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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标准化研究的文献统计分析方法学探讨

"

!刘艳!陈丽云!卫洪昌!!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上海 "#$"#%"

摘要!初步探讨了基于现代文献统计分析方法上的证型研究现状!基于复合证"单证"症候要素"证#症对应关系等四种研究

角度!从频次分析"病例数构成比分析"证#症对应关系分析等三种研究方法对证型标准化研究的文献统计分析方法学进行

了探讨$ 认为文献分析方法可作为中医证型标准化研究的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但其结论的准确性依赖于文献资料的准确

性和研究者对数据处理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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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标准化是中医走向世界#被更多的人接受

和应用的重要一步#近十多年来#有很多学者做了这

方面的研究& 中医证的规范化'标准化研究是中医

标准化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要了解某种病

的中医证型或征候分布规律#进而对其进行规范化#

##############################################

对该病进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是现代研究中公认的

I!结语

上述对中医古籍数据库的探讨和对比可能存在

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前的中医

古籍数据库还需要更加完善和发展#需要更进一步

的建设& 良好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规范和指导中

医古籍数据库的建设#保障数据库建设的质量#规划

合理的中医古籍数字化方案& 在信息社会的今天#

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这样才

能更好地为中医药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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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客观的方法& 而标准化的中医临床辨证资料却

很难得到#这是因为#在中医临床上#不同的中医医

生对同种病症的辨证不同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也反

应了中医证的规范化研究是非常需要的&

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证的分布规律#

是通过对纳入符合标准的文献中的病例资料的辨证

信息进行统计#或对文献中出现的证型频次进行统

计#获得某种病的证型分布规律& 碍于中医辨证标

准化实施的难度#现代文献统计分析方法能相对容

易地纳入多个医家的临床辨证资料#收集更多病例

资料#而对纳入数据的统计分析与循证医学'荟萃分

析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甚者也是一种对循证医学

在中医领域应用的发展& 因此这一方法被很多学者

用来研究中医证型征候规律& 笔者在用现代文献统

计分析方法研究慢性心力衰竭的中医证型分布规律

的过程中#发现这一方法是有效的#进而想进一步探

讨此类方法的应用情况#也想藉此将这个方法介绍

给更多的人&

文献研究首先要确立文献纳入排除标准#文献

检索年限#文献检索数据库& 尽管各位学者所用到

的文献分析方法和分析角度有所不同#但所采取的

文献纳入标准却具有一致性#大家所通用的文献纳

入排除标准主要为$!$" 纳入文献标准$

!

临床研究

而不是动物实验%

"

各辨证分型中有确切的数据%

#

中医辨证分型涵盖病证的整个阶段& !""排除文献

标准$

!

动物实验研究%

"

各辨证分型有不确切数

据%

#

个案报道%

$

综述%

%

交叉重复的文献& 在此

通用标准上#再根据研究需要适当补充纳入排除标

准条件& 文献检索年限不尽相同#长至半个世纪#短

至一个年代& 文献检索数据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电子期刊网#作为文献初步筛选所用到的摘要检索

可检索文摘数据库如+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Q?[UG>"#全文检索较常用到的电子期刊网如维

普和>Z\U网等& 一类是图书馆等资料库手工检

索#对一些年代较早而未有电子版的文献#或通过计

算机检索无法获得全文的资料#只能通过相对艰苦

的手工检索来完成&

近年来#有一些学者从从复合证'单证'症候要

素'证-症对应关系等多个研究角度#综合运用了频

次分析'病例数构成比分析'证-症对应关系分析等

多种研究方法对中医证进行了文献分析研究&

$!多研究角度综合运用

$@$!复合证

临床上常见的证名#一般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

分别代表病位与病因'病性的不同证候要素相互组

合成的#如湿热蕴脾证'心肺气虚证等&

$@"!单证

目前对单证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定义& 一般认为

单证是介于证素和证型之间的研究单元#是病位证

素和病性证素的有机组合形式& 将单证作为研究单

元#然后秉承证素辩证体系.降维升阶/

($)的思想#

一方面将证型拆分成单证#比原来的证型少#达到了

降维升阶的效果#另一方面先将病性与病位进行组

合#避免了证素组合的不确定性&

$@%!证候要素

临床上常见的证名#一般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

分别代表病位与病因'病性的不同症候要素相互组

合成的#如心肾阳虚证#肝火犯肺证等& 证候要素是

证候分类的最小单元#是通过对症状'体征的辨识#

而确定的单个病位或病性#是构成.证名/的基本要

素& 临床上证候千变万化#但证候要素的数量却是

有限的& 朱文锋教授(")认为证素主要可分为病位

证素和病性证素& 病位主要有心'肝'脾'肺'肾#病

性主要有气血阴阳虚'痰饮水湿'气滞血瘀等#总计

约 I# 项&

$@'!证C症对应关系

如何在建立的证型诊断标准中纳入具有诊断价

值的症状'体征是中医证的标准化研究的一个重要

内容&

"!文献分析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

"@$!频次法

"@$@$!统计证型或证候要素在纳入文献中报道的

频次!张显彬等人(%)的研究发现#通过 $N 篇纳入文

献分析#在报道的频次上认为肝肾亏虚证'湿热证'

