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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技术探讨倡导有中医养生理念的
生活方式的意义与途径※

原 丹*

摘 要 大数据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文中基于中医学传承视角，

提出倡导有中医养生理念的生活方式将有助于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人民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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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1]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一定的历史

条件、社会环境中为谋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选择、

确立的日常生活的构成和实现方式，表现为个人及其

家庭的衣、食、住、行以及闲暇时间的利用等活动方

式。生活方式是受到一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

会政治状况等条件制约和影响的。本文探讨大数据

时代倡导有中医养生理念的生活方式的意义和途径。

1 大数据技术下，倡导有中医养生理
念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中医学的传承与
发展
1. 1　中医学传承与发展面临困境　2007年方舟子出

版《批判中医》一书，对中医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提出疑

问[2]，自此掀起“中医黑”的网络时代，中医学面临了前

所未有的审视：中医学对现代医学的贡献度如何？中

医临床的有效性、科学性如何进行客观评价？中医药

的安全性及不良反应如何进行评价？中医养生是否

真正契合人们的健康需求？中医医疗机构的技术服

务中，中医是否占据主要地位？现行的中医学教育制

度如何培养出传承中医的人才？中医科研研究及成

果的真实性及推广性如何？中医现代化是否真正意

义上推动了中医的发展？现代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

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陷入困境。

1. 2 大数据技术有助于传承与发展中医学

1. 2. 1　中医学具备大数据特征　中医学[3]是以中国

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气、阴阳、五行

学说为科学方法论，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

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

医学理论体系，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

体，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及康复保

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几千年的医疗实践是中华民

族认识生命、维护健康、战胜疾病的宝贵经验总结，丰

富的防治疾病经验具备了大数据的特征，即其经验是

整体的数据而不是随机取样，是混杂性而不是精确

性，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因此，王永炎院士[4]

指出“中医学蕴含高概念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可用科

学大数据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医学几千年来积累和

仍在不断积累的大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对比分析，归

纳、掌握和推演出更优的方案，来传承中医的经验医

学，进而实现创新性发展。

1. 2. 2　大数据技术是传承与发展中医学的一把利

器　2012年，由涂子沛所著的《大数据》一书正式开启

了中国社会“大数据时代”元年[5]，引领了中国社会对

大数据战略、数据治国和开放数据的讨论。2015年国

务院颁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6]，大数据作为

一种客观存在成为各学科领域创新的内在需求。

2015 年发布的《北京中医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7]认
为，将大数据对患者的信息收集、整理、分析以及在中

医“治未病”方面的长期信息跟踪和预测用于中医药

学术研究和临床经验总结，将成为中医药学术在现代

可持续性发展中的正确道路。近年来，运用大数据技

术在中医药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8， 9]，如整合

中医古籍专著、文献期刊；对地域性的中医流派、地方

性的传统中医药、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的研究分析；

从“西医-方药”“中医-方药”“中药-中药”“疾病-选
穴”“疾病-病机”等多维度、多空间、多方面对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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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这些成果可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决策提供

依据。

1. 3　倡导有中医养生理念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中医学

的传承与发展　中医养生[9]就是指通过各种方法颐养

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一种

医事活动。中医养生通过倡导人与自然、形与神、脏

腑气血阴阳的和谐而达到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养生

目的，其倡导养精神、和饮食、练形体、慎房事、适寒温

的生活方式是中医养生观的重要体现。同时，现代医

学视野下的健康观涉及身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等

多个层面，与中医养生的整体观是高度一致的。因

此，倡导有中医养生理念的生活方式亦契合现代医学

健康观的需求。利用大数据技术，将有中医养生理念

的生活方式与人体健康状况进行关联性分析，可为中

医学作为经验医学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中医学的传

承与创新性发展。

2 如何利用大数据倡导有中医养生理
念的生活方式
2. 1　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整合养生文献　数据挖

掘[10]（Data Mining）又称为数据库中知识发现，是为解

决“数据丰富、知识贫乏”状况而兴起的技术。中医养

生文献浩如烟海，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根据中药、方剂、

功效、科别、病证、年龄、性别、宗教、地域等类别进行

系统化、规范化、数字化整理，建立养生数据库并深入

研究，挖掘其中精粹，从而收获真正有价值的文献，为

倡导有中医养生理念的生活方式构建理论基础。

2. 2　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中医养生平台　高翔等[11]

提出，可将数据平台分为基础数据采集层、数据中心

层以及应用层，将规模庞大、类型多样、结构复杂冗余

的数据群集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信息处理，从而在数

据浪潮中进行有效的输出，构建中医养生保健平台。

于彤等[12]提出，采用本体、知识库、万维网等技术构建

中医养生知识服务平台并向全社会开放，可为人们提

供准确、可靠、个性化的中医养生知识服务，以促进中

医养生知识的普及和利用。

2. 3　借助大数据传播技术宣扬有中医养生理念的生

活方式　《黄帝内经》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奠

定了中医养生学的理论基础，“治未病”思想是中医养

生学的核心目标。历代养生家通过长期的实践逐步

形成养生思想和理论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保养华夏

儿女的身心健康，其成效显著。然而，全球气候变暖、

冰山融化等生态环境变迁以及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

环境污染、工作节奏加快等问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了消极影响。同时，人们生活

方式受外来文化冲击，有中医养生理念的生活方式遭

受质疑甚至摒弃。中医养生强调“人与日月相参”“天

人相应”，面对不断变迁的外部环境具有独特的优越

性。因此，传承与复兴有中医养生理念的生活方式，

是人们健康生活的需求，而大数据传播技术正是最好

的宣传工具。借助云环境互联功能，营造开放性的平

台，通过web服务接口，实现中医养生平台与移动应

用程序之间的对接，通过移动互联网向人们提供知识

推荐、知识问答、知识检索、健康数据收集与分析等服

务，如中医治未病慢病健康管理系统[13]、中医养生保

健APP[11]、中医药养生旅游模式[14-15]等。   
以太极拳为例。太极拳[16]为我国传统养生功法

代表，然而受多元文化影响，其融入现代生活的程度

及在年轻群体的接受度并不高。利用大数据技术功

能，对太极拳与人体身心健康进行关联性数据导入、

整合及深度分析，对太极拳在促进骨健康、改善心血

管功能、提升肺功能、增强身体稳定控制以抗跌倒及

积极影响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定量评价，阐释太极拳

祛病延年的机制[17-23]，将数据处理结果输出，并借助互

联网传播渠道，促进人们对太极拳全方位认识，以此

提升太极拳推广与传承的广度与深度。赵超等[16]提

出，创建太极拳有关APP并充分利用“网红”潮流将太

极拳带入更广阔的视野，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互联网浏

览记录精准分析，从而对潜在人群进行充分挖掘、精

准传播。张祖沛[24]提出，可利用大数据的信息导入功

能收集太极拳用户的反馈信息，将其与群体健康进行

关联研究，宣传太极拳颐养身心的积极作用，倡导人

们练习太极拳。  
3 结语

倡导将中医养生理念贯穿于人们生活的日常，则

衣、食、住、行皆可承载中医之道。利用大数据工具，

将有中医养生理念的生活方式与人体健康状况进行

关联性分析，最大量地为中医科学大数据提供支撑，

以精准数据为传统中医的经验医学正名，坚守陷入发

展困境的中医学，此举或将成为中医学守正创新、持

续发展的可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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