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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叶内经曳始袁在祖国医学的发展中袁病尧症尧
证都贯穿始终袁其个中要义袁至今多有论述袁实
为中医学的精髓袁 其中辨证论治确立了证的核

心地位遥 无论身患何病袁无论有何不适袁如要施

治袁首要辨证袁再依证制定治法治则袁遂遣方用

药袁 如此构建了中医学不同于西医学以诊病为

先的诊疗理念袁即病虽有千变万化袁而辨证论治

始终如一是中医基本特征遥 传统的中医辨证有

八纲辨证尧脏腑辨证尧六经辨证尧卫气营血辨证尧
三焦辨证尧 三因辨证尧 经络辨证等多种辨证方

法袁在其发展过程中袁极大的丰富中医学辨证论

治的内容和精髓遥 在诊疗的过程中袁医者首先要

选择适宜的辨证方法袁 有时还需要多种辨证方

法相结合袁因此袁给医者在临床上进行精准辨证

带来了难度袁 要想实现一致的治疗方法也就变

得不可能袁治疗效果自然就有了差异遥 如何找到

一种避繁就简袁易于操作袁并形成共识袁甚至与

现代自然科技相结合袁 能够被现有的数理统计

所设计挖掘袁 发现其中规律的辨证方法就尤为

重要遥 证素辨证就是遵循中医的基本理论袁综合

各种辨证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袁 通过综合统一

的一种辨证方法袁大大简化了临床辨证袁提高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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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辨证的准确度遥本文拟就近年来有关证素及证

素辨证的研究概况综述如下遥
1 证素基本概念的提出尧内容尧特征及发展

1.1 证素及证素辩证的提出及内容

早在 1984 年朱文锋 [1]就首先提出建立统一辨

证体系的设想遥 朱文锋[2]指出中医辨证是根据病情

表现袁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袁辨别疾病当前证候的性

质和部位袁根据病位和病性的不同而概括为完整证

名的过程遥 1996 年袁黄惠勇等[3]再次提出需要结合中

医学经典的辨证方法袁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规范辨

证的统一体系袁才能真正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遥 到

2002 年袁朱文锋等[4]通过对原有辨证八法的研究袁列
出辨证八法关系图袁分析其中隐含的辨证原理袁认识

到野辨证冶的关键袁就是要确定疾病患者就诊当前阶

段的病位与病性等辨证要素, 这是形成辨证统一新

体系的基础遥 具体提出辨证要素并加以归纳, 主要

包括共性病位证素 19 项院心尧神渊脑冤尧肺尧脾尧肝尧肾尧
胃尧胆尧小肠尧大肠尧膀胱尧胞宫尧胸隔渊上焦冤尧下焦渊少
腹冤尧表尧半表半里尧经络尧肌肤渊皮肤尧肌肉冤尧筋骨渊关
节冤遥 病性证素 31 项院渊外冤风尧寒尧暑尧湿尧渊外冤燥尧火
渊热冤尧痰尧饮尧水停尧虫积尧食积尧脓尧气滞尧气闭尧血瘀尧
血热尧血寒尧气虚尧气陷尧气不固尧气脱尧血虚尧阴虚尧亡
阴尧阳虚尧亡阳尧精渊髓冤亏尧津渊液冤伤尧阳浮尧阳亢尧动
渊内冤风遥 从而使辨证要素术语统一袁概念内涵清楚袁
理论层次明确袁表述严密袁对增强辨证的准确性尧规
范性袁 提高临床辨证诊断水平袁 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2004 年朱文锋教授提出创立以证素为核心的新的

辨证体系要要要野证素辨证冶体系[5]遥
1.2 证素的定义及特征

2005 年明确定义野证素冶袁即辨证的基本要素遥
野证素冶是通过对野证候冶(症状尧体征等病理信息)的
辨识, 而确定的病位和病性, 是构成野证名冶的基本

要素遥 并指出其有八大基本特征院渊1冤证素是根据证

候而辨识的病变本质曰渊2冤证素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

病位和病性曰渊3冤证素的内容是据中医学理论而确定

的曰(4)证素是构成证名的要素曰(5)病性证素是对正

邪相争的本质概括曰(6)证素为具体诊断单元而非分

类纲领曰(7)证素有一定的组合规则曰(8)某些证素间

可有重叠涵盖关系[6]遥 并进一步对病位证素的特征

及辨别病性证素的意义和方法加以论述[7-8]遥
1.3 证素的发展

证素从概念的提出尧 证素的内容及特征进行定

义以后袁得到了中医界认可和迅速的发展遥 王永炎等[9]

