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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背景下中医“治未病”理念
及现实意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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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健康中国 2030”成为国家战略，人们更加重视疾病的预防，中医“治未病”理念上

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由于这一思想尚未普及，大众对其理解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以致“治未病”

理念未能很好地运用于健康管理活动中。因此，笔者就中医“治未病”的理论及现实意义进行探讨，

以期为实现“全民健康”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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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医学模式逐渐从“疾病医学”过渡到“健

康医学”，可见，医学发展趋势逐渐从治疗疾病转向维

护健康状态[1]。当下，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但如

何追求“健康”却是一大难题。而独具特色的中医“治

未病”理念和方法，是中华民族千百年通过经验总结

形成的健康理念及养生方法，是中医养生保健的核心

学术思想，且已成为国家卫生保健服务体系中极为重

要的一部分。在倡导“全民健康”背景下，中医“治未

病”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其理念及防治方法应更深入

人心，为人们所熟知。

1 中医“治未病”理论研究

1. 1 未病养生保健 中医养生可分为：四季养生，情

志养生，饮食养生，运动养生[2]。《灵枢·本神》云：“故智

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也就是说，人类

作为自然界中的一部分，要顺应自然界天气的变化，

根据四时的变化以调摄人体，从而达到阴平阳秘，脏

腑协调，气血流畅，经络通达的养生目的。《内经》中关

于情志致病有“怒伤肝,悲胜怒”“恐伤肾,思胜悲”等理

论。传统中医认为,人作为复杂的有机体,当具有正常

的七情六欲等精神活动,在不超出人体所能承受的范

围内有益于身心健康；可一旦超出人体所能承受的范

围,将导致情绪失控从而引发神经系统等调节功能紊

乱,最终引起人体阴阳失常,出现百病丛生、早衰的后

果[3]。故养生宜注意调摄情志。而饮食养生[4]分“谨和

五味”和“食饮有节”两个方面。食物的摄入是生命存

在的根本条件之一，若饮食合理、营养充足，机体得到

滋养，可使气血旺盛，五脏六腑功能协调。若五味偏

嗜，饮食不节就会造成相应脏腑的功能失调，出现多

种病理变化。此外，久坐、久视、久卧、久立、久行是五

种劳伤致病因素，故过度运动、过度劳累可导致诸多

疾病。因此，行、立、坐、卧、视等都要适度，顺其自然，

不能超负荷地运动，这样才能达到运动养生之目的。

1. 2 欲病防微杜渐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故

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

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矣。”这里“治皮

毛”反映的正是《金匮要略》中“适中经络，未流传脏

腑，即医治之”的早期防治思想[5]。《素问·刺热》云：“病

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此处所谓“未

发”，但疾病却已经发生，因症状较轻处于相对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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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发现、早期诊断、治疗对

阻断疾病的进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欲病之病实质是

人体处于未病与已病之间的一种将病状态。很多人

因身体不适、莫可名状，身体素质今不如往昔而感到

苦恼，因此，应及早借助“治未病”的养生方法，合理调

理，摆脱疾病的困扰[6]。

1. 3 已病早治防变 疾病发生后，首要任务是判断

疾病的病因和病机，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变化规律，

及时干预、治疗，以防止疾病传变。《金匮要略》云：“夫

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

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其传，见肝之病，不解实

脾，惟治肝也。”在临床上治疗肝病的同时往往会顾及

脾胃功能，这是因为木克于土，肝木病易波及于脾土，

因此，健脾和胃的方法即是治未病。邝丽霞[7]在临床

上把“已病防变”的思想及其治疗方法运用到糖尿病

的防治上，结果发现能使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糖

代谢指标和足部症状得到有效改善。

1. 4 病后调摄防复 病后状态又称瘥后，是指疾病

的基本证候解除后，到机体完全恢复的一段时间，包

括痊愈和好转。《素问·热论》言：“帝曰：发病已愈时有

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

藏，因其火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治

之奈何？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矣。”

可知，在疾病初愈，正气未复时，应当重视调养，采取

措施改善生理机能，增强机体康复能量，以防病复[8]。

有学者把“瘥后防复”理论运用于防止肿瘤复发转移，

经中医药治疗和调理后，有效抑制肿瘤转移，同时还

能减轻治疗期间各种不良反应[9]。

2 中医“治未病”的现实意义

2. 1 为国民健康护航 21世纪，造成我国人口死亡

的原因中，居于前 5名的疾病分别为恶性肿瘤、心脏

病、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意外伤害与中毒[10]。据

2013年第5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数据显示，

城市人口患慢性病概率为 37.00%，较之 2008年增加

了 30.00%；农村人口患慢性病概率为 29.60%，较之

2008年增长了86.00%，增速明显快于城市[11]。慢性病

已经严重影响人民健康水平，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由

于慢性病具有病程长、医疗成本高以及前期阶段长时

间等特点，若能够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可延缓病情，为

预后提供保障。有学者[12]把中医“治未病”理论运用

于慢性病高危人群的护理，结果发现与治疗前异常升

高的指数对比，治疗后的体质指数、腰围、胆固醇、甘

油三酯、血压以及血糖水平均明显降低。陈科等人[13]

