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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思维方法研究述评


邢玉瑞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４６）

摘　要：２０１８年中医思维研究呈现出开放、多元的态势，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体现在象思维研究仍然

为中医思维方法研究的热点，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培养问题得到普遍重视，中医思维研究的方法论得到初步讨论，

中医思维方法也拓展应用于中医学之外的领域。相对而言，对中医临床思维研究重视不够，缺乏创新，对中医思

维方法体系框架关注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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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中医思维研究承袭了近十余年来的趋

势，仍然为中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发表有关

中医思维的论文 １２０余篇，大多聚焦于象思维研

究，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得到普遍重视，同时呈现

出开放、多元的态势，涉及到认知科学、系统科学、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及技术，现将研究情

况予以总结分析。

１　象思维研究为热点

２０１８年发表有关象思维的论文３０余篇，涉及

象思维的渊源、思维机制、创新机理、思维特点以

及具体运用等诸多方面。

关于思维渊源与机制研究，董国庆等［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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