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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梳理代表性中医药元素,为相关研究开展提供依据。 方法 　 对中医药相关古籍、传统艺术作品、现代研究成

果等资料进行整理,梳理代表性中医药元素,并基于梳理结果针对不同目标人群开展问卷调查,调查结束后对反馈结果进行汇总

分析。 结果 　 最终梳理出代表性中医药元素 5 类,包括中医理论元素、中医临床诊断元素、中医疗法元素、中药元素、其他元素。
共收集 320 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认可度排名前 10 位的元素为中药材及其炮制、切、汤剂、针灸、望、阴阳、经脉、拔罐、推拿、问。
结论 　 代表性中医药元素可为开展中医药相关元素研究、历史文化研究和创意设计等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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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g and Recognition Investigation of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YAN Yumeng, FENG Xiaoyua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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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Combing the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provide basis for relevant research.
Methods　 Sort out the ancient books, traditional art works, modern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other materials related to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sort out the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arry ou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different target
groups based on the sorting results. After the survey,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feedback results. Results　 Finally, five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sorted out, inclu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etical element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diagnostic element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eutic element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lements and other
elements. A total of 32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p 10 elements in recognition we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processing, cutting, decoction, acupuncture, observation, yin and yang, meridians, cupping, massage, and
consultation. Conclusion　 The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lated elemen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and cre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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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科技与文化领域重要的组成

部分,历经千年实践与发展,早已深深融入人民日常

生活中。 在开展相关历史文化研究、创意设计、医学

研究等工作时,代表性中医药元素能够提纲挈领地体

展现中医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

义和研究价值。 结合新时代中医药发展需求,国家中

医药博物馆项目团队通过开展本次基于文献的中医

药代表性元素梳理及相关调研,以期为中医药相关文

化研究提供参考,为中医药元素创意设计提供灵感来

源,扩大中医药文化影响力。

资料与方法

1. 元素梳理资料来源:(1)中医古籍。 中医古籍

资料主要分为 3 类:①中医理论与临床类古籍;②中

药及炮制类古籍;③中医相关历史文化类古籍。 中医

理论与临床类古籍,如《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

要略》等;中药及炮制类古籍,如《雷公炮炙论》、《神

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中医相关历史文化类古

籍,如《三国志·华佗传》、《史记·扁鹊传》、《金史·
张元素传》、《清史稿·叶桂传》等。 (2)现代中医研

究成果,主要包括期刊文献及著作。 以“中医”、“中

药”、“元素”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

服务平台、维普网、读秀等中文数据库。 (3)中医相

关传统艺术作品。 补充搜索中医相关传统艺术作品,
以人工检索方式为主。

2. 元素梳理方法:①查阅中医古籍、现代中医研

究成果及中医相关传统艺术作品,总结提炼出中医药

代表性元素;②将所得元素进行整理归纳,初步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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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 类,包括中医理论元素、中医临床诊断元素、中医

疗法元素、中药元素及其他元素;③分别对 5 类中医

药元素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综述,以明确各元素的

具体意义及与中医药的相关性,最终初步梳理出中医

药代表性元素。
3. 调研对象与调研时间:本次调研以医务工作者

(包括中医药从业者、中医药学生)及社会公众为对

象,每位答卷者填写一份问卷,不重复填写,调研时间

为 2022 年 2 月 26 日 ~ 3 月 31 日。
4. 调研方法:本次调研以电子问卷方式,使用问

卷星软件发放和回收问卷,并发布项目宣传海报。 问

卷回收后由工作人员进行复核,剔除无效问卷、未作

答完全问卷、重复作答问卷。
5. 调研问卷设计:围绕调研主题,问卷内容包括

基本信息、代表性中医药元素认可度 (中医理论元

素、中医诊断元素、中医疗法元素、中药元素及其他元

素设计认可度)部分。 分别对前期梳理结果进行认

可度调研,并增加部分开放性题目。
6. 资料分析方法:文件调查结束后,研究人员对

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归纳和数据收集,并做描述性

分析。
结 　 　 果

1. 代表性中医药元素梳理结果:代表性中医药元

素可归纳为 5 类,包括中医理论元素、中医临床诊断

元素、中医疗法元素、中药元素和其他元素。
　 　 (1)中医理论元素———阴阳、五行、藏象、经络:
通过对中医理论元素进行挖掘,梳理出最具代表性的

元素,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精气学说、
经络学说。 中医根植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哲学思

想,其理论受道家、儒家、阴阳家等诸多学派影响,从
而形成了独特的思维体系。 中医认识人体、治疗疾

病,皆以中医理论为纲领,例如人体以阴阳特性进行

划分,背为阳,腹为阴;病理性质以阴阳特性进行划

分,则寒为阳,热为阴 [1] 。 五行学说将木、火、土、金、
水五行与五脏、五体、五季等相对应,运用相生、相克、
相乘、相侮的理论解释人体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影响关