提出证素和证素靶位的提取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从而

标志证素及证素辨证被中医药界学者广泛接受并认

可遥 严石林等[10]提出构建新的证素辨证方法袁从病

位尧病因尧病性尧病势中医证概念的原创思维出发对

辨证要素进行分类袁 以中医教材已被大家公认的症

状体征为准袁制定各种证素的判断指标袁结合半定量

积分的方法袁计算证素分值袁然后进行证素归类袁最
后做出证名诊断遥
2 证素与证候要素

证素是由朱文锋提出并定义为辨证的基本要

素袁包括病位证素和病性证素袁具有八大基本特征袁
并藉此创立证素辨证体系遥 王永炎等则指出证素和

证素靶位的提取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张启明等[11]认为

证候要素具有以下 3 方面的特性院 组成证候的最小

单元曰 每一证候要素都有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异性

症状曰 临床所见的所有证候都可由证候要素组合而

成遥 薄敏敏[12]认为院野证素冶就是野证候要素冶的简称袁
是证候辨识的病变本质, 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性

与病位袁 除此还有辨证要素, 是指确定某一证型或

者野证素冶的主要证候袁两者存在差别遥相反的观点认

为院证候要素为证候因素袁当时共规定了 29 个证候

因素袁认为可对疾病出现的证候进行简化分解袁使用

时再实行组合袁所有因素均为病性属性袁并无位置属

性咱13暂遥 后来袁野证候因素冶修改为了野证候要素冶咱14暂袁又
提出了野证候靶点冶的概念( 着眼于病位袁即证候要

素作用的靶点)遥 梁昊等咱15暂则认为证素与证候要素袁
源于同一理论尧同一标准袁但绝非同一概念遥 二者在

基本定义尧 病证结合尧 应证组合三方面存在一定分

歧遥
3 证素研究常用数字化分析方法

3.1 现有证素研究的数理统计方法及研究领域

自引入证素的概念后袁 对中医学的研究逐步趋

向客观化袁证素相关的研究也层出不穷袁尤其现代计

算机辅助的数理统计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更为广泛袁
对中医学标准化尧规范化尧国际化起到积极的作用遥
有学者提出建立数字化中医药系统袁 用数字化技术

手段完整重现与认识中医药咱16暂遥 常用的数字化分析

方法主要有院贝叶斯网络尧双层频权剪叉算法尧评定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圆园16 年第 36 卷4



量表法尧减权法尧粗糙集理论尧D-S 证据理论尧关联

规则尧聚类分析尧因子分析和复杂网络技术尧神经网

络尧构建有向图数学表达模型遥 证素研究的范围包

括文献尧期刊研究袁名老中医辨治经验研究袁结合现

代医学的临床研究 3 个方面遥
3.2 证素相关的数字化文献研究

通过对期刊文献进行收集整理袁结合数据挖掘

技术可以对某类疾病的主要症状尧相关证素尧治则治

法尧遣方用药进行总结研究袁发现其中的规律遥 陈欣

然[17]通过对近 15 年来国内期刊刊载的中医药治疗

反流性食管炎的文献进行搜集整理袁结合数据挖掘

技术对证候要素尧证候靶点尧症状及遣方用药规律进

行分析袁常见证型归纳为:肝胃不和证尧肝胃郁热证尧
气郁痰阻证尧脾胃湿热证尧脾虚痰湿证尧痰热互结证尧
气滞血瘀证 7 类遥 以清热药尧化湿药尧理气药尧温里

药尧消食药尧化痰止咳降逆药为主要用药袁得到了瓜

萎尧沙参尧积实尧蒲公英尧丹参等 7 组常见证型的用药

配伍曰并发现了红藤和黄芪尧升麻和当归尧牡丹皮和

泽泻 3 组新药对遥从常见证型和主要用药规律来看袁
两者之间并无对应关系遥 向茗[18]通过对 2004-2014
年间袁国内外期刊收载的中医药证治 2 型糖尿病的

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袁运用频数统计尧聚类分析尧
关联规则等数据挖掘技术发现院神疲乏力尧头晕尧渴
欲饮冷是 2 型糖尿病最为常见的症状袁脉象主要以

