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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治未病理论在中风防治中的作用
刘　林

（重庆市璧山区中医院　重庆　402760）

【摘　要】中风的防治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需结合预防、急救、治疗、康复等多个环节，同时注重早期

干预和长期管理，以减少患者的残疾率和死亡率，提高生活质量。及早认识中风的征兆、尽早就医以及持续性

的康复和治疗是预防中风的关键。而中医治未病理论在中风的防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个理论着重于通过调

整人体的生理状况、防范疾病的发生，这是中医学中重要理论之一。基于此，本文从中医治未病理论重要性与

中风防治的概述着手，对中医治未病理论在中风防治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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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治未病理论重要性与中风防治的概述

1.1 中医治未病理论的重要性

中医治未病理论是中医学中的一项重要理论，

强调通过调整身体的生理状况、预防疾病的发生，达

到保健延年的目的。中医的治未病理论强调在患病之

前通过调养身体、调整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发生。       

这一理论的运用具有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整体调养，治未病理论强调整体调养，注重维持人

体的平衡状态，通过情志调摄、适度运动、饮食调理

等多方面的方法，预防疾病的发生，提高机体的抵抗

力。②个体化治疗，中医治未病注重个体差异，根据

个体的体质、气血状况、环境因素等因素进行调理，

这与现代个体化医疗的理念相符，更符合每个人的实

际情况。③疾病风险降低，通过早期干预和调理，可

以降低患病的风险，例如，通过适度运动控制体重、

合理饮食控制血压、情绪调节维护心理健康，可以有

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发生。④经济效益，

预防胜于治疗，治未病的理念有助于减少医疗资源的

浪费。通过预防疾病，可以降低医疗费用，提高社会

经济效益。⑤生活质量提升，治未病理论不仅关注身

体健康，还强调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通过提前干预，

可以提升生活质量，延缓衰老过程，改善整体健康状

况。总体而言，中医治未病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强调综

合调理、个体化治疗和预防为主的原则，有助于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维护健康、预防疾病。

1.2 中风防治

中风，又称脑卒中，是指由于脑血管疾病导致的

脑部血液供应突然中断或脑血管破裂出血，引起局部

脑组织功能障碍的病症。中风是一种紧急情况，需要

紧急处理。主要分为两类：缺血性中风和出血性中风。

缺血性中风是由于脑部的血液供应受阻，引起局部脑

组织缺氧缺血，从而导致脑组织损伤。最常见的类型

是脑梗死（血管阻塞）。

症状：突然出现面瘫，一侧面部表情失常；言语

障碍，包括口齿不清、说不出话或言辞不通；一侧肢

体无力或麻木，特别是在面瘫同一侧；突发性头痛、

眩晕、视力障碍。出血性中风是由于脑血管破裂导致

脑内出血，造成周围脑组织受损。症状：突然发生剧

烈头痛；意识障碍，可能昏迷；呕吐；一侧或两侧肢

体瘫痪或无力。

中风（脑卒中）是一种常见且严重的疾病，对于

中风的防治涉及多方面的策略，包括预防、急救、治

疗和康复等阶段：①预防阶段。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预防中风至关重要。包括控制体重、合理饮食（低盐、

低脂、多蔬果）、适度运动、戒烟限酒等，以降低患

中风的风险，定期测量血压、血糖和血脂，积极控制

这些指标在正常范围内，可有效预防中风的发生。对

心血管疾病开展管理： 如心律失常、动脉硬化等疾病

对中风的风险有影响，积极治疗并控制相关心血管疾

病。针对高危人群，医生可能会考虑使用抗血小板药

物或抗凝血药物来预防中风。②急救阶段。出现中风

症状（面瘫、言语障碍、肢体无力或麻木等），应立

即就医或紧急呼叫急救服务。在急性期内，利用溶栓

治疗、介入手术等方法，以尽快恢复受影响的脑部血

液供应，最大限度地减少脑损伤。③康复阶段。康复

治疗包括物理治疗、语言治疗、职业治疗等，以帮助

患者恢复运动功能、言语能力、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等。

对于恢复期的患者，医生可能会开具药物，如抗凝血

药、抗血小板药物等，以预防中风再次发生。中风患

者及其家人需要心理支持，以应对患病后可能出现的

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④长期管理。中风患者需定

期复查以监测疾病的进展，同时积极治疗并管理相关

的风险因素。持续进行康复训练、坚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对于中风患者的康复和预防复发至关重要。中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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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紧急情况，任何怀疑中风症状的患者都应立即就

