证分型论治，可全面把握患者
的机体特性，掌握疾病的发展规律，选择
适当的治疗时机和方法。中医的辨证思
维建立在整体观上，统一人体与自然的
关系，在明辨脏腑、经络、七情等因人制
宜的基础上，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就是
中医辨证思维广泛而具体的体现。

传统中医的辨证思维主要是辨证论
治，即在结合四诊八纲的基础上，收集患
者各种表观病理征象，司外揣内，审证求
因，综合分析判断，来总体把握疾病本
质，指导运用理、法、方、药对疾病进行诊

疗。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医的辨证思维
也在与时俱进，在传统诊疗的基础上，不
断融合现代循证医学的方法提高辨证论
治水平，亦借助试验、研究使临床有效经
验和成果得到客观量化的数据证明，这
些成果促进了临床实践的应用和推广继
承。中医的传统四诊也结合了日益发达
的现代检测技术和手段，拓展了传统中
医诊疗的视野和思路，改变了传统辨证
的主观化不足，实现精准化、规范化辨
证。众多现代先进生物技术，如病理生
理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微观
诊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加之患者对自身
机体日益重视和对精细化、直观化的诊
疗需求，也使中医不断改进传统模糊的
辨证诊疗模式，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实
现在整体辨证的基础上，对病有针对性
治疗，使辨证论治有更加明确的目标，制
定更加可行的个性化治疗方案，获得更
好的临床疗效。

遗失声明
河南省人民医院王凤月的主任医师资格证书（编码：

A19111400050，取得时间：2012年2月，丢失时间：2017年10
月）不慎丢失，声明原件及复印件作废。

做一个温情称职的“管家婆”
——访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四病区护士长殷海燕

本报记者 杨 须 通讯员 席 娜

阴阳是中医辨证的总纲，
是中医对人体的生理状态和
病理状态的认识。“以平为期”

“阴平阳秘”是中医平衡思维
的代表。

调和阴阳是中医治疗的基
本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提
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
为期”，目的是根据正邪的盛衰，
阴阳的虚实，用相应的方法调整
人体机能，以达到平和、协调、稳
定的状态。中医的平衡思维并
非一成不变的僵化平衡，中医从
来没有孤立静止地看问题，中医

认为的人体平衡是一种动态的
平衡。《道德经》提出“万物负阴
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指出阴阳
在动态平衡中衍生万物。不论
是中医阴阳平衡还是现代的“内
环境稳态”，都是一种动态的平
衡。动态平衡性是所有系统的
基本特征。

有医家指出，人体的动态
平衡仅处于理想状态下，在现
实生活中，人体受多种因素影
响，常处于非平衡状态。比如
朱丹溪提出了“阳常有余”“阴
常不足”的理论，认为阴阳是动

态增减的。这种非平衡态并不
是病理表现，而是一种使人体
趋向于某种病理反应的生理状
态。“天人相应”认为人体的系
统处于开放状态，故人体内环
境会随着年龄、地域及社会关
系的不同而有所偏颇。比如中
医体质学说即根据年龄、性别
等因素，将人分为多种体质类
型：小儿多为纯阳之体，女性多
为血虚体质；西北之人，多为燥
盛体质；富贵使人易生痰湿，贫
苦之人多虚弱。

无论是生理性的不平衡，

还是病理上的不平衡，中医平
衡思维皆对其发挥指导作用。
灵活运用理、法、方、药辨证辨
病施治，用药物偏性纠正机体
之偏性，使“寒者热之”“热者寒
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等，
调整“太过”与“不及”，从而逐
步实现阴阳平衡。中医的优势
就在于调整阴阳而不破坏人体
正常平衡，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故只要辨证用药得当，就不会
出现温阳而伤阴，补阴则损阳
的现象。

目前，中医学正处于既要保

持传统特色，又要现代化的境遇
之中，通过临床实践及实验研究
已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但仍未
深入触及中医现代化之精髓，用
一些数据和公式来阐释中医学
的博大内涵仍显苍白。作为中
医辨证思维，能否帮助中医在现
代化的进程中，以新的视角展现
其古老的思想精神，获得更有力
的发展动力和更明确的未来走
向，仍需更多探索。

（作者为第三批全国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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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