细脉为主袁舌象主要以舌淡为主遥 常见的肢体肌肤

麻木尧舌暗红尧脉涩等 6 类证候群遥 常见的证素院病
位主要在肝尧肾尧脾尧心尧胃曰病性主要是阴虚尧气虚尧
湿尧热[火]尧阳虚尧血虚尧痰尧气滞尧阳亢尧血瘀遥 证素组

合规律为院渊1冤肾尧气虚尧阳虚尧血虚曰渊2冤阴虚尧热曰渊3冤
肝袁心袁阳亢曰渊4冤胃袁气滞曰渊5冤脾尧湿尧痰曰渊6冤血瘀遥
常见的红花尧桃仁尧赤芍尧川芍尧当归尧鸡血藤尧柴胡尧
枳壳尧郁金尧白芍等 6 组药物群曰发现黄芪与倦怠乏

力等的多组药症关系遥
3.3 基于数据挖掘对专病专治及名老中医用药规

律进行证素研究

基于数据挖掘对专病中医证治规律的研究及名

老中医对专病用药规律进行研究袁使辨证变得简单尧
规范尧标准尧可重复性强袁发现不同时期疾病中医证

型特点与规律袁 发现相应的治疗规则及用药规律遥
杜建超咱19暂对 325 例符合标准的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纹

痛患者证素及用药规律利用 excel 及 liquorice 软件

进行数据挖分析袁发现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纹痛的证

素以血瘀尧气虚尧痰浊尧阴虚最为常见袁证素常相互组

合发病曰治疗以补气尧活血尧祛痰尧养阴为主袁随证佐

以理气尧温阳尧清热尧利水等法遥 李金洋等[20]通过对王

行宽教授诊 267 份治胸痹心痛医案运用 Weka3.6
软件对证候尧证素尧病机尧治法尧药味等进行描述性统

计,采用 Apriori 算法对主要病机寅治法进行关联规

则分析遥 发现证候包括胸闷(痛)尧心悸尧气短尧舌淡

(黯)红等曰证素辨证以肝尧心为主袁尚有血瘀尧痰尧气
郁尧热等曰病机关键为肝心失调袁包括肝木失疏尧心络

瘀阻等曰治疗原则为肝心同治袁治野肝冶以疏肝木为

主袁治野心冶包括通络尧化痰瘀尧宁心尧益气营等曰主要

病机与治法的关联置信度均逸0.50袁 其中肝心失调

与肝心并治关联置信度为 0.71袁用药讲究通补兼施,
野通冶予丹参尧薤白尧三七尧柴胡等袁野补冶予白参尧麦冬尧
白芍尧茯神尧炙远志等遥揭示其治疗胸痹心痛野心痛治

肝尧肝心同治尧通补兼施冶的临症辨治精髓遥
4 舌象与证素关系的研究

舌象主要有舌色尧舌形尧舌的部位几个内容遥 有

关舌象与证素关系的研究的文献共收集到 28 篇袁其
中 27 篇均来源于戴芳[21]尧唐亚平[22]等领导的同一研

究团队袁约占文献资料的 96.4%遥该研究团队主要研

究了淡白舌尧淡红舌尧红舌尧青舌尧紫舌尧胖大舌尧裂纹

舌与病位尧病性证素之间的关系曰黄苔尧白苔尧腻苔尧
薄苔尧剥落苔尧燥苔与病位尧病性证素的关系曰还研究

了舌尖与脏腑之间的关系曰阴虚尧血瘀以及肺与证素

的关系遥
4.1 舌色及舌形与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

淡白舌与病位证素脾尧肾的关系较为密切袁与病

性证素阳虚尧血虚尧气虚的关系最为密切袁与湿之间

亦有一定的密切关系遥淡红舌与病位证素脾尧胃尧肝尧
肾的关系较为密切袁与病性证素气虚尧气滞尧湿尧痰的

关系较为密切遥红舌与病位证素肝的关系较为密切袁
与病性证素热尧阴虚关系密切遥 青舌与病位证素心尧
脾关系密切袁与病性证素血瘀尧寒尧气滞关系较为密

切遥紫舌与病位证素心尧肝尧肺的关系较为密切袁与病

性证素血瘀尧气滞的关系最为密切遥胖大舌与病位证

素脾尧肾的关系最为密切袁与病性证素阳虚尧水停的

关系较为密切遥裂纹舌与病性证素阴虚尧热的关系较

为密切袁与湿尧血虚及气虚也有一定的相关性遥
4.2 舌苔与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

