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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证异治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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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是中医治疗的两个法则#而同证异

治的提法却很少见#在古籍当中也未见明确记载#但是无论是

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临床的角度#同证异治都是客观存在的#也

应是中医治疗的法则之一#且近年来陆续有所研究$ 现将近

($ 年的有关研究总结归纳如下%

%!同证异治的内涵及与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辨证关系

舒氏和孙氏&%#('认为#同证异治是指用不同的方法治疗相

同的证$ 万氏&+'认为同证异治#即是指%多种具体治法和与之

相应的多种疗法及其体现形式#或一种具体治法和与之对应

的多种疗法及其体现形式#均可治疗某一特定的证候并获效$

程氏&)'则认为是(用不同的方法调理相同的病机)$ 其含义

应包括异病同证异治和同病同证异治两个方面$ (不同的疾

病#虽然表现的证相同#但治法和方药仍有不同#此即异病同

证异治*疾病相同#所表现的证也相同#但却可以用不同的治

法或方药达到使疾病痊愈的目的#这就是同病同证异治$)相

对而言#前者是常法+定法#后者是变法+活法*前者体现了辨

证论治的原则性+普遍性#即同证因异病而必定有异治之处#

后者反映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特殊性#即同病同证也可异

治$ 赵金铎&#'提出同证异治#亦包括同证一法而多方$ 因为

药物有性味相近+功效相若+可取而代之者#医者有经验不同

而遣药组方不一者#此皆为一法多方之由#亦可在同一治法的

指导下#因人而异#随证而施$ 衷氏等&"'从异病的角度提出同

证异病#因主症+次症及特征性表现不同#治疗大法虽同#具体

应用及方药有异即所谓同证异治$

程氏&)'认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辨证论治规律中的普

遍形式#而同证异治则是在辨证论治规律上进一步发展出来

的特殊法则#是一种特殊形式$ 孙氏&('认为同证异治是同病

异治+异病同治的补充#只有三者之和才能概括辨证论治的全

部外延#三者相辅相成#使辨证论治的内容更加得以完善$ 一

氏&&'将同证异治作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 种情况中的一种$

同证异治与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区别在于是从辨证出发还是

从辨病出发#从辨证出发可以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以辨病为

中心#可以异证同治+同证异治&,'

$ 另有学者&-'认为同病异治

不是针对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而采取的不同治法#而是针对

同一证候的标本之别而采取相异的治法#达到相同的治疗目

的#他认为同病异治不是中医治疗学的普遍规律#而应用范围

主要是标本互见之证$

(!同证异治的理论依据

对于同病同证异治#一氏&&'认为#疾病同#证也同#但由于

地理+水土的不同#或素体的强弱+情志的忧乐#因而病机上有

区别#治疗也就不同$ 张氏&%$'则认为同病同证如异质或异因

则应异治$ 孙氏&('则从证与治的关系出发#阐述同证异治内

涵#认为同证之所以异治是因为证形成中遗漏了许多与治疗

有关的重要因素#诸如体质+性别+年龄+职业+居住环境+发病

时令等#诸如此类#要求我们对相同证型的不同个体采取同证

异治的方法$ 李氏&%%'提出#证同病不同治有不同#证同病同

治有不同#病同人不同治有不同#亦认为同证异治分异病同证

异治和同病同证异治两种情况$ 对于异病同证异治#是因为

病变基本矛盾的不同#决定了传统辨证下的同证#在微观病理

改变上必有不同之处$ 临床上也必然相应而异#从而必须异

治$ 舒氏&%'具体从病因不同+病理不同+病位不同+症状不同

) 个方面做了说明#认为这种异病同证异治实质上体现了异

病异治的精神$ 赵金铎&#'提出%(证候的内容常由一种或多种

病机要素所构成#这是一切证候赖以存在的基础$ ,,临床

所见的具体证候#多半以复合的形式出现$)构成证候的各因

素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环环相扣#结为一体$ 故断其一个或

多个环节#则可能导致证候解体#而针对不同环节的治法自不

相同$ 证候既是多因素多环节之高度整合#就可能难以反映

病情之全貌#仅反映疾病某一层次之本质#而更深层次之内部

联系不能全面揭示$ 是故同一证候#其内部关系尚有差异#而

治法因之各异$ 机体自身调节作用#作为治疗方案中的一个

重要因素#在临床过程中往往易被忽视,,治疗不求除恶务

尽+斩草除根#缘于机体自身之调节功能可依赖也$ 而同证异

治正是借此机能#在证候解体之后#以终其善$

+!同证异治的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同证之间是有区别的$ 如上海中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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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于 %-&- 年发现同是阴虚火旺证#%$ 例心火旺者尿儿茶酚

