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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证候诊断的规范化是中医学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主要对证候诊断的规范

化研究工作进行了回顾分析，重点讨论了今后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提出了：（1）病证结

合及以方测证是研究的主要思路；（2）在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及病例回顾的基础上，遵

循临床流行病学原则，进行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的临床研究，运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

法对证候诊断标准进行系统评价和完善是研究的重要途径；（3）加强四诊客观化研究，

并在系统生物学的引领下，展开组学研究是目前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重要环节；（4）

数据挖掘技术及计算机智能的发展是研究的重要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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