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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体质辨识在健康管理应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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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体质辨识在健康管理中心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体现“治未病”的理念。目前将体质分为 9 类，其中

平和质是健康体质，其余 8 种为偏颇体质，即亚健康状况。中医体质辨识不仅是体检人群亚健康状态早期发现和防治的重要手
段，而且在慢性病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将亚健康人群的体质类型登记并追踪管理，制定相应的饮食调理、生活方式、运动、
药物治疗一系列方案，将促进人民群众的健康，丰富和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体现中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中医理论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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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Application of TCM Constitution Identification  
in Health Management 

Abstract: TCM constitution identification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ealth management center, which embodies the 

concept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At present, the constitution is divided into nine categories, in which the mild constitution is 

healthy constitution, and the other eight are biased constitution, namely sub-health condition. TCM constitution identific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ns for early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of sub-health statu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population,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diseases. Registering and tracking the constitution types of sub-health population, and formulating a series of 

corresponding plans for diet conditioning, lifestyle, exercise and drug treatment will promote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enrich and improve 

public health services system, reflec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of "prevention before disease, prevention after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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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

改善，对健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促进了我国健康管理事

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生活压力增大、饮食习

惯发生改变，这势必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亚健康状态和疾

病的风险，因此如何正确防病治病成为公共卫生事业的一大

核心问题。《黄帝内经》曰“上工治未病”，未病先防、既病

防变，揭示疾病预防在医学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健

康管理中心，目前在疾病的预防、控制和患者生活质量的提

高上起着核心作用，已成为实施“健康中国”大战略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1]。中医预防和治疗疾病，强调“三因制宜”，因

人、因地、因时，尤其是中医体质辨识，在健康管理中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将中医体质辨识在健康管理应用的

研究进展作一综述如下。 

1  中医体质辨识的概述 
中医学理论认为，体质是指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由遗传

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形成的形态结构、心理状态、生理功能

等方面的固有特质[2]。中医体质辨识则是指在中医学理论指导

下，以体质为辨识对象，根据不同体质状态和分类特性，把

握健康和疾病的整体要素，从而制定相应的防治原则，选择

相应的治疗、预防和养生保健的方法，是中医“三因制宜”

理论在体质辨识的具体应用，契合“上工治未病”的理念[3]。

不同的医家对体质辨识的分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目前绝大

多数专家均认可北京中药大学王琦教授的观点，将体质分为

以下 9 类：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

热质、瘀血质、气郁质、特禀质[4]。这和中华中医药学会于

2002 年发布的《中医体质国家标准》分类方法一致[5]。而各

种体质类型均参照《中医 9 种基本体质分类量表》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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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平和质是健康体质外，其余 8 种均为偏颇体质，目前认

为属于亚健康状况，是各种疾病发生的根源。对不同的体质

类型予以药物、饮食和生活指导，可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发展，这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具体应用[5]。随着对中医体

质辨识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入，许多健康管理中心将中医体

质辨识纳入到体检项目，为亚健康人群的发现和防治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2  中医体质辨识在健康体检管理的
作用 

2.1  中医体质辨识在体检人群亚健康状态早期防治

有重要作用 

根据上文所述，亚健康是介于健康和疾病的中间状态，

机体虽然未能诊断出具体疾病，但出现疲倦乏力、食欲不振、

睡眠差、情绪不稳定、腹胀等非特异性症状，假如这种状态

持续存在，缺乏有效干预，则会进展至各种身心疾病，严重

影响机体的健康，给患者工作、生活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因此，早期发现和诊治亚健康，不仅是健康管理的重要责任，

