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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当代生活方式变化对中医病因学的影响

● 王晨玫1 张志枫2▲ 王彦晖3

摘 要 本文探讨了当代常见的五大类新致病因素，包括晚睡习惯、膳食结构失衡、脑力过劳和缺
乏运动、现代医学治疗手段、环境污染。认为中医病因应从内容和结构上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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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病因学说是中医理论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求因”是“辨证”的

基础，在中医的诊治过程中十分关

键。中医病因学说经过了历代的不

断发展，以宋代陈言的“三因论”为

成熟标志，目前的中医病因学理论

研究仍然建立于“三因论”的基础

上。然而宋代距今已过去近千年，

现代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

和古代相差甚远，新的生活方式和

生活环境造就了新的致病因素，中

医病因学势必在内容和结构上做出

改变，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1 中医病因学的源流

《素问·调经论》说“夫邪之

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

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

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根

据环境影响和人类活动将病因分

为阴与阳两大类。张仲景在《金匮

要略》里将病因总结为三类:“千般

疢难，不越三条: 一者经络受邪，入

脏腑，为内所因也; 二者四肢九窍

血脉相传，为外皮肤所中也; 三者

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

由都尽。”宋代陈言在前人的基础

上加以发挥，在《三因极一病证方

论》中 提 出 了 较 为 系 统 的“三 因

说”，即七情为内因，六淫为外因，

饮食虫兽金刃等为不内外因。中

医病因学以“三因说”为框架发展

至今，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将目光

集中于中医的“因”与西医的“病”
之间的关系，研究西医疾病分类下

的中医病因，收获了一些成果。［1］

2 古今生活方式的差异
以及对新时代病因的思考

在上述奠定中医病因学理论

基础的著作的成书年代，中国还处

在封建农耕社会，以农业为主的农

村生活，衣食住行、起居劳作等和

现代城市生活有着天壤之别。随

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许多前所未

有的发明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这些改变在使生活变得更便捷

的同时，难以避免的带来了新的致

病因素，近千年前提出的病因学说

在结构和内容上都需要进行调整

以合理解释当代城市居民因为新

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疾病，以利于

临床上使用。本文将对新时代的

中医病因进行探讨。
2． 1 晚睡习惯 中医早有“不寐”
病名，指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

非主观意愿的睡眠不佳。在电灯发

明以前，人们很少主动熬夜，那时的

“不寐”多是想睡却睡不着，因而关

于作为疾病的“不寐”有许多论述，

作为病因的晚睡习惯却未受重视。
电灯的发明驱赶了黑暗，使人们能

在夜间如白昼一般的工作和活动，

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许多人推迟

了就寝时间，甚至通宵熬夜。这种

现象在城市人群中尤为常见，其中

有些人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不得不加

班加点，有些人却是沉迷于网络、游
戏等娱乐活动无法自控的推迟睡眠

时间。许多自身有晚睡习惯的家长

影响了孩子，令处在成长发育期的

儿童因为缺乏良好的睡眠习惯无法

健康成长。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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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晚睡习惯导致了昼夜节律的紊

