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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植物医学的“治未病”与“预防为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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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治未病”是中医学的重要特色和优势,是《黄帝内经》预防与治疗学的重要理论.“治未病”思想从萌芽、形

成、积累到成熟,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历代医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总结与升华.无论是医学、动物医学

或植物医学,“治未病”与“预防为主”都有契合之处,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从中医之“治未病”,植物医学之“治未

病”,以及“治未病”与植物保护之“预防为主”3个方面进行讨论,以期使中医“治未病”的理论和方法在植物医学、

植物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更好地发扬光大,并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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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and“PreventionFirst”ofPlantProtectio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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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eventivetreatmentofdisease”isanimportantcharacteristicandadvantageoftraditionalChi-
nesemedicineandanimportanttheoryofpreventionandtherapyinTheMedicalClassicoftheYellow
Emperor.Thethoughtof“preventivetreatmentofdisease”hasexperiencedthousandsofyearsofdevelop-
mentfromgermination,formation,accumulationtomaturity,whichisthesummaryandsublimationofthe
combinationoftheoryandpracticeofancientdoctors.Whetherinmedicine,animalmedicineorplantmedi-
cine,“preventivetreatmentofdisease”and“preventionfirst”havemuchincommon.Thepresentarticle
discussesthisissuefromthreeaspects:the“preventivetreatmentofdisease”conceptoftraditionalChinese
medicine,the“preventivetreatmentofdisease”conceptofplantmedicineand“preventingdisease”vs“pre-
ventionfirst”inplantprotection,soastoputthetheoryandmethod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pre-
ventivetreatmentofdisease”intothepracticeofplantmedicineandplantprotectiontheoryandgetbett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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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之“治未病”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先人在《黄帝内经》(《素问》与《灵枢》)中就提出了“治未病”的理念,也是我国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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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医学论著提出的预防医学观点,经过历代医学家充实和提高而渐成中医预防医学体系[1].中医防病

治病理论体系中,“治未病”的思想包含“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3个方面含义.“治未病”贯穿“预

防为主”与“防患于未然”的科学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含义深刻,意义重大.虽其距今时代久远,但“治未

病”在治病、治国、治事、治人上的科学见解,使后人不得不折服,其思维的高超为历代后人提供了永无止

境的学习与科学实践课题[2].
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

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文中的所谓“圣人”是什么人? “大而化之之

谓圣”(《孟子·尽心上》),眼界宽,境界高,能以天人合一的大道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当然也包括掌握人

体自然变化的规律,这样就具足了圣智妙用的能力,这就是圣人[3].圣人是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圣人是不治

已患治未患的.所谓“治未病”,就是治违背人体自然变化规律的毛病[4].所以,掌握人体自然变化的规律非

常重要.现代医学工程技术和分子遗传学、分子病理学等现代科学为掌握人体自然变化规律提供了越来越

多的方法.中医并不排斥利用这些新方法,实际上,现代科学技术更加发扬光大了中医理论.

2000多年前西汉《淮南子·说山训》中写道:“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

患,故无患”.良医治病之所为,等同于圣人治患之所为.在中国的传统医学里,给了良医多么崇高的地位!

在唐代,名医孙思邈(公元581-682年)提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

也就是说,最厉害的医生是治未病[5].
人的疾病的发展过程包括微而未显,显而未成,成而未发,发而未传,传而未变,变而未果的全过程.

“治未病”的理念可以概括为以健康为核心,包括无病养生、防患未然,欲病救萌、防微杜渐,已病早治、防

其传变,病后调摄、防止复发等方面的基本内容[3,5].以健康为核心,贯穿个体化、积极主动地开展防治结

合的全程养生和预防的理念.

1.1 防病保健

人的先天禀赋(含遗传)和后天生活相融合而形成身心整体素质.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体质,体质的偏

颇往往是导致疾病发生的基础性因素.因此掌握人体自然变化的规律,了解自身的体质特点,采取相应的

保健措施,及时进行健康调养,增强对疾病的抗御与免疫能力,调治心理、健身运动、合理饮食、科学用

药,则可以达到有效地预防疾病、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1.2 欲病救萌

疾病虽未发生,但已出现某些先兆,是疾病处于萌芽状态,应该早诊断、早治疗,防微杜渐,把疾病消

灭在起始和萌芽状态.《医学源流论》中提到:“病之始生浅,则易治;久而深入,则难治.”

1.3 已病早治

把握疾病的传变规律,在疾病发生的初期,及早治疗,就能及时防止或阻止疾病的发生、蔓延、恶化或

传变,可达到易治的目的.

1.4 继续康复

疾病初愈或处于疾病尚未发作的间歇期,症状消失,但还没有完全痊愈期间,还要继续调理,直至完

全康复.

