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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Pattern element differentiation is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medicine. As the best way to unify
traditional pattern differentiation methods, it is favored in clinic.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re have been relevant explorations and
certain progr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pattern element differentiation in TCM ophthalmolog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essence and
connotation of pattern element differentiation,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stage progress of pattern element differentiation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of TCM ophthalmology, and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pattern element differentiation in TCM ophthalm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attern element differentiation in TCM ophthalmology should be made from four aspects: theoretical research,
clinical applicati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specifically puts forward specific research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pattern element differentiation in TCM ophthalmology and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CM ophthalmology
specialty pattern differenti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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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素辨证是具有中医特色的辨证方法袁具有统

一传统辨证方法尧融合各家思想的优势遥自朱文锋教

授提出野创立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冶 [1]以来袁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袁证素辨证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科

临床尧教学尧科研袁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遥中医眼科在

数千年的发展中袁形成了诸多具有专科特色的辨证

方法袁如五轮辨证尧八廓辨证尧内外障辨证等遥由于当

代眼科疾病谱的扩大袁传统眼科辨证方法均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遥近年来袁有学者提出将证素辨证引入中

医眼科辨证中袁探索证素辨证在中医眼科的运用[2]遥
本文针对证素辨证的实质与内涵做一阐述袁并对证

素辨证在中医眼科的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策略进行

分析尧探讨袁以期进一步推动证素辨证在中医眼科的

运用袁完善中医眼科专科辨证体系遥
1 证素辨证的实质与内涵

1.1 证素辨证的实质

证素辨证是中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袁经过近 20
余年的发展袁相关发文量已多达数千篇[3]遥 辨证论治

是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袁其中野辨证冶为首要遥证素辨

证将中医辨证的思维过程精炼地概括为野根据证

候袁辨别证素袁组成证名冶遥 临床上袁通过四诊采集各

种证候渊症状尧体征等冤袁其目的均为辨别证素遥 任何

复杂的证均由病位和病性证素组合而成遥 准确地辨

别证素袁便可抓住疾病当前的本质遥 因此袁证素辨证

的实质是一种以证素为核心的尧新的辨证方法袁可
以有效整合八纲辨证尧脏腑辨证尧六经辨证等多种传

统辨证方法袁可为临床灵活复杂地辨证袁找到执简驭

繁的要领袁使辨证更加规范袁更加符合临床实际遥
1.2 证素辨证的内涵

证素辨证具有丰富的内涵袁证候寅证素寅证名袁
既是辨证的原理尧辨证的规律袁也是辨证思维过程中

的 3 个层次尧3 个台阶尧3 个步骤袁三者缺一不可遥
野证冶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 [4]袁中医辨证具有多维复

杂性袁各证候与各证素间存在广泛的联系袁各证素间

又可以组合成无穷的证名遥 证候尧证素尧证名三者之

间袁构成了辨证体系的野三阶双网冶结构遥在证素辨证

中袁辨证候是基础袁辨证素是关键袁辨证名是目的袁三
者的关系是递进的尧有层次的袁统一于一个完整的体

系中遥
由朱文锋教授团队构建的证素辨证体系内容丰

富袁主要包括约 700 个证候的规范尧量化袁50 余项通

用证素的规范尧特征证候袁150 个常见证的诊断标准

及判别方法袁500 个规范证的证素及判别方法袁证候

映射证素的野证候辨证素冶量表袁证候映射常见证的

野证候辨常见证冶量表[5]遥 该体系实用性强袁可适用于

临床各科中医辨证袁尤其是内科尧妇科尧儿科遥本课题

组认为袁证素辨证在临床各科的运用袁要把握其实质

和内涵袁切实发挥证素辨证的优势袁使辨证更加贴合

临床各科的实际情况遥
2 证素辨证在中医眼科的研究现状

2.1 证素辨证运用于中医眼科取得的阶段性进展

证素辨证作为一种实用的辨证方法袁其所提倡

的辨证思维符合中医学思维方式袁适用于中医眼科

辨证遥目前袁证素辨证在中医眼科中的运用取得了阶

段性进展袁主要涉及理论研究尧临床运用尧文献研究

3 个方面遥
2.1.1 理论研究要要要眼科专科证素辨证体系的探索

证素辨证在中医眼科的理论研究围绕野构建眼

科专科证素辨证体系冶开展遥研究者借助证素辨证所

提倡的辨证思维模式袁结合中医眼科特色五轮辨证尧
八廓辨证尧内外障辨证等袁以期构建眼科专科证素辨

证体系遥 彭清华等[6]冲破大内科辨证体系的格局袁运
用辨证候寅证素寅证名的思维模式袁以眼科野五轮

学说冶为指导袁基本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眼科专科辨证

体系遥 李建超等[2]对中医眼科相关证素的历史沿革

进行分析袁探讨并归纳了中医眼科专科证素的内容袁
以期在现有眼科辨证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眼科专科证

