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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健康人群与弧健康人群、健康人群与疾病人群比较均差别明显，有统计学意义。可见本

问卷能较好的用于距健康人群与健康人群的区分，区分效度较好。

由上可知，本问卷的效度较好。

3．分析与讨论(略)

中西医结合健康风险评估之我见

王俊玲 滕辉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中西医结合妇科深圳518048)

健康风险(health risk)是导致身体一切不良结局概率增高的因素。

‘内经》提出的“治未病”理论，经历代医家的弘扬和发挥，成为中医养生保健的主导思想和防治疚病

重要原则，体现了中医在保健养生和防治疾病方面“防重于治”的特色，亦贯彻了中医学“以人为本”的基

本理念。其内涵是在疾病发生预兆的初期，应及时采取措施，积极治疗，以防止疾病的发展与传变。也就是说

在疾病出现器质性病理改变出现之前，就给予积极的治疗，将之消灭在萌芽状态。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

指导的中医学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一直非常注重“天人相应”，认为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问

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疾病的形成是在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过一定的阶段

发展形成的。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认识亚健康并进行积极干预。

1、整体观念：人与自然是统一的，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天有五运六气，且时时刻刻影响着

人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当某时某一运气过盛，而正好某个人的某种相克的脏腑过衰是，就会引起此脏腑急

剧的病理变化，甚至危及生命。若我们了解了这些，对此类病人在此种运气来临之前即进行积极的干预较

之运气来临时再干预则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或者在某一运气来临之前，所有人都积极防御，则可以减少

很多疫气的流行。

2、根据辨识体质的不同，研究不同体质容易诱发的疾病，并积极干预，可以有效的预防疾病的发生。

所谓体质，是指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

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现公认的体质辨识学说分九种体质，具体为平和质、气虚质、

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淤质、气郁质、特禀质。

体质与发病密切相关，疾病是致病因素与机体正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正气作为内因是发病的根本

依据，而正气的强弱、正气内在的倾向性是个体体质所决定的。各种类型的体质虽然均属于生理常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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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包含的相对稳定的阴阳偏颇则是疚病状态时阴阳欠衡的内在肉素和依据。具有某种不良体质倾向的

人，当激源作用jr机体时，体质倾向超过一定的阈值即可发病。 体质是相对同定的，可调的，就是说不

好的体质通过调养可以变好；可变就是说我们的体质也会改变，比如我换了个环境，出国，会受到外国环

境的影响，时间一长，体质也是会改变的。所以它体质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但可调可变的。在经过一定时

间的调养后，原来不好的体质是能够得到改善的；相反，如粜生活上不注意，饮食、作息不规律、劳累、

压力大等等，体质也可能会变坏：lflj生活环境的变化也是体质变化的重要因素。现广州中医药大学体质辨

识中心已有具体的量表辨识体质，从而制定一定的方案进行干预，起到防病治病作用。

3．1中医与西医联合评估与干预现代两医学已有许多关于健康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尤其对一些慢

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肿瘤等)找到了很多致病因素，如饮食，情志，生活习惯等，评估的

方法很成熟。并提倡从各个方匾进行预防。中医可以跟两医一起从中医的角度对各个脏腑的认识不同进行

中医方面的干预。本人认为中医属宏观医学，而西医属微观医学，对每种病都能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去认

识，才能认识的更全面。如西医的冠心病，也许某一个人仅从心电图或心脏彩超上看出一点心脏病的端倪，

而自身尚未发生任何不适，那么西医可以采取一些方法去干预，中医也可以通过一些中医的方法去干预，

如最简单的养心的食疗，可以多食红色食物，如红豆等，当然是天然的，而不是某种色素染成的。因据五

行归属，红色入心。

3．2有些疾病在两医还没有查到具体的器质性病变时，从中医的四诊角度已经认识到相关的问题时，

也可以同时预防。如以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为例，oP是指以低骨量及骨组织微结构退行性病变

为特征的一种全身性骨骼疾病，表现为骨量迅速丢失，而且骨折多发生在以骨松质为主的椎体、股骨上端及

桡骨远端，因此而引起多种并发症。在骨质疏松症人群出现病理性改变之前，就会出现一些功能性改变，如

腰膝酸软、下肢抽筋、足跟痛、活动不利、动作迟缓等症状，而这些功能性改变是现代检测技术如骨密度

在早期检测时很难发现的，如果在骨质疏松症人群出现病理性改变之前，就对其进行早期筛查，早期干预，

就可以截断这部分人群由功能性改变发展为病理性改变的过程，很大程度降低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

以上只是本人对中两医结合健康风险评估一点粗浅的认识，其中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总

结，实践，尤其是天人相应，五运六气方面的内容，若能熟练的掌握年之所加，气之盛衰，疾病之所起，

对每个人行个体化指导干预，则能对治未病作出相当大的贡献，更可以为社会节省大量的医疗资源。

对中医情志内伤疲劳病证辨治的思考

刘晓伟杨健彭树灵张真瑞

(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广州，510515)

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技术进步，人类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际关系复杂，心

理应激增加，使疲劳疾病疾病逐年上升，已成为世界医学界丞待解决的问题。疲劳疾病是指以心理、社会

因素为主要病因或诱冈弓l起的，以躯体病状为土要表现的一类疾病。单纯生物躯体医学不能完全认识和阐

释心身疾病，并尚缺乏有效的临床的诊断和治疗。因此，继承、发掘中医药学的优势，深入研究中医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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