肾阳虚证'寒湿证和淤血阻滞证是强直性脊柱炎的

常见证型& 例如陈?(')等人的研究发现#在 %K 篇有

关肝癌中医辨证的文献中#肝癌的基础证型涉及 I

类#气滞类证出现频次最高#共 $' 篇#占文献总数的

%O@L]#患者有 $L" 例%复合证型涉及 $# 个相关证

型#虚证中肝肾阴虚最多#共 $$ 篇文献#占文献总数

的 %#@K]#涉及 $K$ 例患者& 赵燕等人(I)通过对近

$# 年抑郁症文献资料的统计分析#将符合纳入标准

的文献的征候及征候要素进行频次分析#结果发现

出现前 % 位的病位类证候要素为肝'脾'心#出现频

次前 % 为的病机'病性类证候要素是气滞'气虚和阴

虚#认为证候要素对临床辨证的覆盖率较好#能够更

好地统一'规范临床辨证&

"@$@"!先将纳入文献中的复合证拆成单证!通过统

计各单证报道的频次!分析证型!侯风刚等人(K)用

此方法对建国以来国内公开报道的有关原发性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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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辩证分型的文献进行整理#运用
&

" 检验对文献

中的专家观点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原发性肝癌常见

的中医单证证型依次为
!

气滞型%

"

血瘀型%

#

脾

气虚型%

$

肝阴虚型%

%

肾阴虚型%

'

肝胆湿热型&

"@"!病例数构成比法

统计各证型或R和症候要素在纳入文献中报道

的病例数#分析证型&

游金勇等人(N) 对研究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

!&&)U"证型的文献进行统计分#研究结果发现#肺

脾气虚'肺脾气阴两虚可作为小儿 &&)U中医征候

研究的主要证型& 陈涛等人(O)对 $LL' 年至 "##K 年

间国内公开报道的有关原发性支气管肺癌中医辨证

分型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
&

" 检验对总结出的

L 组病例数据进行两两比较#结果发现气阴两虚型

等 I 种证型为原发性支气管肺癌临床常见证型& 例

如张秋雁等人(L)的研究发现#从 '"I 篇文献中纳入

了具有西医明确诊断并含中医辩证分型具体病例数

据的论文 $LL 篇#总结出 $" 个证型组#统计'归纳

$" 组证型的病例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处理分析#结果

发现冠心病心绞痛以实证居多#常见主要证型第一

位为气虚血瘀型& 刘艳等人($#)通过对 %K 篇纳入的

关于慢性心力衰竭文献中的病例数构成比进行统计

分析#发现慢性心力衰竭慢性心力衰竭的病性以虚

为主#病理产物主要涉及血瘀'水饮'痰浊#慢性心衰

最常见的证型为心肾阳虚证'阳虚水泛证'气虚血瘀

证'气阴两虚证'心肺气虚证等&

"@%!证C症对应关系分析

统计纳入文献中的各证型的主症'次症'舌脉等

症状'体征#分析筛选出具有诊断意义的症状'体征&

余学庆等人($$)运用 617+,4+2回归和聚类分析对

各主要证型及其症状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咳嗽'

咯痰是肺炎患者最主要的临床表现症状#发热'舌

红'苔黄等热证症状的出现频率也非常高& 余学庆

等人($")还对 $LO$ 到 "##' 年糖尿病相关文献进行

收集整理#将糖尿病所有证型'症状进行赋值!$$

有##$无"整理& 从中筛选出各证型的症状构成变

量#然后分别以每一证型为因变量#症状为自变量#

采用二分类F17,4+2回归模型!含截距"#运用 Q.2TC

<.03!^.63法"#以D

$

#@$# 为进入模型标准#以 D

_#@$I 为剔出标准#进行模型拟合#筛选出糖尿病

主要证型和各证型的症状组合因子&

%!结语

文献统计分析方法能够对多个研究者的研究成

果进行综合比对#扩大研究的样本数& 当前#中医诊

断标准化尚未真正落实#大规模#多中心的中医临床

流行病学资料获得很难#文献分析方法可作为中医

证型标准化研究的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 但由于这

种方法需要收集临床文献资料#资料收集又较易受

作者喜好主观影响#因此#其结论的准确性依赖于文

献资料的准确性和收集者对数据处理的准确性& 中

医文献资料的不准确性主要表现为证型标准不规

范#文献资料质量不高#随机'双盲'对照的临床数据

缺乏#统计分析这些文献资料容易导致数据偏奇#进

而使由此获得的关于中医证的规范化研究的某种结

论是不够全面的& 另外#一些作者根据个人的专业

知识和经验#倾向于写某些证型或症候相关的文章#

导致这些证型或症候的发生率高& 这种发表偏奇也

使得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来确立证型分布或证C

症对应关系不够全面&

为了让文献分析的结果更准确#为中医证型的

标准化研究提供更多真实可靠的信息#需要中医工

作者们的共同努力#提供更多随机'双盲'对照的高

质量的文献资料& 同时#在做文献分析时#应尽可能

增加样本量#加大检索范围#选择规范的证型标准#

并设立更加严格统一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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