素辨证体系遥 江运长等[7-8]则认为要发挥证素辨证理

论体系对眼科专科辨证的指导作用袁探讨了证素辨

证运用于眼底疾病的辨证遥 庄曾渊等[9]受证素辨证

的启发袁提出要对有代表性的眼底病的眼底症状和

微观指标的辨证意义进行分析袁并明确其对辨证的

权重袁以期建立以精尧气血尧津液辨证为主线的眼底

病病证结合辨证体系遥 李书楠等[10]提出构建以整体

观念为核心尧证素辨证为方法的中医眼科望诊体系袁
以期为中医眼科疾病的诊断尧辨证提供更加规范的

指导遥 同时袁该学者所在团队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为例袁探讨了应用系统工程的原理结合证素辨证的

方法袁构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医眼底望诊坐标的

可行性袁从而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诊断尧辨证提供

更为客观的依据[11-12]遥
2.1.2 临床运用要要要眼科疾病的中医规范化辨证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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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袁证素辨证在中医眼科的临床运用既涉及眼表疾

病渊如干眼尧睑板腺功能障碍尧结膜松弛症等冤袁又涉

及眼底疾病渊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尧视网膜静脉阻

塞等冤遥 研究者基于证素辨证所提倡的辨证思维模式袁
运用证素辨证的方法袁分析眼科疾病中医证候尧证
素尧证型的分布特点袁并探讨眼部症状尧体征等与中

医证素尧证型的相关性袁以期为疾病的规范化辨证和

临床用药提供参考遥 李书楠等[13]运用证素辨证的方

法袁归纳总结了 131 例干眼患者的中医证候尧证素特

点袁并根据其证候尧证素特点初步建立了干眼证候评

分表袁使干眼的中医辨证更加规范遥杨悦等[14]运用证

素辨证分析了 300 例睑板腺功能障碍患者的中医证

素特点袁以期为睑板腺功能障碍患者的中医辨证施

治提供更为有价值的指导遥 文杭等[15]分析了 250 例

结膜松弛症患者的中医证素尧证型分布特点袁探讨了

眼部症状与证素尧证型的相关性袁为结膜松弛症患者

的中医治疗提供了更有效的参考遥 赵芳[16]运用德尔

菲法制定了中重度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医

证素评定表袁研究了 223 例中重度非增殖期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患者的中医证素尧证型分布特点袁并探讨

了中医证素尧证型与眼底改变及 miRNA的相关性袁为
中重度非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野证冶的判定

提供了更客观的诊断依据遥左志琴等[17]依据叶证素辨

证学曳袁运用野WF 文锋-芋中医渊辅助冤诊疗系统冶规
范提取了深圳地区 97 例中青年视网膜静脉阻塞患

者的中医证素袁并对其证素分布进行了分析袁以期更

好地指导临床辨证施治遥 此外袁也有研究者将证素

辨证运用于眼视光疾病的研究遥 如胡平会[18]利用证

素辨证的方法袁分析了青壮年高度近视患者的中医

证素分布特点袁并探析了屈光度尧眼轴尧黄斑中心凹

下脉络膜厚度等临床指标和证素之间的相关性袁为
高度近视患者的中医辨证治疗提供了更客观的参考

依据遥
2.1.3 文献研究要要要眼科疾病的中医证候尧证素尧证
型分析 证素辨证具有广适应尧多用途的特点袁可用

于文献研究中眼科疾病中医证候尧证素尧证型的分

析遥 蒋鹏飞等[19]运用证素辨证的方法袁对眼科专科辨

证体系中眼底络脉病变的 12 个证型进行了中医证

素的分析袁研究显示袁其所得到的病位尧病性证素与

眼科专科辨证体系中的内容大致相同遥 此外袁蒋鹏

飞等[20]还通过文献研究袁将证素辨证和眼科专科辨

证体系相结合袁探讨了混合型青光眼的主要病位尧病

性证素特点袁总结了兼具证素辨证特色和眼科专科

辨证特色的 11 种混合型青光眼证型遥 李翔等[21]通过

文献研究袁分析了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中医证

候尧证型的分布特点袁并根据叶证素辨证学曳中证素的

计算方法提取了病位尧病性证素袁进一步分析了青光

眼患者的中医证素分布特点袁以期为原发性开角型

青光眼患者的规范化辨证论治提供参考遥 钟赛波[22]

