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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生态学(microecology)是20世纪末崛起的一门新兴的生命科学分支。
它的建立和发展把对人体微生物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使医学的发展由治疗医学、预防医
学进入到保健医学时代。
人类若要保持健康，不但要适应外部的宏观生态，同时要适应内部微观生态的平衡。
　　中医学与微生态学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之处。
例如对于感染的认识，微生态学认为其是微生态失衡的表现，治疗可以通过微生态疗法，扶植有益菌
抑制有害菌来调节微生态平衡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中医学认为，疾病是人体一种失衡的状态，通过调节体内阴阳气血的平衡，通过调节状态来治疗疾病
。
中医治疗强调人这个整体，而非仅仅针对疾病。
二者有些不谋而合。
中医学许多原理，特别是天人相应、正邪交争、阴阳失调等都包含着微生态学的内容和机制，中药和
针灸的取效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都介入和利用了微生态系统的功能。
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将微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移植、应用到中医药领域研究。
尽管研究工作刚刚起步不久，但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继承和发扬古老的中医文化提
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微生态学目前已被应用于现代中药研究，我们应大力借鉴和运用现代微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努
力应用中医正邪学说开辟中医在微生态领域的研究，广泛开展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中药、针灸
等多方面的微生态学研究，以认清人体微生态系统在养生、治未病、阴阳、脏腑、气血津液等方面的
生理作用，阐明微生态系统在正邪交争、阴阳失调、气机失常等病机和具体发病中的病理作用，揭示
微生态系统对中药的各种作用，特别是对于中药、针灸、气功等治疗取效的中介转化作用，系统地总
结其规律，以求逐步建立起中医微生态学理论体系。
　　本书从中医与微生态学的关系，中西医对各系统微生态及具体疾病的研究，以及中药作为微生态
调节剂的特点与作用三个方面系统讲解了中医和微生态学的各种联系和区别。
从而为更好地研究中医，继承和发扬中医，提供新的科学思路和方法。
本书适合于高等院校中医、中药、微生态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生、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作为教学用书，
也可供相关的科研与管理工作者参考。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京师维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的帮助与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难免出现纰漏，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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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生态学作为一门年轻的科学，为现代医学进一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提供了新理论，为临床
疾病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促进了预防和保健医学的发展，呈现出远大的发展前景。
由于微生态学理论和传统中医理论有很大的相关性，并且应用微生态原理治疗疾病和中医理论有许多
相通之处，微生态学目前已被应用于现代中药研究，尽管工作起步不久，但迄今的研究已涉及中医学
的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本书分为三篇，总论和各论从整体与系统分别论述中医药与微生态的关系，在第三篇着重讨论中
药作为微生态调节剂的特点及作用。
本书力图通过中医药与微生态的比较研究，从而为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医，为更好的研究中医探讨一
种新的研究思路。
 　　本书可以作为中医、中药、微生态学相关专业和研究领域的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相关领域科研
与管理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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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绪论　　微生态学（microecology）是20世纪末崛起的一门新兴的生命
科学分支。
1977年德国鲁西（Verboz Rusch）博士首先提出微生态学这一概念，到现在仅仅30余年的历史，由于对
生命奥秘的探索、健康长寿的研究等问题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而受到生命科学界的极大关
注。
自1988年中国预防医学会微生态学分会成立以来，微生态学在我国飞速发展。
　　微生态学的建立和发展把对人体微生物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微生态学的研究证实，人类和人体生活在一个微生物世界中，人体内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微生态系统，
这个系统是体内微生物与人的生命活动的对立统一体。
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是人的正常生命活动的前提或基础之一，对立统一关系的破坏才转化为一定的致病
作用。
微生态学从根本上否定了微生物主要是有害的观点，提出了积极地利用人体微生态系统来增进健康、
防治疾病的观点和方法，为医学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微生态学为医学进一步认识人的生理、病理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正在成为医学新的增长点。
　　微生态学与中医学同源为生态学。
中国古代医学家接受了天人合一思想，把生物与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将其引入到中医学中，确立了“
人与天地相应”的指导思想，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自然界的变化可以影响人体的相应改
变。
这种内外环境的统一性、联系性，机体自身的整体性、稳定性的观点是中医学中蕴涵的生态医学思想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阴阳、五行、八卦等哲学思想和理论也被引入医学，结合当时对人体解剖、生
理、疾病及治疗的认识，构筑了中医学理论的框架，创造了中国传统医学体系，并且用这种指导思想
来研究和认识人体的结构、功能、疾病的发生发展与防治。
这便是中医学与微生态学起源上存在着统一性，即均统一于宏观生态学的微观应用。
我国学者梅汝鸿教授等将中医学与微生态学进行了系统比较发现：中医学起源于古代宏观生态观，其
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微生态学起源于近代、现代宏观生态观，主要体现在生物与环境的统
一思想。
中医学将人体结构按五脏系统分类，认为阴阳平衡、形与神俱是健康的表现；而阴阳失调则导致疾病
的发生，治疗时要调整阴阳扶正祛邪。
微生态学按微生态系统进行分类，认为微生态平衡是健康的表现，而微生态失调则导致疾病发生，治
疗时要进行微生态调整。
　　从以上分析，可以说微生态学的崛起为中医学找到了与之共鸣的现代生命科学分支。
这为发展中医学提供了新的科学思路和方法，并使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在中医学研究中有了用武
之地。
　　中医许多原理，特别是天人相应、正邪交争、阴阳失调、气机失常及脏腑的许多病症都包含着微
生态学的内容和机制。
研究表明中药和针灸的取效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都介入和利用了微生态系统的功能。
将微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移植和应用到中医领域的研究，为继承和发扬古老的中医文化提供了一个新
的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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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药与微生态学》从中医与微生态学的关系，中西医对各系统微生态及具体疾病的研究，以
及中药作为微生态调节剂的特点与作用三个方面系统讲解了中医和微生态学的各种联系和区别。
从而为更好地研究中医，继承和发扬中医，提供新的科学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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