医，及早识别、早期干预和适当的治疗是提高中风患

者康复率的关键。

2 分析中医治未病理论在中风防治中的作用

2.1 早期干预与预防

2.1.1 强调整体调理

中医学认为，人体的健康与阴阳平衡、气血运行

的协调有关，因此提倡通过多种方式维持整体的平衡

状态，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包括中风在内。中医阴阳

理论是指人体生理活动的两个相对、统一、对立的方

面，阴阳失衡可能导致身体机能紊乱，影响健康。中

医推崇通过调整饮食、作息、情绪等，维持阴阳平衡，

例如，在寒冷季节多食用温热食物，保持室内外温度

适宜等。而气血在中医理论中被认为是维持生命活动

的重要物质，对于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都具有调节

作用，针对气血运行不畅可能导致的问题，中医提倡

通过食疗、药物、针灸等手段促进气血的流通，维持

器官的正常功能。与此同时，中医注重药食同源，强

调通过合理的饮食来调理身体，例如，根据个体体质

和季节的不同选择适宜的食物。中医主张适度的运动，

有助于促进气血运行、强化体质。情志对于身体健康

的影响被中医非常重视，强调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避免情绪波动对身体的不良影响。通过这些方式，中

医倡导人们不仅要关注身体的局部问题，还要关注整

体的协调与平衡，从而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预防中

风等疾病的发生。整体调理的理念强调的是从根本上

改善身体的整体状态，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

保持身心的平衡。

2.1.2 针灸及推拿疗法

针灸是中医常用的治疗方法，通过在特定的穴位

上刺激，调节经络气血，平衡阴阳，以达到治疗疾病、

保健养生的目的。在预防中风方面，针灸可以促进血

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提升免疫力，从而有助

于预防血管意外事件。推拿是中医的一种手法疗法，

通过按摩、揉捏、推拿等手法刺激经络、促进气血运

行，舒缓肌肉，达到调整身体机能、预防疾病的效果。

推拿在中医中被广泛应用于康复治疗和健康保健，有

助于改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增强体质。综合运用

针灸、推拿等手段与药食同源理念，中医通过调理身

体的气血、经络，改善脏腑功能，提高整体抗病能力，

以预防中风等疾病，这种综合治疗的理念强调了中医

的整体观念和个体化治疗方法。

2.2 调节体质与抵御病因

中医的辨证施治是指根据患者的具体体质、症状、

脉象等信息，进行个性化的诊断和治疗。在中风的预

防和治疗中，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辨证施治，制定针对

性的方案，以提高治疗效果。中医注重因人而异的治

疗方法，根据患者的体质差异、病因不同，制定个性

化的调理方案，这可能包括针灸、中药、食疗等多种

手段，以促进身体的平衡和健康。中医的四诊法是中

医诊断的基本方法，包括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

通过这四种方式，医生可以全面了解患者的症状、体

质、病因等信息，从而进行辨证施治。通过观察患者

的外表，包括面色、舌苔、眼底等，来判断患者的气

血状况、脏腑功能等，面色、舌象等反映了体内的阴

阳平衡和脏腑功能的情况。医生通过听取患者的声音、

呼吸声等，来判断患者的气息和声音是否有异常。有

时候，患者的声音和呼吸声可以反映出一些疾病的特

殊症状。医生通过与患者交流，询问患者的病史、症

状、饮食、睡眠等情况，以获取更多的信息。问诊是

非常重要的环节，有助于医生了解患者的病情及生活

习惯。中医脉诊是通过触摸患者的脉搏来判断脏腑功

能、气血状况等。脉搏的变化可以揭示疾病的本质，

有助于医生进行辨证施治，通过四诊法，中医医生能

够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进行辨证施治。辨证施

治是中医的核心理念，强调个体化的治疗方法，因为

不同的患者可能对同一病症有不同的体现，需要有针

对性地调理。四诊法的综合运用有助于中医医生更准

确地诊断病症，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其次是经络

调畅，在中医理论中，经络是人体内外联系的通道，

其贯穿全身，连接脏腑组织，运行气血、调节生理功

能。中医认为，如果经络畅通，气血流通，有助于维

持身体的正常功能，而经络不通畅可能导致一系列的

疾病。经络在中医理论中被认为是气血运行的通道，

良好的气血循环对于维持脏腑功能、保持组织器官的

正常代谢十分重要。经络的畅通有助于气血的顺畅运

行，维持身体的正常生理活动。中医认为病症往往与

经络的阻塞有关，通过调理经络，中医可以预防和治

疗一些疾病。例如，经络的不通畅与中风等疾病的发

生可能存在一定关联，因为这些疾病往往与气血运行

受阻有关。中医强调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调理、

适度运动等手段来调理经络，这些方法有助于保持经

络的畅通，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另外，通过辨证施治，

中医不仅关注疾病的表面症状，更重视发现患者体内

的不平衡因素，通过个性化的治疗方法调整这些不平

衡，从而提高机体的抵抗力，预防中风等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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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中医强调的是综合治疗，多层次、全方位