通过知网尧万方尧维普等文献数据库收集了近 20 年

来有关青光眼渊五风内障冤辨证的文献资料袁运用频

次尧聚类尧关联分析等统计学方法研究了青光眼的证

素分布特点遥 熊萌等[23]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研

究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中医证型分布特点袁并
将规范后的中医证型按照病位尧病性证素进行拆

解袁进一步分析了其中医证素分布的特点袁以促进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规范化辨证遥
2.2 证素辨证在中医眼科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袁证素辨证在中医眼科的运用取得了阶段

性的进展袁但从现有的研究中袁也能发现一些问题遥
本课题组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遥
2.2.1 理论研究袁探讨有余袁眼科专科证素辨证体系

尚待建立 由前文所述可知袁学术界已有多名学者开

展了证素辨证运用于眼科专科辨证的理论研究袁并
针对眼科专科证素辨证体系的构建提出了许多可行

的思路尧方法遥 然而袁这些思路和方法袁尚未形成体

系袁也尚未开展有序尧系统的临床验证遥目前袁学术界

尚未形成眼科专科证素辨证体系专家共识或指南遥
缺乏共识或指南的指导袁使证素辨证在中医眼科的

临床运用进一步受限遥
2.2.2 临床运用袁广而不深袁中医眼科专科特色不明

显 证素辨证在中医眼科的临床运用袁使医者对疾

病当前的本质有更清晰的认识遥 医者通过对患者不

同病情阶段下中医证素的分析袁可以更加规范尧准确

地辨证袁从而为疾病的治疗更加灵活尧恰当地遣方用

药遥然而袁目前袁证素辨证在中医眼科的运用袁虽涉及

疾病广袁但有关中医眼科疾病的证候尧证素研究并不

深入袁中医眼科专科特色不明显遥中医眼科本身拥有

五轮辨证尧八廓辨证尧内外障辨证等特色的辨证方

法袁而多数研究者在运用证素辨证时袁未能将这些特

色的辨证方法相结合袁而是直接套用朱文锋教授证

素辨证体系的内容袁分析中医眼科疾病证候尧证素尧
证型特点袁且大多数研究为单中心的小样本试验袁所
得研究结果不能充分体现中医眼科专科特色袁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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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临床情况不相符遥外眼的症状尧体征渊如流泪尧
白睛红赤尧胞睑肿胀等冤和内眼的症状尧体征渊如视网

膜出血尧渗出尧水肿等冤具有特征性袁对疾病的辨证具

有重要意义遥 目前袁在中医眼科疾病的证素辨证研

究中袁多数研究者着眼于全身性症状尧体征的分析袁
而对外眼和内眼症状尧体征的分析不足袁尤其是眼底

疾病内眼的症状尧体征遥此外袁疾病的很多眼部症状尧
体征对中医证素的权重尚不明确袁使当前眼科疾病

中医证素研究的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遥
2.2.3 文献研究袁范围尧方式单一袁缺乏系统梳理与

分析 从目前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分析袁研究者通

常通过文献数据库有目的地检索相关论文袁运用证

素辨证的方法尧思维袁统计某疾病证候尧证素尧证型出

现的频次袁并分析其病位尧病性证素的分布特点袁以
期对疾病的规范化辨证提供参考遥 从中可以看出袁
证素辨证在眼科文献研究上存在研究范围尧方式单

一的问题袁多数研究仅从现有文献数据库中提取相

关信息进行简单的频数统计袁对眼科疾病证候尧证素尧
证型的研究缺乏系统梳理与总结遥
3 证素辨证在中医眼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研

究策略

证素辨证发展至今袁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和认可遥
本课题组认为袁要进一步发挥证素辨证在中医眼科

的运用价值袁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要从理论研究尧临
床运用尧文献研究尧数字化发展 4 个方面开展遥 针对

