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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病防治看治未病和传统预防医学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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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疾病预防的目的是通过消除外部有害因素来增强身体的健康，同时增强自身对外部有害因素的抵抗力，从而最

终预防疾病。本文分析了传统预防医学与治未病预防的差异和联系。

【关键词】疫病防治；治未病；传统预防医学；区别

在随着医学发展，多样化需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和

医学伦理层面的发展，现代预防医学系统必须更多地以

传统的生物预防思想和方法为基础，以现代整体医学模

式与预防医学的交叉点为例，为其发展和对人的健康做

出贡献，两者都非常重视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整

性，并遵循以人类健康为中心的方法，强调健康和疾病

之间的平衡。治未病则以整体医学模式的形式和理论及

其应用可提供一种参考和力量来解决，其理想目标是“不

知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乱而治未乱”，成为学术研究

的一个契机。

1 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体现
“治未病”是秦汉时期的统一思想，源于中国人的

危机感、世界观和“天人合一”的总体观念。它也得益

于中国广阔的地理和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在这一思想指

导下，“治未病”成为了一种全面、综合、动态的健康

管理，不仅关注一种疾病或一种疾病，而且始终着眼于

更高的视角、更广的范围，考虑到个人与群体、社会与

自然的关系。从社会和自然的角度看待健康问题，灵活

运用适应天气、当地和个人情况的原则；同时，必须考

虑样本的慢度与处理其相互关系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

中医是中国哲学的应用，所以中国哲学中的大概念，如气、

阴、阳、五行，可以自然地应用于“治未病”。整体观

念是根本，最好从更高的层次来区分主要的想法，抓住

要点，明晰想法的框架。先急后慢，先主后次，先理解

后实践，这就是“治未病”与传统医学的巨大区别。

预防医学是现代医学的一个分支，以现代自然科学

和实验室研究为基础，以分析理论为基础。因此，现代

西医常从理化、生物学甚至细胞和分子水平来分析疾病

的病因。其整体理解疾病越来越好，分支越来越细致，

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困难，这种知识方法使现代

预防医学的特点始终是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特点，虽

然可以在微观层面上仔细寻找原因，但结果是整个机器

的各个部分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但是，它们不能再装配，

即使能再装配效果也会很差，操作也不一定比以前更灵

活。在某种程度上，对预防和治疗的研究越深入，就越

有可能偏离医学的起点。

2 思想应用，体现差异
理论基础不同，中医是中医体系的一部分，以中医

理论为指导，更加强调整体的方法和体征的差异化处理。

传统的预防医学隶属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体系，防治传染

病、基于生物预防概念，致力于预防疾病，其中最主要的，

旨在预防某些急性传染病，随着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

理社会模式，是现代预防医学。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不同的：治疗关注生命的整个过

程，而不仅仅是环境因素。为了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运用“辨证论治”和“整体观”来保证疾病的防治。其

应用是为了预防个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由饮食起居，如内养正气、外慎风寒，并说“天人

相应”有能力抵御病原体的入侵，避免疾病的出现；虽

然预防医学也非常重视疾病预防无病状态，关注健康和

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关注预防传染病、职业病和地方病，

“微观”的变化解释生物学、致病性等疾病微观水平调整，

细胞和分子离子，并实现基于法治的微观层面的诊断和

治疗疾病，侧重群体预防。

目标群体是不同的：有危险的人、已经存在的人或

患病后的人以及他们的健康和病理。事实上，我们谈论

的是整个人群的卫生系统和整个生物医学过程。虽然预

防医学侧重于健康人群和无症状患者，但它更侧重于技

术应用。

干预方法和研究方法是不同的：传统医学更注重个

人健康，使用传统医学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诊断和调解。

预防医学更加以社会为导向，使用现代方法和技术，如

药物、设备和感染控制，并通过公共卫生保障社会群体

的健康。中国传统医学在历史上也采取了服药预防和群

体防治的方法。中医“三因制宜”更多地关注个人的抗

病能力与预防传染病的影响，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关注和研究综合疾病预

防控制的根本，其个体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简单的风

险概念不同，现代医学为个性化预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3 面对未来，共同进退
虽然疾病的治愈为我国人民的健康保护、中华民族

的繁荣和预防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传染

病防治的理论和实践虽然丰富，受到医学理论、科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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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许多因素的影响，但并没有得到全面、系统的

建构和研究。无传统西方医学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在生

物多样性方面，如何预防传染病中，功效不大于中医药，

这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优势互补、相互尊重，中西医

结合以防治疾病促进健康。治未病学是预防医学研究的

良好意识形态和历史参考，它对医学和健康的整体方法

的特点，包括其文化适用性都有深刻的影响，也为预防

医学的实践提供了新的动力，为更好的地研究解释疾病

治疗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式。

面对反复发生的疫情，如何将复杂原因和疾病变化

的“乱”与群体和个人预防相结合 ? 将环境预防和生活

方式结合起来以实现“不乱”是传统医学和现代预防医

学，以及整个人类医学都在寻求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一

问题的办法必须是共同和综合的。例如，在实践中，一

个整体卫生系统的形成是由医学治疗思想而不是疾病动

态思想指导的，“未病先防”，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

要建立应急体系和标准，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改进预防医学和传染病学的理论和方法；

最后，结合卫生管理，利用现代预防医学的高度复杂的

学科框架和研究方法，重点是评价生活质量、饮食和保健，

采用诸如情绪调节、饮食、住房和康复等具体治疗方法，

实现“防病治病”，这已经成为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

的共识和制度。这样可以更好地为抗击疫情提供信息和

进行诊疗管理，弥补因疫情重、人口多而缺乏后续管理

或卫生服务的不足，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实施理念。

预防医学和中医治未病学在防治传染病方面都积累

了数千年的经验。在传染病的防治和相互渗透方面也是

如此，在传染病方面，重要的是要把预防医学的“道”

作为一种健康的方法，与预防医学的“术”结合起来，

既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又要对它们加以区分。

【参考文献】

[1] 李建．和而不同——从疫病防治看治未病和传统预防医学的区别与联系［J］．江苏中医药，2019，26(9)：

39-40．

[2] 张棉．治未病与疾病防治的内在联系［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9：13，129．

[3] 丁瑞．中医治未病理论的民族文化溯源［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2．

[4] 孙浩．“治未病”思想与现代疾病的三级预防理论是相通的［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411．

[5] 张黏．吸收中医预防医学精华促进现代预防医学发展［J］．江苏预防医学，2019，17(1)：75-77．

[6] 梁方鸿．浅析中西医对预防医学的认识［J］．中医学报，2019，24(6)：106-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