系,也使得中医思维别具特色 [2] 。 藏象是指人体脏

腑及其表现于外的征象,通过观察外在,见微知著,总
结经验,判断疾病病因病机,从而进行诊疗,中医诊断

望、闻、问、切离不开藏象理论的支持 [3] 。 经络学说

是针灸学中的核心内容,也是针灸、艾灸、推拿等一系

列中医操作的理论基础 [4] 。
(2)中医临床诊断元素———望、闻、问、切:“望、

闻、问、切”是中医临床诊断的基本方法,在不借助外

在设备的条件下,通过观察、闻嗅、询问、把脉等诊断

技巧,四诊合参,辨证施治,整体调节。 四诊中最广为

公众熟知的便是“切诊”,即俗语中的“把脉”,同时中

医的切诊也包含按诊,医生通过对病变部位触摸按

压,分辨温、凉、润、燥、软、硬、肿胀、包块及患者对按

压的反应(如疼痛、喜按、拒按等),进一步推断疾病

的部位和性质 [5] 。
(3)中医疗法元素———中药汤剂、针灸、推拿、艾

灸、拔罐、三伏贴、膏药:中医治疗方法经历上千年的

传承与发展,不仅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疗效显著。
从最传统的汤剂、针灸,到三伏贴、膏药,无一不体现

着中医疗法的简、便、廉、验。 商周时代我国人民已开

始应用汤剂,距今已有 3000 多年,汤剂古称汤液,是
将中药饮片加水、酒或其他液体浸泡后再煎煮一段时

间,去渣取汁制成的液体剂型 [6] 。 针灸包括针法及

灸法,针法是指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把针具(通常指

毫针)按照一定的角度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

插等针刺手法来对人体特定部位进行刺激从而达到

治疗疾病的目的 [7] 。 灸法是以预制的灸炷或灸草在

体表一定的穴位上烧灼、熏熨,利用热的刺激来预防

和治疗疾病。 针灸疗法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疗效迅速

显著,操作方法简便易行,费用经济,极少产生不良反

应。 推拿指医者运用自己的双手作用于病患体表特

定的腧穴或不适之处,运用推、拿、按、摩、揉、捏、点、
拍等多种手法以防治疾病的方法 [8] 。 拔罐是一种以

罐为工具,利用燃火、抽气等方法产生负压,使之吸附

于体表,以达到通经活络、行气活血、祛风散寒等作用

的中医疗法。 三伏贴,即以“冬病夏治”为理论基础,
将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经由中药对穴位产生刺激,
从而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 膏药具有悠久的历史,
是传统中医药五大剂型(丸、散、膏、丹、汤)之一 [9] 。
中医膏药分内服和外用两种,内服称作膏滋,外用膏

药则类型更多。 传统中医的众多疗法具备操作简单、
价格低廉、效果显著等一系列优势,至今仍广泛应用

于临床,维护患者健康。
(4)中药元素———药材、炮制、中成药:中药学发

展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记载中药的经典著作数不胜数,指导历代医家

选药组方。 中药的性味、归经、主治、配伍、禁忌、炮制

等无不体现着中医学的特色,中药元素是中医学当之

无愧的代表。 中药材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对所

采集中药制成中药饮片、提取物及中成药。 古代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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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药 1892 种,对世界自

然科学做出了卓越贡献 [10] 。 许多药材人体不宜直接

服用,需要对原材料进行预处理(去除中药中的大量

毒性,清理无效的杂质,提纯药物的有效成分等),这
个过程就是“炮制” [11] 。 中成药是随着时代和科技的

发展出现的一种使用更为便利的中药制剂,基于特定

的中医治疗理论,遵照规定处方和制剂工艺统一加工

生产而成的药物,宋代时期官方机构“和剂局”已开

始负责生产和检验中成药,现代中成药上市需经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5)其他元素———名医、古籍、养生保健、百年老

店:除以上代表性元素外,历代名医相关的文学记载、
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中医养生保健之法、传承百年

的中医古迹、老店等,都是中医药文化不可或缺和广

为人知的精华部分。
2. 代表性中医药元素认可度调研结果

(1)基本信息:本次调研共回收 320 份有效问

卷,填写问卷的人员中,中医药从业者占比 21. 56% ,
中医药学生占比 9. 69% ,社会公众占比 68. 75% 。 其

中,中医药从业者工作单位为医院的占比 62. 32% ,
药企 为 8. 7% , 高 校 为 7. 25% , 中 医 药 出 版 社 为

4. 35% ,中医诊所为 4. 35% ,其他单位为 13. 04% ,个
体为 0。 在全部 320 份有效问卷中,日常生活里接触

过中医药的人员占比 94. 69% 。 提及对中医药文化

的兴趣,71. 88% 的人表示很感兴趣,27. 81% 的人表

示一般,仅 1 人(0. 31% )表示不感兴趣。 细究对于

中医药文化具体感兴趣的方面,中医治疗方法、中医

养生提及人次最多,中医诊断、中医理论和名医故事

次之,详见图 1。

图 1　 兴趣类别频次图

(2)认可度调研结果:对于已梳理出的代表性中

医药元 素 的 整 体 认 可 度 最 高 的 为 中 医 理 论 元 素

(71. 56% ),其次为中医疗法元素 (67. 50% )和中药

元素(66. 25% );中医临床诊断元素(57. 19% )和其

他元素(32. 50% )的认可度较低,认为都不能代表的

占 3. 75% 。 在中医理论元素中,“阴阳” (80. 31% )、
“经脉”(78. 13% )和 “五行” (70. 31% )的认可度较

高,“精气” (65. 00% )、“藏象” (55. 31% ) 次之。 在

中医临床诊断元素中,“切” 的认可度最高,比例为

90. 63% , “望 ” ( 81. 56% )、 “ 问 ” ( 75. 94% )、 “ 闻 ”
(75. 31% ) 次 之。 在 中 医 疗 法 元 素 中, “ 汤 剂 ”
(89. 06% )和“针灸” (88. 44% )认可度最高,“拔罐”
(77. 19% )和 “推拿” (76. 56% ) 次之。 在中药元素

