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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研究思路 

来源：不详 时间：2005年07月04日 关注： 【字体：大 中 小】 

      自1981年世界上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至今，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从援非医疗队的初步探索，到国内

自发散在的治疗、研究，发展到今天在政府领导和组织下开展大规模的医疗救助和多方面、多层次的科

学研究，二十年来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更重要的是有了

一支队伍、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可以说中医药已经迎来了治疗艾滋病的发展机遇。面对这种机遇我们中

医药界如何承担起我们应负的责任，如何更好地开展艾滋病中医药救治和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应该认

真思考的问题。中医药有自身的理论体系，以及独特的辨证论治方法，更有丰富的方剂及药物，我们要

充分发挥中医药的这些优势，加强协作，有计划地开展对艾滋病的治疗及研究。 

  一、艾滋病中医证候研究 

  艾滋病是一个新发疾病，中医历代文献中尚无艾滋病之名，近年来根据艾滋病的传播方式、流行情

况、发病特点、临床表现以及预后转归等方面，中医界人士提出了艾滋病应属于中医 “疫病”、“伏气

温病”、“虚劳”、“癥瘕”、“阴阳易”等范畴。这些疾病在病因病机、临床表现的某些方面、某些

阶段与艾滋病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其治疗方法、方剂药物可以应用于该病的治疗，但是艾滋病有其自身

独特的病因病机，以及自身独特的发展演变规律，因而上述疾病的理论均不能完全、确切地反映艾滋病

的本质及规律。艾滋病病程长、病情复杂，邪气伤正，既有邪毒（疫毒）侵袭的外感病特征，又有伤及

正气累及多个脏腑的内伤杂病的特征，因此已有的辨证方法既有部分的对应方面，又不能完全符合本病

的复杂情况。临床由于诊治例数有限，资料收集尚不充分，缺乏证候量化指标，数据也难以进行统计学

处理，尤其是患者病情、地域特点、感染途径以及医生的个人经验、思维特点不同，也决定了目前尚未

做出较统一的证候分类。 

  近20年来，中医药人员对于艾滋病的辨证施治、临床分型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分别采用了八纲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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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方法。查阅1988年以来的有关文献，艾滋病

的中医辨证分型共计约有30余种，从多角度进行了探讨，有先分期再分型者，即在现代医学对艾滋病的

病期划分、病情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再进行各个阶段的中医辨证分型；也有直接以中医的分型来表达艾滋

病病变的各种证候，并根据不同的病性、病位来指导临床用药；还有根据艾滋病的基本病机确定主要证

候随症加减者，以及对应主要症状进行辨证分型者。对于艾滋病的流行病学的调研及在此基础上的证候

分析者较少。上述研究对探讨艾滋病的证候规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这种辨证方法繁多、证候概念

模糊，缺乏较为统一标准的状况，给开展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临床研究带来了困难，也不易确定中药的新

制剂、新药临床观察的中医标准。可以说艾滋病的中医证候学研究是临床研究、药物研究的基础，因此

目前急需开展艾滋病证候的研究。 

  具体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遵循中医学传统的方法进行辨证治疗研究，遴选出医疗经验丰富的中医

临床专家进行诊察辨证，搜集临床资料，逐渐积累病例，不断进行总结与交流，到一定时期达到基本的

共识，制定出艾滋病的中医证候分类，其优点是保持了中医的特色，但这项工作需要较长的时间。另一

方面可以采用临床流行病学结合现代科学相关的方法进行中医证候学研究，在归纳整理文献和有关证候

辨证参考标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感染途径、病程、并发病症、实验室指标等因素，按照临床流行病学

及循证医学方法进行科研设计，开展艾滋病临床中医证候调查研究，纳入量化指标，采用生物统计学方

法进行分析，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以阐明艾滋病的中医证候规律。这项工作要进行协同作战，

内容设计要符合中医学理论，信息和数据要真实可靠，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出预期结果，为中医辨证

论治艾滋病奠定基础。 

  二、艾滋病辨证论治研究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对艾滋病这种新发病的治疗研究也不能脱离辨证论治。如上所述，艾滋

病有其特有的病因病机、转变规律及预后转归，其病程长、病情复杂、证候较多，因而辨证论治尤为重

要，应在中医证候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中医药对艾滋病不同病期、不同证候辨证论治的研究，初步制定