在对中医“治未病”门诊开展前后社区居民健康状况

调查中发现，中医“治未病”门诊在呼吸道感染、失眠、

头晕头痛等慢性病方面均具有一定疗效。由此可见，

在慢性病的管理中融入中医“治未病”理念，能取到很

好的效果。总之，“治未病”是全体人类养生保健、防

治疾病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对于国民整体健康水平的

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

2. 2 降低医疗费用 据统计，我国 1995年的医疗卫

生费用为2155.1亿元，而2005年为8659.9亿元，10年
增长了 3倍；人均医疗费用从 1995年的 1700元增加

到 2006年的 4800元。《健康管理蓝皮书：中国健康管

理与健康产业发展报告(2018)》也显示，我国慢性病人

数已达 3亿左右。如此庞大的数量，对国家医保、社

会发展、家庭经济都是极大的负担。“看病难，看病贵”

是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之一，也是人民群众极为关注

的问题之一，怎样降低高昂的医疗负担、减少医疗保

健费用的巨大投资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绝大

多数的个人和企业通过接受健康管理，慢性病的患病

率下降了 70%，医疗费用下降了 90%[14]；同时,有研究

表明，个人在健康管理方面投入1元钱，相当于减少3
～6元医疗费用的支出。如果加上由此产生的劳动生

产率提高的回报,实际效益达到投入的 8倍[15]。结合

我国国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

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就指出：加强慢性

病防治工作，降低疾病负担，提高居民健康期望寿命，

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而中医的防治方

法具有简（操作简便）、便（使用方便）、廉（价格低廉）、

验（临床有效）的优势。例如，可以借助中医状态辨识

系统[16]，对未病态、欲病态人群进行干预，使其少生

病，生小病，甚至不生病，从而减少生病所带来的“高

额费用”；而对于已病态和病后态的病人，则可以通过

中药、针灸、刮痧、拔罐导引、花茶、药膳等干预措施防

止疾病传变和复发，不仅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还可以

节省相关的治疗费用。所以，将中医“治未病”的优势

特色运用于国家卫生保健当中，在人们未病之前积极

采取干预措施，预防疾病更进一步发展，将会给人民

群众带来更多的健康利益，为个人和国家节省更多的

医疗费用，降低医疗负担。

2. 3 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及优势 中医学以“整体

观念”“辨证论治”为核心，注重从整体的角度看待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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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与疾病，因人、因地、因时给出个性化治疗方

案，相较于西医，更加注重机体的整体、动态情况。例

如，亚健康人群常因“不适感”而感到苦恼，但在西医

的理化检查表现为无异常或轻度的异常，西药尚无理

想的治疗手段。从中医角度分析，该类人群已经处于

欲病状态，甚至已病状态，如不加以干预调整，这种

“不适感”可能将发展为真正的疾病。而中医可同时

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把握，借助中医四诊仪采

集人体生命活动的表征参数，并结合系统工程技术和

信息技术方法，对采集到的表征信息进行分析、建模

计算，最后给出个性化的辨证施治方案[17]。运用中

药、针灸、推拿、拔罐、刮痧等传统中医疗法达到调整

阴阳，调畅气血，补虚泻实的治未病目的，不仅使这部

分人群恢复“阴平阳秘”的健康体态，远离了疾病，还

进一步在人们心中彰显了中医药的优势。

2. 4 中西医学对话和交流的平台 中、西医体系截

然不同，比如在医学观念、理论和技术等方面均有差

异。两种医学体系各有其优势与不足，但服务的对象

都是人类本身，因此，处理好两者间的关系意义重大，

对维护人类健康具有积极意义。随着医学模式的转

变[18]，单一生物医学模式已不能满足民众对健康的需

求，影响人体健康的诸多要素均被纳入生命健康范

畴，西医从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化进行医学研究，这

与中医重视整体、强调“治未病”有异曲同工之处。例

如，在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中，中医治未病

与当前提倡的“预防为主”的医疗发展方向及传染病

防治提倡的“早发现 、早诊断 、早隔离 、早治疗”的防

治理念均相契合[19]。其次，随着“治未病”思想与现代

科学技术的融合，各种中医智能设备渐渐应用于临

床，使得中医逐渐走向客观化，突破了以往“心中了

了，指下难明”的窘境，使得中西医间的交流更加顺

畅。再次，中西医均揭示了生命的客观现象、疾病的

发生发展规律，虽然两者在理念以及表述上存在差

异，但是在本质上两者的出发点都是相同的，终极目

标更是一致的，都是希望治愈疾病，保卫健康。

3 小结

“治未病”理念作为中华民族摄生防病总结的宝

贵遗产，其实质就是“人人享有健康”。中医学以其独

特的医学模式、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为世人所认可，

在疾病的防治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曾

经说过：“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可见健康

问题不容小视。因此，推动中医“治未病”发展，可为

我国“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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