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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C_BB_E6_89_A7_E4_c22_16090.htm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

和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医在辨病论治、辨证论治和

对症治疗三种手段中，最重视辨证论治，而且对辨证论治用

得最多。因此，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理论体系的一大特点。 

所谓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

包括病的原因、病的部位、病的性质和邪正关系，反映了疾

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病理变化的全面情况。而证是反映疾

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变化实质，比病更具体，更贴切，

更具有可操作性。 辨证论治分为辨证和论治两个阶段：所谓

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部、切）所收集资料、症状和

体征，通过分析和、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和

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证。论治，则是根据辨

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是确定治疗方法的前

提和依据，论治是辨证的目的，通过辨证论治的效果，可以

检验辨证论治是否正确。辨证和论治，是诊疗疾病的过程中

，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在同一种疾病当中，由于

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病理变化不同，即证不相同，根据

辨证论治的原则，治法也就不同，称为“同病异治”。根据

辨证论治的原则，证相同治疗也就相同，因而出现不同疾病

采用相同治法的情况，这称为“异病同治”。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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