中,“中药材及其炮制”(92. 50% )认可度最高,“经典

名方”(75. 94% )、“中成药”(71. 25% )次之。 在其他

元素中, “药膳 ” ( 75. 94% )、 “养生操 ” ( 75. 31% )、
“名医故事” (73. 75% )、“中医古籍” (70. 63% )认可

度较高,“百年老店”次之。 汇总全部元素的认可度

结果,排名前 10 位的依次是 “中药材及其炮制 ”、
“切”、“汤剂”、“针灸”、“望”、“阴阳”、“经脉”、“拔

罐”、“推拿”、“问”。
讨 　 　 论

作为一门兼具实践性与文化性的学科,中医学不

仅在临床中发挥着治病救人的技术作用,也是我国文

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处处体现着中国古代的哲学

智慧与文化传统。 然而其艰深的学术理论,灵活的用

药方式,以及复杂的哲学思辨系统,都让普通大众望

而却步,大大降低了中医的推广度,不利于中医学文

化的传承。 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医药元素,能够提

纲挈领地体现出中医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无论是

医学专业还是非医学背景的人都能够通过中医药元

素迅速产生感性认识,留下深刻印象,激发学习兴趣。
因此,挖掘代表性中医药元素,不仅有利于中医药相

关文化研究的开展,也能通过艺术创作使中医药形象

深入人心,具有不可忽视的实用价值和研究意义。
从调研结果来看,认可度排名前 3 位的元素中,

“中药材及其炮制”、“汤剂”占两位,可推测公众对于

中医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中药材、汤药”,中医临床诊

断元素“切”则体现了社会公众对中医诊断中的脉诊

较为熟悉。 基于认可度排名前 10 位的元素数据可看

出,“阴阳”、“经脉”是大众较为熟知的理论元素,“针
灸”、“拔罐”、“推拿”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医疗法

元素,而中医临床诊断元素 “望” 和 “问” 认可度也

较高。
基于代表性中医药元素的自身特性和认可度调

研结果,对元素的文化研究及产业应用提出以下建

议:(1)中医药文化及元素研究:汤剂、针灸、拔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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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等中医疗法元素,兼具临床实用价值和文化底蕴,
且公众关注度较高。 名医故事、古籍、养生等元素,公
众关注度较高且具有很强的推广性。 如华佗、张仲

景、李时珍等古代名医广为流传的事迹,故事性强且

具有较大的感染力,有利于引起公众的兴趣;中医古

籍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在当代流行文化中

也占有重要地位,说明社会公众对于中医古籍具有强

烈的好奇心与浓厚的兴趣,因此中医古籍作为中医传

统文化的载体在大众心目中具有很高的认可度;而中

医养生如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作为中医极具特

色的部分,与社会公众的健康息息相关,早已深入其

日常生活,自然具有极高的关注度。 故以上元素较适

合开展相关文化与元素研究,有利于扩大中医药公众

影响力。 (2)创意设计及产业应用:中药材、阴阳、
经脉等具象性的元素可用于创意设计工作中,这类

元素视觉性强、图像化空间大,内涵丰富,加之以一

定的艺术设计,有较强的可塑性和创作空间。 中医

药元素结合创意设计,可以应用于文创产业、服装

产业、影视产业、新媒体和新科技产业等。 例如基

于中药材原创绘画,可拓展至一系列诸如刺绣、书
签、台历、外包装设计等创意设计产出;基于中医理

论的虚拟现实体验游戏;基于中医药元素的文学艺

术(小说、剧本、漫画等)创作以“经脉循行”元素为

主题的原创服饰等。
代表性中医药元素及其二次创作应用于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在普及中医药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

公众的日常生活。 但是中医药毕竟属于医学学科,宣
传不当则可能造成公众误解或误用,造成健康隐患和

不良影响,因此,中医药元素的应用需要符合一定的

规范,如在表现中医理论元素“阴阳”时,考虑体现出

阴阳的哲学内涵,如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制约

等;在表现中医理论元素“五行”时,需能体现出五行

的生克制化之理;在表现中医治疗元素如 “针灸”、
“拔罐”、“推拿”等时,需符合临床实际操作规范,如
针具、罐具、推拿手法等均应契合临床。 中医药代表

性元素在具体应用时不能为迎合大众审美而进行随

意改动,需在美观、实用的同时保留中医特色,贴合临

床实际,而不至于使大众对中医造成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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