腻苔与病位证素脾尧肺尧肝尧胃等病位证素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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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较为密切袁其中与脾尧肺的关系尤为密切袁与病性

证素湿尧痰尧热的关系较为密切袁其中与湿尧痰的关系

尤为密切遥 白苔与病位证素脾尧肾的关系较为密切袁
与病性证素阳虚尧 寒的关系较为密切, 同时与湿尧
痰尧气虚等病性证素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遥 黄苔与

病位证素肝尧肺尧胃的关系较为密切袁与病性证素热

的关系最为密切袁与湿尧痰尧阴虚也有较为密切的关

系遥 薄苔与病位证素肝尧脾尧肾尧表的关系较为密切袁
与里证的密切关系值得注意遥剥落苔与病位证素肝尧
肾尧肺尧胃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袁与病性证素阴虚的关

系最为密切袁与气虚尧血虚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遥 燥

苔与病性证素热尧阴虚及津(液)伤的关系最为密切袁
与湿尧痰尧血瘀等亦有一定的关系遥
4.3 舌象与证素相关的其他研究

舌尖与病位证素心尧肺的关系较为密切袁舌尖主

心肺的理论有一定的实际临床意义遥 瘀斑瘀点舌尧
紫舌对血瘀诊断的意义很大, 但在血瘀病例中出现

频率并不高遥 阴虚与红舌尧黄苔的关系最为密切袁与
剥落苔尧燥苔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遥 肺与黄苔尧红舌

及腻苔的关系较为密切遥 朱镇华等[23]运用双层频权

剪叉法对常见舌象研究其诊断权值院舌有斑点对于

血瘀 25.59袁舌紫黯对于血瘀 24.48袁舌苔腻对于湿

23.61尧对于痰 18.77袁舌淡对于血虚 19.29袁舌苔黄对

于热 18.96袁舌赤对于热 17.85袁均具很强的诊断价

值袁苔黄对于湿的诊断权值有 13.04袁舌赤对于湿的

诊断权值有 12.05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所有的有关舌象

与证素关系的研究均有朱文锋教授的参与袁说明其

证素学说对中医重要证候舌象诊断学发展的影响袁
所有研究不仅证实了原有中医诊断学舌象与对临床

诊断的指导价值及契合度袁也发现了一些原有中医

诊断学中没有的信息袁如舌象与病位证素之间的关

系袁舌象与湿尧痰尧阴虚之间密切的关系等袁都对舌象

诊断学发展及临床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遥
5 证素相关实验研究

有关证素实验研究的文献较少袁明荷[24]研究胸

痹心血瘀阻证大鼠的证素特征袁发现心血瘀阻证组

心电图 J 点位移变化袁 心肌组织经 HBFP 特殊染

色后心血瘀阻证组心肌细胞大面积呈深红色改变,
并有炎细胞浸润袁 心血瘀阻证组有 N0 的降低袁ET
明显增高袁心血瘀阻证组血液流变学全血粘度的高

切尧中切尧低切尧血浆粘度各项指标显著性升高遥 揭

示心血瘀阻证的病位证素为心脉, 病性证素为血

瘀,既有全身血瘀的表现袁也有心脏本身心肌细胞

缺血缺氧的病理改变遥 李文杰 [25]以肿瘤坏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袁TNF)-a 诱导类风湿关节炎

