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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现代生活劳作方式的变革及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脑病疾病谱发生明显变化，发病率逐年提升，

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现代医学对许多脑病尚缺乏理想治疗手段，如何有效防治脑病已

成为医学界和全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中医学理论和临证思维模式，从整体观、辨证论治、治未病

的思想内涵着眼，结合脑的解剖生理特点，宏观与微观统筹分析，倡导突出中医药优势特色的脑病防治

新理念，有利于深化完善脑病防治体系，全面维护人体健康。 
 
关键词 

脑病，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治未病，临证思维模式 
 

 

New Concept of Encephalopath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Based on TCM Perspective 

Yuhao Zhu1, Ze Jin2*, Yuyuan Zhang1 
1Graduate Schoo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2The Fifth Departmen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Received: Nov. 27th, 2024; accepted: Dec. 21st, 2024; published: Dec. 31st, 2024 

 
 

 
Abstract 
Due to the changes in the way of life and work in modern society and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population aging, the spectrum of encephalopathy has changed, with the incidence increasing 
yearly, which severely affects people’s living quality and sound mind and body. However, modern 
medicine still lacks ideal treatment for many encephalopathies. Then how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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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e encephalopath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the medical community and the whole 
society.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ory and clinical thinking mode,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holistic view,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the anatomical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ain, macro and micro over-
all analysis, and advocates a new concept of encephalopath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at high-
lights the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and improving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of encephalopathy and comprehen-
sively maintaining human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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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脑”是支配人体生命活动的最高中枢，脑病包括但不仅限于脑卒中、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

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交通、电讯等诸多方面的日益进步和发

展，人们生活条件与方式的改变、饮食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引发脑病疾病的危险因素不断

增加。炎症、外伤、肿瘤血管性病变、全身性病变，以及先天因素、社会环境、心理因素、饮食不节、劳

逸失和等非健康生活方式皆与脑部疾患密切相关[1]。因此，脑病疾病谱也随之而发生变化。我国心脑血

管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居高不降，目前位列于非传染性疾病之首[2]。因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

肾病、血液病等各种全身性疾病原因引起的出血性和缺血性脑病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3] [4]。如何有效地

防治脑病，维护人体健康，是广大中西医脑病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和使命。注重从生理–心理–社会范畴

来研究健康与疾病问题已成为当代西医学的新发展方向，逐渐从治愈疾病转为预防疾病和提高健康水平。

而中医学在其几千年的发展中始终从天地人范畴考察健康与疾病，可谓中国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模式。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分析把握生命变化规律，认为疾病乃因天–地–人之间与人自身系统的大、小

生态失调所致，即为天地失宜、天人失宜、人地失宜和机体自身状态的阴阳失衡[5]。世界卫生组织关于

健康的标准包含了身体、心理和社会三个维度，而不仅是没有疾病或非衰弱状态[6]。这恰恰与中医学的

医学观、思维方法、诊疗特点、服务方式非常吻合。因此，我们倡导突出中医药优势特色的脑病防治新

理念。 

2. 秉承“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之精髓 

整体观与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最基本的两个理论观点，既是中医学的最大特色优势之一，也是中医诊

疗疾病遵循的基本原则[7]。  
整体观念就是系统思维在医学领域的生动体现。这一先进的哲学思维，一直是中医学这一古老医学

发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乃至成为中医学的特色。中医学是古老而悠久的，但是中医学的医学哲学思维

却无疑是先进的。西医学直到全科医学的产生，才运用到了系统思维。那种持有中医学是陈旧的、落后

的观点的人，应该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反思。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六腑均由经络彼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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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系，生理上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病理上相互影响。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不可分割，即人体自身的

统一性和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8]。脑的生理、病理与脏腑、经络密切相关，脏腑的各种功能对脑起着

重要的生理作用，但脑与各脏腑之间的关系侧重各不相同[9]。 
辨证论治即通过分析综合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辨明疾病的病因、病性、病位

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归纳判断其证候性质，探求疾病本质，确立统一的治则与治法，是中医学认识疾

病和解决疾病的基本原则。实际上，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中医临证中具体运用理、法、方、药的过程，中

医学所谓的“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理论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

精神实质[7] [10]。而“上病取下”、“下病取上”、“左病取右”、“右病取左”，更加反映出在整体观

念指导下的辨证论治思维模式。 
从中医学角度而言，人的健康、疾病、强壮、虚弱等等一切问题，都不能静止、局部地看待，而应在

整体上考虑。中医全科医学以维持和恢复整体动态平衡为宗旨，同时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先天禀赋、后

天调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多种因素对机体病证的影响。因而无论治疗、康复、养生、保健均要在遵循