这 4 个方面袁本课题组提出以下研究策略袁以供同道

参考遥
3.1 深化理论研究袁形成眼科专科证素辨证体系专

家共识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袁朱文锋教授就提出要建

立和完善专科辨证遥 朱文锋教授认为袁专科辨证是

在辨证论治基本思想的指导下袁实现专科辨证在形

式尧内容上的具体化曰专科辨证在形式上袁要大力突

破内科辨证体系格局的局限袁实现分专科的辨证模

式袁在内容上袁辨证要素渊病位尧病性证素冤要有各专

科的临床特色[24]遥
眼科专科证素辨证体系的建设是专科辨证研究

的重要探索遥 目前袁在眼科专科证素辨证体系的建

设中袁将朱文锋教授的证素辨证体系和眼科传统特

色辨证有效整合袁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袁已在

学术界达成共识遥当前的研究重心需要中医眼科学尧

中医诊断学等领域专家凝心聚力袁深化理论研究袁进
一步通过临床调研尧文献分析等方法袁规范中医眼科

疾病常见证候渊症状尧体征等冤袁归纳总结中医眼科疾

病常见病位证素尧病性证素袁建立中医眼科疾病常见

证候尧证素数据库袁运用数据统计分析尧信息挖掘技

术和人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初步明确各证候对各证

素尧证型的诊断贡献度袁研制眼科疾病野证候辨证素

量表冶和野证候辨常见证量表冶袁初步形成眼科专科证

素辨证体系专家共识袁以指导临床遥
3.2 开展临床研究袁构建典型眼科疾病证素辨证临

床运用模式

证素辨证在眼科疾病的临床运用要以某个或某

几个典型眼科疾病为切入点袁开展多中心尧大样本的

临床研究袁构建典型眼科疾病证素辨证临床运用模

式袁突出中医眼科专科特色遥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为

例袁首先袁通过文献研究结合专家咨询的方法袁制定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临床信息采集表渊该采集表

兼具全身性和眼部的症状尧体征及相关生化指标等冤遥
然后袁依据学术界公认的有关中医证候规范化表达

的文件袁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中医证候进行

规范遥 最后袁借助数据统计分析尧信息挖掘技术和人

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袁从中找出潜在的辨证规律袁提
取证素特征袁合理确定各证候对各证素判定的权

重遥 明确证素后袁即可根据应证组合规律袁做出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证型判断遥 在典型眼科疾病证

素辨证临床运用模式初步形成后袁通过广泛征求同

行意见袁整理单病种证素和组合规律袁不断进行临床

验证袁再由单病种研究推广至同一类疾病的研究遥
3.3 完善文献研究的范围和方式袁梳理眼科疾病中

医证候尧证素尧证型特征

证素辨证运用于文献研究中眼科疾病中医证

候尧证素尧证型的分析袁不能局限于从现有文献数据

库中获取相关资料做简单的统计分析袁要进一步扩

大研究的范围袁采用多种数据分析的方式袁进行系统

的梳理与归纳遥 中医眼科经典医籍和古今名医名家

医案中拥有许多眼科疾病的中医证候尧证素尧证型

信息袁研究者要善于运用证素辨证的方法尧思维袁借
助数据挖掘技术袁如聚类分析尧因子分析尧关联规则

分析等袁系统梳理经典医籍尧医案中眼科疾病中医

证候尧证素尧证型特征袁为眼科专科证素辨证体系的

理论研究和临床运用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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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眼科专科证素辨证的数字化发展道路

数字化是中医药迈向信息时代的桥梁[25]袁是眼

科专科证素辨证体系建设的趋势遥 证素辨证实现了

中医学与数学尧计算机学等学科的交叉[26]遥在证素辨

证研究之初袁研究者便考虑了中医辨证的人工智能

诊断袁并成功研制了野WF 文锋-芋中医渊辅助冤诊疗

系统冶袁实现了智能辨证遥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袁证素

辨证在中医眼科中的运用离不开数字化发展方向遥
目前袁有研究者提出袁将眼科专科辨证体系与数字中

医药相结合袁创建独具眼科特色的数字化诊疗模式[27]遥
也有研究者以干眼为例袁将野序参量冶思想引入证素

辨证中袁构建基于人体主观尧客观实测数据的证素序

参量模型袁探索干眼证素辨证数字化发展道路[28]遥未

来袁眼科专科证素辨证体系的建设要与大数据相结

合袁充分借助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等袁通
过多学科交叉合作袁研发具有中医眼科专科特色的

数字辨证仪袁实现眼科疾病临床智能辨证遥
4 结语

证素辨证是中医辨证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袁为中

医辨证提供了执简驭繁的方法遥 眼科专科证素辨证

体系的构建袁不仅可以使眼科临床辨证更具体尧准
确袁而且可以为其他临床各科专科辨证体系的建设

提供参考袁同时袁也促进了中医辨证学在当代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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