(rheumatoid arthritis袁RA) 成 纤 维 样 滑 膜 细 胞

(MH7A)袁构建 RA 细胞模型袁再用治疗 RA 的经典

药物甲氨蝶吟(<MTX)及盐酸青藤碱(SIN)分别作用

于 MH7A 细胞袁 以 Western blotting 的方法检测不

同浓度 MTX 及 SIN 对血瘀标志物血栓素合酶

(thromboxane synthase袁TxAS) 和细胞增殖与迁移标

志物 a 辅肌动蛋白-1(a-actinin-1袁ACTNl)表达的影

响遥结果显示院MTX 及 SIN 均能抑制 TxAS尧ACTN1尧
COX-2 的表达曰COX-2尧ACTN1 及血瘀生物标志物

TxAS 在 TNF-诱导模型组里的表达均高于对照组曰
TxAS尧ACTN1尧COX-2 的表达趋势具有一致性遥 并

选取 RA 临床常见 3 个中医证型(湿热痹阻尧寒湿痹

阻尧 肝肾不足) 患者的关节滑膜组织袁 以 Western
blotting 的方法检测 TxAS尧ACTN1 蛋白在 RA 不同

证型滑膜中表达的差异遥 结果显示袁TxAS 和 ACTN1
在寒湿痹阻证和肝肾不足证高表达袁 且它们的表达

趋势一致遥
6 证素的临床研究

自证素概念被引入后袁 随着对证素及证素辨证

的熟识度逐渐增多遥关于证素的研究逐渐增多袁尤其

有关证素的临床研究更是广泛开展袁 理论性的研究

涉及到方剂主证袁具体的脏腑如脾尧肺尧肝尧肾病尧腑
病证素研究袁痰证尧血瘀尧气虚尧血虚等证素的研究袁
专科证素研究等遥临床研究涉及到临床各种疾病袁不
仅涉及到内尧外尧妇尧儿常见病多发病袁还广泛涉及到

诸如鼻咽癌放疗术后尧勃起功能障碍尧带状疱疹尧毒
品成瘾强制戒毒及戒毒后尧黄褐斑尧绝经期后骨质疏

松尧大骨节病尧寻常痤疮尧HIV 感染者尧患者尧携带者

等小科尧非常见疾病袁还有诸如甲型 H1N1 流感等流

行病尧血流感染感染性疾病与证素的研究遥不仅有咳

嗽尧偏头痛尧腰痛尧不寐尧失眠等症状证素的研究袁更
多的是关于某一具体疾病的证素相关研究袁 还涉及

到肿瘤尧放化疗后尧手术后及围手术期的研究遥 有名

老中医治疗专病的证素辨证规律的研究袁 有涉及到

现代化检测指标的有关疾病与证素的研究尧 微观证

素辨证研究遥 还有有关中医体质尧中医健康管理尧生
活质量与证素相关的研究遥 还有很多地方区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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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袁涉及地域包括福州尧广东尧山西尧新疆尧长沙甚

至台湾等地区遥
6.1 有关名老中医对某病辨治规律的研究

如赵瑞成等咱26暂以张崇泉教授治疗缺血性中风恢

复期所用单味中药为基础袁野以药物测证素冶形成不

同的证素袁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

证素的组化规律尧采用相关分析研究证素组化结果

与症状尧药物的关系遥 经过统计分析及张崇泉教授

亲自校正袁得到了张崇泉教授治疗缺血性中风恢复

期最常见的气虚血瘀袁脾胃虚弱曰气虚血瘀袁肝风上

扰袁风邪痹阻曰脾肾亏虚袁痰瘀阻络曰肝肾亏虚袁风阳

上扰袁心神不宁曰肝肾亏虚袁肝风上扰袁瘀血阻络 5 种

证型和相应的症状尧体征以及用药规律遥
6.2 研究最多的常见病与证素关系的研究

如张望之等[27]选取 200 例 2 型糖尿病早期肾损

害患者袁采用证素辨证方法分析 2 型糖尿病早期肾

损害患者中医病位尧病性证素分布规律特点遥 结果

发现病位证素权值肾的证素积分最高袁其次为脾和

经络曰实性病性证素主要为痰尧血瘀尧湿袁其比率为

痰跃血瘀跃湿遥 虚性病性证素主要为阴虚尧气虚和阳

虚袁其比率为阴虚跃气虚跃阳虚遥 证素分布院肾病中阴

虚证素积分最高袁脾病中气虚证素积分最高袁经络证

素中血瘀积分最高遥 故认为肾尧脾尧经络是 2 型糖尿

病早期肾损害的主要病位曰本病虚证以阴虚尧气虚和

阳虚偏重袁实证以痰尧血瘀尧湿偏重曰临床多见肾阴虚

证尧脾气虚证及瘀血阻络证等证型遥
6.3 涉及现代检验指标与证素相关性的研究

如石志平等咱28暂收集 212 例早期乙型肝炎肝硬化

患者四诊信息资料袁 应用酶联免疫试剂盒渊ELISA冤
分析福州地区早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肝纤维化指