系统整体性原则的前提下，实施个体化辨证施治、调养，才能达到最优化的效果，这便是中药、腧穴配

伍“因机而变”的根源所在，同时也显现出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精髓，对于脑病的防治康复亦当如此。 
临床上对脑病的诊治应立足于整体的观点，从实际出发，具体病症具体分析，制定出最佳的治疗方

案。脑科医生在诊疗时，一要注重观察脑部解剖组织结构和内在脏腑器官的客观实体，重视人体各脏腑

组织器官的功能及其相互联系，把握机体自身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平衡统一关系，从整体上动态地观

察分析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二要针对患者具体情况充分考量治疗疾病的需要与患者及其家属的需求，耐

心听取病人及其家属的参与意见；三要考虑干预措施对健康问题的影响，评估患者的身心状态和生活质

量；四要处理好症状缓解与疾病治愈的关系，身体症状与心理负担的关系，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的关系，

治疗结果与经济承受力的关系，治疗方法与医疗单位条件的关系，患者需求与社会现状的关系，提供持

续、全面的整体护理。 

3. 中西并举，四诊合参，病证结合，内外兼治，合理诊疗 

当今医学发展日新月异，为了扬长补短，优势互补，更加有针对性地诊疗，脑科临床工作中应合理

正确地运用现代先进诊疗设备与方法手段，中西医结合诊治脑病。这既是对中医传统望诊与切诊的创新

与发展，也是完善诊察疾病方式，坚持以人为本、精益求精的临床工作原则。随着现代脑病诊断技术的

更新进步，传统的中西医脑病临床思维模式也随之而改变，不断丰富了临床诊疗方法，也促进了临床诊

疗效果的提升。 
目前中西医脑病临床普遍应用的辨病辨证双重诊断思维模式下的辨证范围，包括了脑部病变的病灶改

变，如脑部组织水肿、渗出、出血等病变，以及血管形态乃至功能状态都一目了然，并能以中医理论为基

础，判定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将脑的局部病变与全身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功能状态加以有机联系和深

入辨析，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遵循“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的原则，通过内调脏腑、

外调经络、针对脑部病灶局部治疗等中医内治法及外治法手段，实施脑病的优化诊治方案。在内服药物的

基础上，联合中药敷贴、针灸、刮痧、放血、拔罐、穴位埋线、穴位注射、脉冲电疗法，以及按摩、推拿

点穴等特色外治法，祛邪扶正，泻实补虚，达到祛风除湿散寒、清热泻火解毒、止血散瘀消肿、疏肝健脾、

理气和血、益气养血、补益肝肾、滋阴降火、活血通络、化瘀利水、化痰软坚、通窍活血之功。 

4. 未病先防，注重养生调摄 

我们要努力达到让人们最好不生病或少生病这一医学的初衷和目的，就要在日常医疗工作中坚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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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本”，“预防为先”的理念。而它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医先贤们所提出的“未病先防”的

思想，这是非常科学且先进的理念，是几千年来中医学能够防病治病的优势特色之所在。《素问·四气

调神大论》所谓“上工治未病”，不仅是成为一名优秀医者所要追求的最高思想境界，而且是脑病临床

医护人员的工作目标方向。在脑病未形成之前，对其致病的危险因素进行干预，采取各种积极措施，预

防、阻止或延缓或从根本上杜绝脑病的发病。 
中医学基于“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指导思想，尤为重视科学养生和健康生活方式对防患于未然的重

要意义，创立了一整套养生防病的理论。第一方面，倡导养生防病的首要原则贵在顺应自然，强调在起

居生活上要顺应四时寒暑季节气候变化，“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是顺应自然而养生的内涵体现[11]。
第二方面，认为养生防病的重要举措是调摄精神情志，注重内在修养。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述：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淡泊质朴、平和宁静、少思

寡欲、心无杂念，从而“使形体不蔽，精神不散”[12]。第三方面，强调养生防病的核心是要重视护养正

气。《内经》所谓“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突显了人体正气在发病中的主导地位，各种养生防病方法都

应以保护和强壮正气为基本原则，方可“僻邪不至，长生久视”[13] [14]。具体到脑部病患的养生防治方

面，则要注意平素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志怡和，劳逸适度，这些对于预防和治疗各种脑病，尤其是老

年性疾病、全身性疾病相关的脑病等颇为重要。围手术期用药预防术后并发症也体现着未病先防的理念。 

5. 欲病早治，以平为期 

病情潜在，尚未表现，或病情轻浅，仅见先兆，但是自我完整的稳态性已失去常态，要通过内部调

整和外界干预，使机体尽快达到新的稳态，即阴阳平衡，强调及时调整阴阳平衡的重要性。 
脑病的预兆有很多，如头痛、头晕、语言不利、运动障碍、呕吐、面部肌肉瘫痪、瞳孔大小明显变化