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方案，起到一定的指导、示范作用。 

  临床研究同证候研究一样也可以采用传统的辨证论治的方法，由有丰富中医医疗经验的临床专家现

场诊察，辨证论治，逐渐积累经验，不断进行总结与交流，探索本病的治疗规律，总结出有效的治疗方

药，加以推广。这种探索很有必要，是不可或缺的，具有较鲜明的中医辨证论治特色，但是这个过程也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病例积累，也常缺乏统一的客观指标和检测方法，且由于医生的辨证论治思路或水

平有一定的差异，因而较难做出疗效的评价。在目前抗病毒药物为主流治疗的情况下，可以先从下面几

个方面开展有严格科研设计的临床研究，如针对无症状感染者和艾滋病早期的中医药干预治疗、中医药

抗机会性感染的研究，以及中医药对抗病毒疗法减毒增效的研究。 

  1．无症状感染者和艾滋病早期的中医药干预治疗研究 

  目前抗病毒治疗有一定的适应症，2004年WHO根据临床表现、CD4细胞计数和血浆HIV-RNA提出“艾滋

病临床分期及抗病毒治疗指征”。对于部分感染者和患者，由于药物的副反应、费用以及耐药等原因，

尚不适宜抗病毒治疗。此期可根据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的体质、生理机能及心理状态、较轻的症状

表现、CD4细胞计数和血浆HIV-RNA，进行中医辨证治疗。确定合适的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进行前瞻性

同期随机对照临床研究,选择恰当的观测指标，判定中医药干预治疗的效果。为无症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及艾滋病早期患者筛选出确有防治效果的方药，制定出适宜此期的治疗方案，以达到改善患者体质和症

状，提高或稳定机体免疫功能和抗艾滋病病毒能力，延缓艾滋病发病进程的目的。 

  2.中医药控制机会性感染的研究 

  艾滋病多种、复发性的机会性感染是导致患者生存质量下降，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是艾滋病治

疗中的难题。目前用于治疗艾滋病机会性感染的药物如抗生素类、抗真菌类、抗病毒类、抗原虫类等有

几十种，都具有一定疗效，但也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问题，如使用时间较长、毒性较大、停药后复发率

高等。开展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常见机会性感染的临床研究，对于艾滋病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

艾滋病继发机会性感染的证候表现，从中医辨证论治的角度出发，结合病原学检查，探索机会性感染与

中医证候之间的关系，针对中医药有治疗优势的几种主要机会性感染，分别进行前瞻性的同期随机对照

临床研究，疗效评价不仅要注重抗感染效果，尤其要研究中医药的抗复发作用，筛选出针对不同机会性

感染有确切疗效的系列方药，制定出治疗机会性感染的中医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以达到改善患者

的生存质量、降低死亡率的目的。 

  3．中医药对抗病毒疗法减毒作用的研究 

  我国自制的抗病毒药物已向部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中的艾滋病患者免费发放，取得了肯定的疗



效，但也出现了毒副作用大、依从性差等问题，这是导致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针对我国抗病毒药物及

治疗方案的主要毒副作用，如消化道症状、骨髓抑制、皮疹以及肝脏损伤等。根据出现的不良反应的中

医证候特点，分别设计出合理的临床研究方案，筛选出有效减低抗病毒疗法毒性反应发生率、减轻毒副

反应症状的中药制剂，为不同的抗病毒方案提供有效的减轻毒性的药物，制定出中西医结合方案，改善

患者的依从性，阻止或减少耐药毒株产生，提高抗病毒疗法的疗效，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

特色的艾滋病治疗道路，以期达到花费最低，疗效最佳，毒副作用最小的目的，为提高我国艾滋病抗病

毒治疗水平，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三、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疗效评价研究 

  目前国际上对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物的疗效评价指标主要是病毒载量测定和CD4细胞数量检测。中

医药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对于不同病期、不同证候的艾滋病患者根据辨证论治原则，施以

对证的方药。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在减轻临床症状，提高病人免疫功能，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得

