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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检验的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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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现今的疾病诊断和相应的健康管理与临床治疗中，中医检验都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来源作

用。其表现形式独特，不仅在标本采集、送检及报告内容方面，更在实验方法和临床应用上都与西医检验完

全不同，具有明显特征。为更好地将中医检验应用于临床，发挥其在疾病诊断中的作用，本文从中医检验技

术、检验指标的中医临床应用等方面对中医检验的学术发展进行综述，并提出问题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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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atory te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n major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disease 

diagnosis, health management and clinical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laboratory test of Western medicine, laboratory 

test of TCM has its notable features in specimens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contents of the report, assay method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apply TCM laboratory test to the clinic and play its role in disease diagnosi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progress of laboratory test of TCM from the aspects of TCM test technology,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ndexes in TCM, etc., and rais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laboratory test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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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瑰宝，中医

检验一方面属于中医临床工作的必要组成内容，能

够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医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可以划

分到不同类别，如中医药学和检验医学都在其中扮

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国内已相继成立了

40 多个国家级和省级中医检验学术组织。中医尿液

检验（尿检）、中医痰液检验（痰检）、中药细菌体外药

敏试验方法、舌苔脱落细胞检查等中医检验技术以

及检验指标微观辨证、中药对检验结果的干扰和影

响、中医检验实验研究等内容，启发了中医检验工作

者的思路，促进了中医检验学术工作的开展。

1 中医检验技术 

 中医检验技术随着中医理论的不断发展而逐渐

延伸，如标本的采集、相关检测、观察、报告以及临床

应用都是中医检验的重要内容。中医学拥有与西医

学完全不同的理论概念，当对患者进行诊断时，中医

依据其体系逐步分析，最终获得一定的诊疗和临床信

息，与西医大不相同。因而，传统中医体系在诊断中

属于信息处理器，能对病情进行不同程度的分析［1］。

 中医尿检与西医在标本采集、送检、操作方法、

目测外观、内容报告等方面有明显不同的特征。由于

中医和西医尿检的具体操作有一定差别，根据尿液外

观进行判断的可靠性较差［2］。为提高中医尿检的可

靠性，使结果在临床中更具有说服力，中医检验相关

学术组织的专家撰写了《中医尿液检验专家共识》［3］。

将中医尿检专家共识合理运用于中医临床实践，有助

于提高检验报告的质量，增加可靠性。

 在痰检方面，西医认为痰是由多种成分组成的

物质，其液体成分是由上皮细胞作用于离子和水形

成的，涉及到转运等相关过程，痰液中的大分子是血

液渗漏和细胞分泌的结果。中医认为，痰有物质、病

因、病机、证候等多个层次的内涵，同一个“痰”字在

不同时代、不同典籍中表达的内容不一定相同，在成

因、性状、质地以及病程、相关病症、治法特点等方

面有其独特内涵。中医痰检与西医相比有显著特点，

它在中医的临床诊断和治疗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属于不可或缺的信息。中医检验学术组织的专家制

定了《中医痰液检验专家共识》［4］，总结了中医痰检

的有关科学证据，此外还对痰检过程中具有中医特

点的技术操作提出要求，具有普适性、推广性和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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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特点，便于临床实验室人员掌握和应用，有助于

提高中医痰检报告的质量。

2 检验指标的中医临床应用 

 医学检验技术是中医临床工作不断发展的保证，

检验医学与中医学分属两个医学体系，但目的相同，

彼此互补，协同发展［5-6］。检验医学属于微观层面，实

验有完全定量的特点，与中医学宏观、依靠经验、快

速定性的特征互补；检验医学能够在早期发现疾病

特征，并进行多位点的动态判断，又与中医学的提前

诊治、恒动、整体理念一致［7-8］。目前在中医临床实

际工作中，辨病方面，根据医学指标进行判断，在辨证

方面，检验指标在对症状的微观分类和判断中有独特

潜力［9］。临床诊疗中，传统中医学多进行主观分析，

缺乏客观性，筛选中医药治疗过程中合适的敏感检验

指标，能使中医疗效更具有客观性，有助于将检验项

目应用于临床指南和路径中［1-2，10］。

 血瘀证作为业内已达成共识的中医常见证候，

是冠心病最重要的证候类型，老年人更易发生。中

医辨证有助于冠心病的治疗，通过中医对冠心病的

证候进行判断，将其与检验医学指标建立相关性，同

时应用指标对血瘀证进行辅助诊断，可为中医临床

辨证论治提供准确的客观依据和实验室指标［11-12］。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发布的《老年冠心病血瘀证检验

指标临床应用指南》［13］中规定了老年冠心病血瘀证

检验指标的选择范围和应用方法。该标准将老年冠

心病血瘀证相关指标分为主要指标和次要指标，其

中主要指标包括：①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异常、

凝血酶原时间异常或抗凝血酶Ⅲ降低；② D- 二聚

体升高；③ B 型脑钠肽或 N 末端脑钠肽前体升高；

④ 肌钙蛋白 T 或肌钙蛋白Ⅰ呈上升趋势；⑤ 三酰

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或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次要指标主要包括：① 同型

半胱氨酸升高；② 血小板数量或功能异常；③ 纤维

蛋白原水平异常。在临床应用中，同时满足 3 项主

要指标或同时满足 2 项主要指标和 2 项次要指标，

即可辅助诊断为血瘀证［13］。

3 问题与展望 

 中医药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凝聚了众多前人宝

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近年来，中医检验的学术发

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也为后人的不断创新提供了技

术支持。但随着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快速发展，中

医检验的发展现状仍不能够满足中医临床实践的需

要。具体缺点主要有传承力度不够、创新性发展不

强、需要转化的力量薄弱以及应用能力差。此外，限

制中医检验创新的原因集中体现在人才引进较少、

人才培养意识不够强、体制力量薄弱、对中医检验的

认识腐旧以及对学科属性认识不完全等［14-16］。

 总之，中医检验工作者应创新工作机制，瞄准新

问题、对焦新任务，研究与应用并举，加强中医检验

服务内涵建设和中医检验科研、管理等工作，促进

中医检验学科的发展，奋力拼搏，助力中医药事业发

展，开启中医检验工作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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