乱，干扰了人体内生物钟基因的表

达，从 而 增 加 了 罹 患 心 脑 血 管 疾

病［2］、癌症［3］等严重慢性疾病的风

险。随师门诊时常有舌尖红、左寸关

脉弦浮者，通过问诊几乎都能得知其

有晚睡习惯。［4］《内经》主张人顺应

自然，“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晚睡习

惯使人的作息有悖于自然规律，脏腑

气机失于通畅。王孟英在《柳州医

话》中说:“肺主一身之表，肝主一身

之里。五气之感皆从肺入，七情之病

必由肝起。此余夙论如此，魏氏长于

内伤，斯言先获我心。盖龙性难训，

变化莫测，独窥经旨理自不诬。”另

《素问·五脏生成论篇》中论:“故人

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指

受血而能握。”晚睡习惯首先伤及肝，

熬夜时阳不入阴，气机逆乱，肝升降

功能往往出现异常，则有肝气郁结、
心肝火旺、肝气犯胃等和肝相关的证

型，若长期晚睡，则伤精耗血，累及其

他脏腑。
2． 2 膳食结构失衡 随着经济生活

水平的提高，我国城市居民的膳食结

构模式正从温饱模式向富裕型模式

转变，即从以往的植物性食物为主的

结构向动物性食物为主的结构靠

拢。［5］然而欧美国家已有了前车之

鉴: 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的膳食结

构使许多慢性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

人群中肥胖者的比例前所未有。亚

洲人种比欧美人种更不适合这种饮

食结构，除了在寒冷或山林长居的游

牧民族和靠近河湖的渔民之外，大部

分的古代中国百姓是以植物为主要

食物的，其中大米和小麦等谷物占据

了饮食结构的绝大部分。人类并未

进化到能够适应“三高”的膳食结

构。饮食失宜属于传统中医病因学

说中的”不内外因“，《灵枢·五味

论》里所说的“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指的是进食过多会损伤脾胃，强调的

是食量的异常，与膳食结构失衡有所

区别，膳食结构失衡应该理解成为一

种饮食偏嗜———“喜食肥甘厚味”。
古人早已认识到过食肥甘厚味能生

痰，但因古代物质水平有限，该致病

因素影响范围较小，而如今却在城市

居民中很常见，长期的膳食结构失衡

导致了病理产物的生成，威胁着人们

的健康。
2． 3 脑力过劳和缺乏运动 劳逸过

度也是中医传统病因之一，其中过度

劳累包括劳力过度、劳神过度和房劳

过度，过度安逸是指既不参加劳动又

不运动。现代城市生活和古代农耕

生活在劳力分配上有着极大的不同，

脑力劳动者的比例很高。过度的用

脑用眼，久坐不运动，既与“过逸”所

说的不运动有所区别，又和“过劳”
中的“劳神”不完全一致。“思则气

结”，“思虑伤脾”，“久坐伤肉”，过度

的思虑和缺乏运动有碍肝气的疏泄

和脾的健运。
2． 4 现代医学治疗手段 现代医

学在治疗疾病、延长寿命的同时，

一些治疗手段如放疗、化疗无可避

免的给患者带来了痛苦的副作用，

这也是传统病因学没有遇到的新

致病因素。根据放疗和化疗带来

的副作用特点，有学者提出“放疗

似火，化疗如毒”的观点［6］，认为放

疗所致的放射性皮炎和全身反应

类似于火邪的致病特点，而化疗对

机体带来的毒性和骨髓抑制等副

作用类似于( 药) 毒性。对于放化

疗术后的病人，应考虑治疗手段这

一致病因素，辨证论治减轻其毒副

作用的不良影响。
2． 5 环境污染 中医主张“天人

感应”，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不

容小觑，如今我们 赖 以 生 存 的 大

气、水源、土壤都遭到了严重的污

染，这种侵害是多方面的，涉及到

人体的各个系统，不同的污染类型

致病情况也有所不同，现阶段对这

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如何运用

传统病 因 学 说 中 的“六 淫”、“疫

疠”以及“毒”的概念概括环境污

染致病因素，并进行深化和临床运

用，是病因学说必 须 研 究 的 新 课

题。［7］

中医病因学的特点是把致病

因素和机体反应结合起来研究疾

病的发生发展规律，这点和现代医

学有很大不同，因此传统的中医病

因学说有很强的生命力，经过调整

和分类深入研究就可以很好的应

用于现代社会。内容上应增加古

代未有的致病因素，结构上也应该

有所调整。随着衣食住行等生活

水平的提高，加上暖气、空调、加湿

器、除湿机等设备的发明，人们对

自己所处的小环境具备了远超古

代的调控能力，外部大环境对人体

的影响仍然广泛存在，但因“六淫”
致病的比例应就古代大大减少，上

述几项“生活方式病”的比例有所

升高，因此病因学说应该在结构上

也有所调整，以满足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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