到了部分临床验证，但是对其疗效的评价尚缺乏肯定的共识。中医药对于艾滋病不同时期、不同证候，

治疗目标各有不同，若仅以病毒载量或CD4细胞作为指标来评价中医药的疗效，显然不能完全符合中医药

治疗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际情况。因此目前应积极开展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临床疗效评价的研究。 

  中医学的特色是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中医药治疗对机体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机体的调节作

用，涉及多层次、多环节、多靶点。因此临床疗效评价指标也应包括：临床症状改善、免疫功能变化、

生活质量评价、机会性感染发生率、生存期、病死率、发病时间以及发病率、病理生理学指标、生化指

标、心理状态以及病毒学指标等多个方面。必须根据不同的治疗目的确定恰当的评价指标。以中医基础

理论、辨证论治为原则，结合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不同病期，有所侧重地选择评价指标进行

疗效评定。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疗效评价的研究，尤其要突出中医四诊及证候特点，制定临床症状、证候

量化表和生活质量评价表，并尽可能采用现有的仪器设备，选用客观化、量化指标，综合评价中医治疗

艾滋病的疗效，制定出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疗效评价指标体系。 

  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疗效评价研究，可以通过对某一种或某几种药物或某种治疗方法的治疗效果进行

评价，更重要的是在方法学上要有所提高或突破，充分运用循证医学、临床流行病学、生物统计学等多

学科研究的方法，尽可能采用先进的仪器设备，提高中医疗效评价指标的有效性、客观性、可度量性

等，以期做出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疗效评价研究对于提高中医药治疗效果、开展中药新药研究以及

中药作用机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艾滋病的药物及非药物疗法研究 

  1．选择有研究基础的药物进行研究 

  抗病毒药物治疗艾滋病虽然取得了肯定的疗效，但也还存在不能完全清除病毒、药物毒性以及病毒

变异、抗药性等问题。因此许多国家的研究人员都在从中医方药中筛选治疗艾滋病的有效药物，采用不

同的方法，从各个方面和层次进行研究，包括从单味中药筛选、有效成分提取，到复方的综合效果，观

察中药的抗艾滋病毒作用或调节、增强免疫功能作用，并进行抗病毒作用靶点的研究。已涉及的药物多

达1000种，方剂数十个，单味药有效成分数十种，显示了一定的研发前景。因此应选择有较好研究基础

和临床疗效的药物，按照新药研究的要求进行抗艾滋病新药的研究。 

  2.现有的中药方剂和中成药筛选 

  在新药研究的热潮中，不应忽略现有中药方剂和中成药治疗艾滋病的研究。艾滋病病程长，病情复

杂，病变涉及多系统、多脏器，不可能期待以一种或几种药物进行治疗。中医学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在同疾病的斗争中，发现了8000余种药物和组成了数万首方剂，仅基本中成药就约有2000余种，可用于

治疗中医临床常见的各种病证。开展对已有中药方剂和中成药治疗艾滋病不同证候的研究，可在较短的

时间内为艾滋病的临床治疗提供系列药物，解决当前的治疗问题，为制定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临床方案

奠定基础。临床应用及药理研究表明多种中医药方剂及中草药具有抗病毒、抗菌、增强和调节免疫的作

用，针对不同的病情或病证应用于艾滋病治疗可以起到抗病毒、免疫重建、抗机会性感染等作用。前不

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了《用于艾滋病辅助治疗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申报临床研究技术要

求》，为治疗艾滋病的中药制剂制定了技术规范。 

  3.其他非药物疗法研究 

  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方法丰富多彩，如针刺、艾灸等方法已应用于临床，主要根据经络学说、五输

穴、五会学理论取穴，国内以及国外如澳大利亚、墨西哥、美国的临床资料均表明，针灸能够增强机体

免疫力及抗病能力，能较迅速地缓解艾滋病的各种症状，延长患者的生存期限。艾灸治疗也初步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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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独特的治疗效果，对于艾滋病腹泻、恶心呕吐、口腔溃疡、头痛、肢体疼痛等，具有缓解症状快、安

全无副作用、操作简单、费用低廉等特点。 

  艾滋病的防治任重道远，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并给予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持，我们应在各级政府的

领导和支持下，齐心协力，攻克难关，在与艾滋病的斗争中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 

  作者简介：谢世平，女，1955年出生。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秘

书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术委员会委员。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艾滋病的病理学检查及自我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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