等等。要做到“见微知著”，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治疗，及时消灭或遏制疾病的初始和萌芽状态。如：偏

头痛治疗时要重视头痛先兆，防止发病，在头痛程度未盛之时，见微知著，治防并重[15]。在其疾病初期，

预防性治疗药物有：钙通道拮抗剂、抗癫痫药、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调节剂、抗抑郁药、A 型肉毒毒素、

吉泮类、CGRP 或其受体单克隆抗体等，其他治疗主要包括中医药治疗、无创或有创神经调控、生物行为

疗法等，而中成药及针灸疗法治疗及预防效果尤为显著[16]。 

6. 已病防变，杜绝它患 

疾病既已发生，则当及时控制其病情势态的进展变化，谨防其加重或传变，强调早诊断、早干预和

早治疗的重要性。临床医生要深刻领悟《金匮要略》中“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实质精髓，

在临证治疗中应善于把握病证传变规律，先安未受邪之地，防止疾病蔓延转移恶化。 
脑病医生要及时准确地掌控各种脑病的病情、转归、传变规律，科学预判，适时采取合理有效的手

段，最大程度地减免各种脑病的并发症、后遗症。如癫痫已衰–瘥后防复，即发作频率降低，发作时间

缩短或症状减轻阶段，应加强扶助正气，兼顾祛除余邪，维持机体的稳态[17]。 

7. 病后防复，未病先治 

每当大病初愈，阴阳失衡，正气虚弱，或余邪未清，或脾胃不调之时，须慎起居、节饮食、调情志、

勿过劳，强调病后调摄养护的重要性，从而预防和阻止疾病的复发。另外，在疾病的稳定期或间歇期还

应当有预见地采取针对性巩固治疗或预防措施，防止疾病的复发[18]。这些理念对于各类脑病的防治方面

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许多脑病患者在接受长期西药治疗或手术后出现头晕眼花、少气懒言、精神萎靡、腹胀满闷、自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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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汗、少寐多梦、五心烦热等症状，而西医检查往往无阳性改变，应用中医调理身体却总能很快恢复，

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医药的独特优势。 

8. 天人合一，个体化防治 

在脑病的临床诊疗过程中，应当始终贯穿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个体化防治的理念。坚持以人为

本，重视体质差异化，强调个体化防治与健康养生。 
“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灵枢·寿夭刚柔》)说明了在遗传因

素的影响下，人们的先天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倘若受到母亲怀孕期间缺乏营养、思虑过度、气血不足等

各种因素的影响，胎儿则可能形成气虚质或血虚质，等等。先天禀赋条件与后天生活环境、饮食习惯、

生活方式等因素决定着个人体质的差异。 
后天因素对于体质和疾病的影响亦是复杂多样的。首先，现代大气环境污染对体质的影响越来越受

到关注。如全球变暖、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的扩大等，使人体常暴露在阳热环境下，容易形成阳热体质。

其次，社会环境对身体健康有显著影响，如和平年代，生活安定，肥甘少动，则常见以湿热、阳热、痰

湿、瘀血或痰瘀互结为主的体质[19]。其三，饮食结构和习惯使体质发生改变。如“高糖、高盐、高脂饮

食”容易形成湿热、痰湿的体质，是疾病谱改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此外，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社会竞争压

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因肝脏疏泄功能异常而致肝气郁结的体质表现。 
上述诸多内外因素和体质特点不但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各种脑部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还影

响到脑病患者的治疗与康复。例如，抑郁症是临床常见的难治性疾病之一，以肝郁气滞证居多，肝郁气

滞、气火上逆可引发，故肝、脑同治，疗效甚佳[20]。因此，个体化防治脑病原则就是要在充分考虑个体

体质差异的基础上，结合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确定养生保健和预防治疗方案，其基本核心在于

辨证原则。 

9. 小结 

中医脑病学科对人脑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诊治的各层面的理论认识明显有别于西医，尤为注重治

病求本，辨证施治。中医药治疗的优势病种包括疑难慢性脑血管病，帕金森，痴呆，癫痫，可治愈但易反

复发作抑郁症、失眠、偏头痛、三叉神经痛等，病中及病后的身体调理，脑病手术后出血等并发症。在脑

病临证实践中需要有机地结合中西医理论和诊疗手段，及时发现疾病征兆、捕捉到病情变化的关键节点，

进而探索制定出高效、安全、简便、快捷的治疗方法，力求最大程度地做到中西医互补。要努力践行突

出中医药优势特色的脑病防治新理念，以利于深化完善现代脑病防治理论和临床体系，强化中西医结合

防治脑病的临床指导原则，切实提高脑病的综合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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