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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状态是指人体身心处于疾病与健康之间的一种健康

低质状态，主要表现在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的改变，

是机体虽无明确的疾病诊断，但在以上三方面出现种种不适应

的感觉和症状，从而呈现出活力、反应能力和对外界适应能力

降低的一种生理状态 [1]。WHO 的一项全球性调查研究表明，

符合“健康”定义的人群仅占总人口数的 5.0％，处于疾病状

态的人群占 20.0％，剩下的 75.0％的人群处在亚健康状态[2]。
亚健康状态是动态变化的，这种状态若能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

就会重新转化为健康状态，相反，如果不予理会或不采取干

预措施，持续的亚健康状态就会导致身心疾病的发生。亚健

康状态属于中医学治未病范畴，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

证论治”思想在防治亚健康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亚健

康状态的临床表现达不到西医对疾病的诊断标准，但中医通

过望、闻、问、切等方法可以将亚健康状态人群表现出来的

各种症状、体征辨证为某种证候，从而便于及时开展个体化

的干预措施。
心居胸中，为神之居，血之主，脉之宗，主宰着人体生命

活动。心系亚健康状态是亚健康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心的

气血阴阳失调，影响全身功能活动，是人体介于健康与心系疾

病之间的中间低质状态，常表现出心系相关症状[3]。辨证论治

是干预心系亚健康状态的重要手段，辨证论治的核心是证候，

证候的具体表现是症状，中医学之“心”包含“神明之心”和

“血肉之心”。心系亚健康状态临床症状表现复杂、证候多样，

如何从临床多维的症状信息中获取可靠的数据支持心系亚健康

状态的辨治，对中医药干预心系亚健康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1 心系亚健康状态症状复杂

《素问·灵兰秘典论》指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

焉。”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将全身组织联系成

论》中就有很多标本同治的例子，如少阴病篇中的麻黄附子细

辛汤，既用麻黄解表治标为主，又用附子细辛温通阳气顾本。
又如桂枝人参汤证，适用于里虚寒未甚而表邪未解之证。胡老

临床中亦常标本同治，胡老认为一些外感病证在变化过程中极

容易由寒至热，由热至寒，由实至虚，由虚至实，由表至里，

由里至表；表现为寒热错杂、虚实互见、表里同病的标本俱急

的病证，则应该标本同治。尤其是一些寒热错杂的病证，治标

与治本常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治标有利于治本，治本有利于

治标，共同促使疾病向痊愈的方向转化。
5 小结

外感与内伤在临床病证中交互影响，同时并现，且具有统

一性，外感可导致内伤，内伤易招致外感。在临床辨证中，须

六经辨证与八纲辨证相结合。在临床治疗中，对于外感内伤相

统一的疾病，则要扶正祛邪、调和营卫、标本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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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的整体，在心的统一指挥下维持其正常功能。可见心系亚

健康状态的涉及范围不仅局限于心，而是与心功能相关的多种

状态的集合。
在心的生理功能基础上，心系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在 3

个维度，一是心主血脉功能异常，则会出现面色不华或晦滞或

红赤，舌质淡胖或紫暗或红绛，脉象无力或沉涩或结代，心悸

怔忡或胸闷气短或憋闷疼痛等脉象、面色、舌色以及心胸部感

觉等四个方面的症状。二是心主神明功能异常，则会出现精神

萎靡、头晕乏力、善惊易怒、健忘、失眠、多梦等心不藏神等

精神、意识、思维方面的症状。三是心与他脏相关的症状。
《灵枢·邪客》指出：“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心与其他脏

腑在生理上既分工又合作，共同完成各种复杂的生理功能，气

血阴阳失调时，它们亦相互影响，如心的功能失调会诱发其他

脏腑症状，出现某些口腔症状、泌尿生殖系统症状等。
心系亚健康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广泛，不

仅包括躯体的不适，还包括心理与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不良，

这些症状或相互包容或重叠出现，共同形成心系亚健康状态的

复杂的外在表现。
2 心系亚健康状态证候多样

证候是通过四诊所获知的疾病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

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变化，是一系列有相互关联的症状的

总称。中医辨证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主观性的特点。由于心

系亚健康状态症状表现复杂，因此辨证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

心系亚健康状态脉象与症状所反映的病机出现矛盾时，是“舍

症从脉”还是“舍脉从症”各医家存在不同见解。
对于心系亚健康状态的证候分型目前均无统一的认识，各

医家提出的证型多从个人经验出发，缺乏统一规范的方法和标

准，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导致在临床实践中各医家对心系亚健

康状态证候辨证复杂多样。
3 心系亚健康状态症状证候多维相关研究

在心系亚健康状态辨证论治的临床实践中，除关注心系亚

健康的共性症状外，也关注亚健康状态与环境因素、社会因素

所产生的多维的关联症状，这些组合症状构成心系亚健康状态

证候分类的基础。
3.1 心系亚健康状态症状效度评价 症状即可以是病人异常

的主观感觉或行为表现，也可以是医师检查病人时所发现的异

常征象，它既是组成中医证候的基本要素，又是证候诊断的核

心内容[4]。心系亚健康状态症状不能局限于医生的诊断，更应

考虑个体的自我感觉及其所处的生活环境，具有躯体、心理、
社会适应的不同维度，要既体现躯体器官功能障碍，又体现人

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想、情感及人对客观社会现象

的反映等方面给人体健康带来的影响[5]。

3.2 心系亚健康状态证候与症状多维分析 心系亚健康状态

症状表现具有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可以作为证候分类的重要

依据。但是对于心系亚健康状态的辨证，哪些症状是主要的或

必不可少的，哪些症状是次要的或可有可无的，既往并无统一

标准，容易出现不同医家对同一症状辨为不同证候的情况，直

接影响论治的效果。同时，由于证候是机体内多系统对内外致

病因素作用的综合反应，很难发现针对某一证候的特异的单一

症状，必须采用多指标来综合反应各证候[6]。因此，可以通过

对心系亚健康状态不同维度表现的症状的采集，利用现代流行

病学方法，经过聚类分析和优度评价，确定各维度症状在心系

亚健康辨证中作用，总结心系亚健康状态证候与症状的相关性

及证 - 症关系，增强心系亚健康状态临床辨证论治的可操作

性。
4 结语

亚健康这种欲病状态属于中医学治未病范畴。《素问·四

气调神大论》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

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

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中医治未病是在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个性化理论指导下保障人体健康的中医

学术理论。本研究针对心系亚健康状态症状繁杂，症状、证候

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特点，探讨心系亚健康状态症状、证候的多

维相关，把握心系亚健康的症状、证候特点及内在联系，有助

于确定心系亚健康状态证候诊断的标准和规范，为运用中医学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观念和方法，辨证施治，改善不适

症状，促使亚健康状态转化到健康状态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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