2 植物医学之“治未病”
与人类和动物一样,植物在它们的生长发育的全过程中,也会不健康,会生病、招虫.与人类和动物不

同的是,植物通常是不能随意移动的,不能以运动方式避害;这一方面使得植物的致病致弱的因素很多,

另一方面使得植物演化出名目繁多的抗病、抗逆、免疫等机制[6].导致植物不健康的因素,或称为“害源”有

很多,其中包括生物因素,如病、虫、草、鼠害等;也包括非生物因素,如营养、环境因素、旱涝、生理性伤

害等;也有植物自身的遗传因素.根据预防植物医学的特点及各个特定作物生长阶段及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2 植 物 医 生        http://xbbjb.swu.edu.cn       第34卷



各种“害源”,及早采取“治未病”的措施,做到未病先防,欲病防发,已病防变和病后防复.主要措施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2.1 选用优质种苗

选育与利用优良作物种苗,具有高产稳产、抵御非生物逆境(干旱、盐碱、重金属污染、异常气候等)、

免疫生物侵害(病虫害等)、水分养分高效利用和品质优良等性状,大幅度节约水肥资源,减少化肥、农药

的施用,适宜机械化作业或轻简化栽培.

2.2 土壤营养与免疫

优良的土壤中具有适合于种植作物的各种指标[7].包括物理指标,土壤质地(黏土、壤土、砂质土)、土

壤的容重、耕作层深度等;营养指标,包括有满足植物生长的有机质含量、各种矿物营养元素、适宜的pH
值;生物学指标,包括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微生物、蚯蚓、土栖食屑性昆虫等);没有或极低的污染物质(重

金属、农药残留)等.如果土壤达不到特定作物生长发育的指标,就要采取措施,改良和处理土壤,保持和

提高土壤肥力,使其达到适合作物生长的需求[8].

2.3 科学耕作与管理

在植物的各个生长阶段,采用合理的耕作方式、合适的栽培技术、科学的水肥管理措施,防治病虫草

害,保证植物健壮健康[9].合理的作物布局,科学的撂荒、休耕、轮作、间作、套作与混作,提高抵抗病虫

害的能力.

2.4 及时补救

在非生物害源中,如不利的(不是极端的)环境条件引起的问题可以自然消除,植物可以很快恢复健

康;缺肥、缺微量元素、以及旱涝等问题,也可以采取补救措施,使植物恢复并保持健康.

2.5 借助新技术

现代农业新技术,为“治未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及诱导免疫,提高了作

物的丰产、优质、抗病、抗虫、抗旱、抗寒、抗盐碱等能力;使用特殊的化学物质可以改善植物的代谢活动,

人为调节植物的生长与发育;节水保水技术、智慧农业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通讯技术、生物防治技

术、植物害源鉴定与植物健康诊断技术等,也为“治未病”带来了新的技术革命和有力保障.

3 植物保护之“预防为主”
早在195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了提高农作物生产必须执行的八项措施,就是“土、肥、水、

种、密、保、管、工”(土:土地与土壤,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合理施肥;水:合理灌

溉,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优良作物品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

田间综合管理;工:改良工具)“八字宪法”.它抓住了作物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和综合管理的关键技术,为

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保”与其他7个字有着密切与不可分离的关系,土、肥、水、种、密、

管、工各有自己的内容,又都起着“保”的作用,只有全面贯彻好农业“八字宪法”才会起到“治未病”的目的.
早在1975年,当时的国家农林部在全国植保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工作方

针.这一方针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群众性,是广大群众和农业科技工作者长期同农作物病虫害作斗争的

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对于克服植物保护偏赖化学农药的倾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植保工作方针的内容是“防

治病虫害要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因地、因时制宜,合理运用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措施,达到经

济、安全、有效地控制病虫为害的目的”[10].预防为主,把“防”字作为指导思想,根据具体情况,针对一定

区域作物的主要病、虫、草害在需要和可能的范围内,优先选择安排能起预防作用的防治措施或方法,就

是“治未病”的具体实践[11].
保护作物,防患于未然.加强植物检疫,防止外来生物入侵,做好预测预报,防止新的危险性病虫草鼠

害入侵、扩散、迁飞与蔓延;改变适宜于有害生物生长发育的条件,创造不利于病虫滋生和繁殖的环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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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使病虫找不到“温床”和“土壤”;培育和使用抵抗病虫害能力强的种子苗木;合理布局农作物(作物种类

及品种),实行合理轮作,加强作物栽培管理,发挥各种农事操作活动和农业技术措施,保证植物健康生

长;挖掘植物抑制、减轻或阻止病虫害发生的巨大潜力;把施用农药作为防治植物“害源”的最后手段,并

尽可能减少施药次数、浓度和范围,保护农田生态环境中大量可消灭害虫的天敌.

4 结论

在中医学上,“治未病”,蕴藏着祖国医学伟大而丰富的预防学、养生学、保健学和康复学的思想与理

论,而且这一思想与理念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仍不失其光辉.在植物医学与植物保护上,“治未病”与“预防

为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治未病”更蕴藏着博大精深的内涵,值得我们去继续挖掘,在实践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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