地调理患者的身体，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2.3 强调整体观念与生活方式

中医的综合治疗观念确实强调了精神调节、适度

运动以及饮食调节对预防中风等疾病的重要性。

第一，精神调节，情志调摄在中医中被认为是维

护身体健康的重要方面之一。中医认为情绪与脏腑功

能、气血运行密切相关，过度的情绪波动可能导致气

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增加患

病的风险。中医鼓励人们保持情绪平和、稳定。过度

的愤怒、忧虑、悲伤等情绪波动被认为可能损害脏腑

功能，特别是心脏和肝脏。同时，中医提倡采用各种

方法进行心理舒缓，如冥想、太极拳、音乐疗法等，

这些方法有助于调整情绪状态，维持心理平衡，中医

强调适应环境变化，不过度适应外界压力，避免过分

竞争、争斗等对情绪的负面影响。情志的稳定有助于

维持气血的正常运行，保持脏腑的协调功能，这对于

预防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情志

调摄，中医旨在达到身心的平衡，从而提高机体的抵

抗力，降低患病的风险，这一理念强调了情绪与健康

之间的密切联系，强调维持身体的整体平衡。在现代

生活中，情志调摄同样被认为是重要的健康保健方法，

有助于改善生活质量和预防疾病的发生。

第二，适度运动。中医强调适度的运动对促进气

血运行和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重要作用，这有助于提升

身体的抗病能力，特别是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如中

风等方面有积极的影响。以下是有关中医对适度运动

的看法：①促进气血运行，适度的运动可以刺激心脏

收缩，增加血液循环速度，从而促进气血运行，这对

于维持血管的通畅、预防血栓形成以及调节血压有帮

助。②改善血液循环，运动有助于扩张血管，提高血

液的流动性，改善血液循环，这对于减少动脉硬化的

风险、维护血管弹性具有正面效应。③提升身体抗病

能力，适度的运动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功能，提升身体

的抗病能力，有助于抵抗各种潜在的疾病。④预防心

脑血管疾病，定期适度的运动被认为是预防心脑血管

疾病的重要手段。中风等疾病的发生与血管健康密切

相关，而适度运动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中

医强调运动的适度，因为过度的运动可能对身体产生

负面影响，不同体质的人需要量体裁衣，选择适合自

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整体而言，定期的适度运动是

维护心血管健康、提高身体免疫力的重要方式之一。

第三，饮食调节。药食同源是中医的重要理念之

一，中医的药食同源理念强调食物与药物之间的关系，

即食物与药物具有相似的作用，通过合理的饮食可以

调理身体，起到治未病、保健养生的作用。中医药膳

食疗是通过选用特定的食材，搭配烹饪方法，达到调

理脏腑、平衡阴阳的效果，药膳可以根据个体体质和

季节的变化进行调整，有助于改善身体的整体状况，

提高抵抗力。中医认为一些食物具有调节身体健康的

功效，类似于药物，不少食物中含有各种营养成分和

生物活性物质，能够对身体产生积极影响。中医鼓励

人们根据自身体质、季节等因素合理搭配饮食，摄取

各类营养物质，并且注意食物的性味、归经等特性。

避免过量摄入油脂、盐分以及高热量食物等对身体不

利的成分，过量摄入这些物质可能会影响血压、血脂

等生理指标，增加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通过

合理的饮食搭配，中医认为可以调理身体，维持体内

的平衡状态，降低患病的风险。合理的饮食习惯是中

医预防疾病的重要策略之一。例如，摄入蔬菜水果等

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对降低心血管疾

病的发病率有积极影响；同时，减少摄入高盐、高脂

肪的食物也有助于控制血压、血脂等重要生理指标，

降低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一理念也与现代

医学中强调的健康饮食观念相符合。综合而言，中医

的预防理念强调整体调养，包括情志调摄、适度运动

以及合理饮食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相辅相成，共

同维持人体的平衡状态，提高抵抗力，降低中风等疾

病的发生风险，同时，这些方法也符合健康生活的一

般原则，适用于大多数人群。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医治未病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整体

健康、平衡身心、提高机体抗病能力，从而达到预防

疾病、降低发病风险的目的。对于中风等疾病，强调

早期干预、调整体质、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等方面，

有助于减少中风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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