胺值高于正常值#尿 %& 羟值正常#而 %% 例肝火旺者尿 %& 羟

值高于正常#尿儿茶酚胺值正常*" 例心肝火旺者#有 ) 例尿

%& 羟值和儿茶酚胺均增高&%('

$ 有学者还从病与证的结合上

指出异病同证必须异治$ 如王阶等&%+'提出#血瘀证因病种不

同#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检查都反映出差异$ 如舌质紫黯+舌下

脉曲张+口唇齿龈暗红等是血瘀证的共同表现#但显示该病特

异反应和指导临床用药的却是另外的体征$ 如冠心病心绞痛

是其特异症状*脑栓塞和脑出血#以肢体麻木+瘫痪为特征*干

燥综合征则以口燥渴+但欲漱水不欲咽为特征*妇科疾患以经

血色黑而有血块为特征$ 在血液流变学检查上#同是血瘀证#

因病种不同而有差异%如冠心病心绞痛多表现为全血粘度和

血小板异常型血瘀*脑栓塞和脑出血多表现为血栓型血瘀#有

的病人全血粘度+血小板正常#但体外血栓形成和血栓弹力图

却表现异常*心肌梗塞前或梗塞初多为各类指标增高的血瘀

的综合征#梗塞后粘度多降低$ 据报道气虚血瘀患者在用参

芪类补气药后#心功能明显改善#异常血液流变学指标亦有改

善!二者分别是气虚和血瘀较特异的客观指标"*用活血药丹

参后#临床心功能#气虚证与血瘀证分级均有改善#加用补气

药黄芪后则进一步改善$ 血虚证#理当补血#治以四物汤#此

乃正法正方$ 然气血相关#临床治疗亦有补血+补气养血+补

气之别&%)#%#'

$ 另有实验表明对失血性血虚证#用八珍汤气血

双补疗效优于四物汤之单纯补血#而用四君子汤补气与用四

物汤补血疗效相同#补气法尚能迅速改善脱血机体的虚弱状

态&%"'

$ 上述例证说明不同治法+方药对同一证候均有满意疗

效#由此可见#同证异治是有客观物质基础的$

)!同证异治的意义与应用

程氏&)'认为#.金匮/第一篇所说%同一肝虚证#可用直接

补肝法治疗#亦可用补脾法间接益肝治疗#就是同证异治的典

型示范$ 所谓(余脏准之)#就说明同证异治可以合理广泛地

应用于临床$ 孙氏&%&'指出%(翻开历代广大医家的治疗经验#

稍加分析#大量同证异治取效的病例屡见不鲜$)黄氏&%,'指

出%(运用同病同证异治的辨证论治形式#以总结疑难个案的

证治规律和经验#是古代中医临床治疗研究常用的有效形式$

具有简便易行#理论联系实际#能较集中地把医者理论水平和

技术专长反映出来$ 因此#深入探索同证异治取效的原因#找

出规律#既可以更好地指导将来的临床治疗#普遍提高中医药

的疗效#又可使辨证论治理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得以完善$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同证异治取效的结果#提出反问#以便

取得理论上的突破#推动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升华$)同病

异治和异病同治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同证异治和异证同治也

是客观存在的现象#研究它的规律#不仅可以提高防治水平#

而且有利于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的探讨&%-'

$ 万氏&+'认为同

证异治可为临床提供更宽阔的治疗思路$ 相对单纯的证候#

其治疗思路相对单一*而复杂多变的证候#其治疗思路则相对

灵活#因此同证异治对医者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结语

同证异治是临床上客观存在的#深入探索同证异治取效

的原因#找出规律#既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而对中西医

结合尤其是病证结合在理论上的探讨也有重要意义#更重要

的是还可进以一步完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

但就笔者所及#对此进行的研究甚少#特别是机理的研究

不够深入$ 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西医诊病中医辨证的治病

模式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而在证候研究过程中#当单纯从证

候进行研究难以找到研究的切入点#从异病同证异治的角度#

采用病证结合的证候研究思路#深入探索异病同证异治取效

的原因和规律#有望决解决上述证候研究面临的困境#从而使

中医证的研究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手段的同时也不脱离

中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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