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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诊断学中传统中医诊法主要是通过医生的目测观察、语言描述、经验辨析来判断病证，其诊
断结果既受医生的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诊断技能的限制，又受光线、温度等外部环境条件的影响，
缺乏客观评价标准，使得辨证的精确性和重复性较差；加之证的概念含义差异较大，模糊不清，未形
成统一的诊断规范和辨证标准，以致辨证结果不一。
因此，中医四诊采集的量化技术是中医证候规范化的前提，而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建立，对中医临床
疗效的客观评价和先进医疗技术的推广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传统中医诊断的现状及其在中医学术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们
吸取和借鉴现代多学科的理论、思想及最新技术手段和方法，从文献、临床和实验等不同角度，从宏
观与微观的不同层次，围绕诊法与辨证的客观化与规范化开展了大量的现代研究，以期发展中医诊断
理论与技术，提高中医诊断水平，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和完善。
在四诊研究中，如在望诊方面对舌诊脱落细胞的组织学研究和计算机自动舌诊识别研究；问诊方面有
症状规范化研究和中医问诊网络采集系统研究；脉诊研究有脉象机制研究，脉象信号提取分析和脉象
仪研制；闻诊有声诊和嗅气味研究，等等。
在证候研究方面，借助于临床流行病学和统计分析方法，探索证候的分布及动态演变规律，建立证候
的诊断标准；运用组织与病理学、免疫学、放射学、分子生物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技术和方
法，从整体、器官、细胞、分子等多个层面探索证候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及微观辨证指标等。
并建立了150多种证的实验动物模型。
　　本课程以学科交叉的思想为指导，介绍与中医诊断学研究有关的研究思路、最新科学研究的理论
、技术及应用现状。
全书包括中医诊断学理论研究、中医四诊方法与技术研究、循证医学及其在中医药中的应用、中医常
见证候的现代研究及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研究五个部分。
本教材编写者为全国中医诊断学知名专家以及全国不同学科的资深教授，充分反映了多学科交叉的中
医现代化研究现状。
通过本课程的讲授，加强学生应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机械电子技术、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生物信
息技术等对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中医诊断学科及临床各学科的研究能力，开拓科研思路，培养医学科
研创新能力。
　　本书适用于中医学研究生，中医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七年制学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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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诊断学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学科交叉的思想为指导，介绍与中医诊断学研究有关的研究思路，最新
科学研究的理论、技术及应用现状。
全书包括中医诊断学理论研究、中医四诊方法与技术研究、循证医学及其在中医药中的应用、中医常
见证候的现代研究、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研究五个部分。
本教材编写者均为全国不同学科的资深教授，充分反映了多学科交叉中医现代化研究的现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加强学生应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机械电子技术、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生物
信息技术等对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中医诊断学科及临床各学科的研究能力，开拓科研思路，培养医学
科研创新能力。
    本书适用于中医学研究生，中医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七年制学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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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忆勤，女，汉族，1962年09月出生，医学博士，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
动站合作导师、中医四诊信息化综合研究实验室主任。
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医诊断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教委（第五期）和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医诊断学
学科带头人、上海市精品课程中医诊断学负责人。
1990年，作为主要完成人项目“寒喘方、热喘方敷贴离子导入治疗小儿哮喘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获1990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999年获“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荣誉称号；2003年，荣获上海市
明治乳业生命科学奖；2008年，作为第一负责人课题“宣肺平喘法治疗哮喘的机制和临床应用”获上
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主编《汉英对照中医舌诊图谱》获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二等奖、“基于临床实训
的中医诊断教学模式改革”获上海中医药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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