标层粘连蛋白渊LN冤尧芋型前胶原渊HPC-芋冤尧郁型胶

原渊COV-郁冤尧透明质酸渊HA冤水平与其病性证素湿尧
热的关系遥 结果发现院早期乙肝肝硬化湿热证的主

要兼夹病位证素在肝尧脾袁其次为胆尧胃尧肾遥 芋型前

胶原渊HPC-芋冤含量与湿尧热证素积分均呈正相关遥
故认为湿热是早期乙肝肝硬化的主要病理性质袁随
着湿热程度的加重及其兼夹病性和病位的变化袁其
肝纤维化程度也相应加重遥 又如宋晓龙等[29]认为胸

痹心痛病中医病性证素分布与冠状动脉 CTA 结果

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遥
6.4 涉及病原体的微观证素研究

张倩等[30]选择 100 例符合诊断标准的幽门螺杆

菌相关性胃炎患者袁根据胃镜报告袁统计病性尧病位

证素出现的频数尧频率袁病性与病位相结合袁得出常

见证型遥 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病位证素以胃窦

最为多见曰病性证素主要涉及热尧湿尧痰瘀尧虚尧瘀血曰
常见证型有院胃热证尧痰瘀阻胃证尧湿热蕴胃证尧胃虚

证尧湿困胃证尧瘀阻胃络证遥 通过微观辨证指导临床

治疗上应以清热利湿尧活血化瘀尧化痰散结尧健脾益

气等为基本大法遥
6.5 地域性的证素相关研究

如伊凡等[31]对 100 例酒精性胃炎患者的中医症

状尧 中医证型和证素分布情况进行横断面调查研究

发现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酒精性胃炎患者病性

证素主要为阴虚尧气虚尧阳虚袁病位证素主要集中在

肝尧胆尧脾尧胃遥 中医证型排名第一位的是胃阴亏虚

证遥 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酒精性胃炎基本病

因病机为胃阴亏虚遥
7 对证素及证素辨证的思考

证素及证素辨证体系的引入袁 不仅使中医诊断

变得客观尧规范尧标准袁而且可以实现中医的精准化

诊断及治疗袁与现代检验指标相结合袁还能够应用现

代数理统计方法对其进行挖掘研究袁 探索期分布规

律并发现隐含规律袁进一步指导临床治疗袁提高临床

疗效遥
从证素的提出到现在袁不到 20 年的时间袁证素及

证素辨证不仅被人们认可和接受袁 而且广泛应用于

文献研究尧名老中医经验研究尧各科的各种疾病的临

床研究等各个领域袁 足以见得其真正的价值及生命

力[32]遥 究其原因袁证素辨证是对其他原有各种辨证方

法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袁 并摆脱了原有辩证法受古代

哲学思想的圆囿与束缚袁 不仅很好的体现了中医辨

证论治的精髓袁还有利于对其进行规范和统一遥应用

现代数理统计方法加以研究袁挖掘并探寻证尧治之间

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势在必行遥
有关证素和证候要素的概念差异的问题遥 证素

与证候要素究其本质实属一类袁 与其说是学术争鸣

不如说是不同流派各自提法不一而已遥 证候要素实

为证候因素袁均为病性属性袁并无位置属性遥 为了补

充病位属性的缺乏袁又提出了野证候靶点冶的概念遥综
合两点袁 体现病性属性的证候要素+病位属性的证

候靶点袁即等于囊括病性和病位属性的证素的内容遥
因此袁为了便于理解和掌握袁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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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定遥
对于证素研究的数理统计方法的思考遥 目前应

用于证素研究的数理统计方法各种各样袁各有优劣袁
对其统计方法的选择多由研究者对统计方法的掌握

熟练情况来决定的袁并非都切合袁因此有必要对各种

统计方法进行筛选袁选择一种统一的袁适合的证素研

究数据处理方法袁甚至有必要创建一种新的数据统

计方法遥
建立统一规范的证素研究方法及机构遥 目前有

关证素的研究方法涉及的范围多样而杂乱袁各自为

阵袁缺乏权威性和可信度袁因此对临床的指导意义有

限遥 因此建立有关证素的全国统一尧规范化研究势

在必行遥 首先需要在朱文锋教授精简的 50 项基本

证素基础上袁对中医学所有证素进一步订正并加以

规范曰 其次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有统一指导的尧
有共识的证素合作研究机构袁并参照基因组计划分

工合作曰最后拟定证素研究规范袁并对重新确定的

所有证素逐一进行规范化尧一致性研究并加以在临

床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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