也是“健康中国”大战略实现的重要保障。中医认为亚健康

归属于“治未病”范畴。中医体质辨识是发现亚健康的重要

手段。根据《中医体质国家标准》的要求，由护士将症状登

记到体质分类表中，由有经验的中医师将舌象和脉象以及体

质特征填到表格中，最后经过录入中医体质辨识软件对体质

分类进行评定。之后根据不同的体质类型进行辨证施治或者

辨证施护，对亚健康者进行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的指导，有

利于防止亚健康向疾病状态的转变，甚至可逆转至健康状态。 

目前已有诸多学者做了很多中医体质辨识在健康管理亚

健康应用的工作。如范琳等[6]发现，将中医体质辨识应用于健

康体检护理，可以早期发现亚健康人群，并经相应的饮食、

运动、食疗等干预处理后，亚健康相关症状得到明显改善，

能使亚健康恢复到正常健康状态。周柏宇等[7]也认为，中医体

质辨识不仅能早期发现亚健康患者，而且经过健康指导，能

促进亚健康患者的恢复。薛飞[8]的研究发现，在西医检验和影

像检查的基础上引入中医体质辨识，可以更加有效地筛选出

亚健康人群，据此做出相应的健康指导，不仅能有益于亚健

康状态的逆转，而且能提高体检人群对体检过程的满意度和

护理效果；有学者认为，中医体质辨识和现代健康管理的有

机相结合，再根据中医体质的分型制定相应的中医健康改善

计划，以“治未病”为核心理念，运用大数据，进行亚健康

的全程个性化管理，可以满足不同社区人群的健康需求[9]。杨

玲玲等[10]也总结了中医体质辨识在亚健康状态的价值和体

会，他们发现，通过中医体质辨识问卷调查，不仅可以如实

反映受检人群的真实生活状态，增加亚健康人群和有疾病风

险人群的筛选率，可有效弥补常规体检的不足，而且通过中

医的望闻问切诊治分析，不仅可以给与受检人群健康管理指

导，改善亚健康状态，为完善健康管理的一种新方式。 

大数据计算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各健康管理

中心构建对体检人群更科学的管理模式。健康管理中心可以

依托大数据的管理分析方法，将成千上万体检人群的中医体

质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从而筛选出亚健康人群，发现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肿瘤等慢性病，将亚健康人群的体质类型

和慢性病患病情况登记并追踪管理，并制定相应的饮食调理、

生活方式、运动、药物治疗一系列方案，护理人员利用微信、

电话等方式随访指导，进行延续性护理，形成系统性的闭环

式健康管理，有利于“健康中国”大战略的实现。 

2.2  中医体质辨识在慢性病管理的作用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病），如糖尿病、高血压、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已经超越传染病，成为威胁我国中老年

人群生命健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中医体质辨识在中医“治

未病”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对社区中医体质类型的分布规律

和特点进行大规模调查，并根据不同的体质类型，予以饮食

调理、生活方式、运动、药物治疗等指导，近年来广泛应用

于公共卫生服务中，尤其是慢病管理的应用，而且被纳入我

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慢性病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具有鲜明的中医特色[11,12]。如邱丽等[13]对上海长风社区老年

人健康体检结果及中医体质分布特点进行了分析，发现高血

压、心脏病、高脂血症排在慢性病的前三位；体质分类方面，

前五位分别是阴虚质、痰湿质、气虚质、湿热质、血瘀质；

男性的湿热质、血瘀质比女性多见，而女性的气郁质比男性

多见，平和质比例最低；因此，发现上海社区老年人慢性病

的患病率高，中医偏颇体质比例较高。而周昌明等[14]研究分

析了中医体质类型与慢性病的相关性，发现阳虚质和气虚质

占偏颇体质比例最多，女性、高龄和慢性病患者的偏颇体质

居多，因此，中医体质辨识对慢性病的防治有着重要的意义。

福建中医药大学的危凌云等[15]通过大样本中医体质分类的调

查，发现体质类型并非完全是单一的，体质类型兼杂普遍存

在，在单一体质类型中以阳虚质、气虚质、湿热质常见；气

虚质可能是其他偏颇体质的基础体质。而张楠等[16]在糖尿病

的管理过程中，运用中医体质辨识进行管理，发现可有效改善

临床各项症状，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及生存质量。而有学者

将中医体质辨识运用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管理中，发现非

频繁急性加重型患者以湿热质为最多，其次分别为阴虚质、

气虚质、痰湿质，根据体质安排相应的疾病管理，预防未病，

调和体质，尽可能帮助患者转为平和[17]。李容华等[18]发现，

将中医体质辨识应用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的管理，可

明显改善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抑郁、焦虑等负性情

绪，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生活质量，有利于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的慢性病管理，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郭继飞

等人的研究发现，将中医体质辨识应用到老年人高血压的预

防和管理中，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好血压，减少心脑血管事件

等并发症的发生，改善患者的依从性和医护患关系，值得在

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临床管理中推广[19]。众所周知之，老年人

常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尿酸血症等慢性病，这

些人群的中医体质均属于偏颇状态。龚娟芬等[20]观察了中医

体质辨识在老年人群的应用，她们的研究发现，中医体质辨

识可以有效辅助老年人群慢性病的管理，而且通过针对性的

调养，有利于老年人群健康管理。而宋志靖等[21]则认为，中

医体质辨识在慢性病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可分析发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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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与疾病进展的密切关系和内在联系，通过评估人群健康

状态，对慢病走向进行预测，并应用干预技术实施积极干预，

可以提高慢性疾病的健康管理质量，但未来需与人工智能、

大数据结合，才能更精准服务于慢性病管理。 

3  结束语 
中医体质辨识在健康管理的应用，不仅可以早期筛选发

现亚健康人群，并根据体质偏颇进行饮食调理、生活方式、

运动、药物治疗等延续性护理指导，防止亚健康向疾病状态

转变，还可以通过大数据计算机定期跟踪随访，护理干预延

续科学指导社区居民，促进人民群众的健康。而且中医体质

辨识在糖尿病、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病的管理

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丰富和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体现

中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中医理论思想。因此，在西

医常规健康体检人群的基础上，应用中医体质辨识，继而做

针对性的调摄，纠正或者逆转亚健康状态，值得各健康管理

中心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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