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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

由感而发，对中医药精确化的思考

陆付耳

作者简介 陆付耳，男，$%&$年"月生，江西省都昌县人。$%’$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九江分院医学

系；$%’’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获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学位；$%%"年$月赴德国明斯特大学进修，$%%(
年!月获该校医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副所长，附属同济医院

中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医治则治法的基础研究，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的

临床研究；先后参与并完成多项国家及部省级科研项目；目前负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部省级科研

课题)项；发表科技论文)#余篇，参编专著*部，有!项科研成果获奖。现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

及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副秘书长及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副理事长。

应德国著名临床化学家+,-./001233教授之邀，

$%%"年新年伊始我就开始了赴欧求学之旅。当踏上

这个令我仰慕已久、具有先进的技术和优美的环境、哺

育着诚实的德意志人民的土地之后，我以前所未有的

热情和干劲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去。以分子生物学技

术为手段，我的科研项目很快取得了进展，首次发现了

胆固醇酯转运蛋白（4567）基因若干新的突变位点，并

分别阐明了它们各自对血脂代谢的影响，这一工作曾

在$%%!年美国心脏年会上交流并获得专家高度评价，

有关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48-9:;2<8=3》。

虽然此次赴欧求学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

生物医学科学技术，以便回国后更好地开展中西医结

合科学研究工作，但是作为一名西学中的科技工作者，

我一直关注着传统医学在德国的生存与发展情况。德

国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回归自然的绿色和平思潮促

进了传统医学在德国的发展，德国先进的制药工艺为

临床应用有效植物药制剂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证。这

些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利用假期和双休

日，我走访了若干中医药医疗和科研机构，并与德国同

行进行了学术交流。在明斯特基督教医院中医门诊部

临诊的第$天，一位病友的提问使我感受至深，终生难

忘。患者是一位主诉耳鸣&年的退休教师，先后在多

家私人诊所和大学医院治疗均无效，在久治不愈的情

况下抱着试试中医的心情来就医。患者病情辨证为肝

肾阴虚、肝风内动；拟滋阴补肾、平肝熄风为法，佐以行

气化瘀；处方为天麻钩藤饮化裁。我向患者解释了服

药的注意事项，当他问及每剂草药应加多少毫升水时，

可把我难住了。我实在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加水容积

数，我想了一想对患者说：“这取决于药味和药量的多

少，一般加水至刚刚使草药浸泡在水面以下”。他显然

不满意我的解释，最后还是带着几分疑惑离开了诊所。

所幸这位病友经过服用&剂中药后耳鸣大减，$#剂后

症状痊愈，复诊时他异常兴奋地向我讲述着他的康复，

“4>83,0809>,?-@:<,-，A:3.,-B2-！（中草药，奇迹！）”。

后来我和这位慈祥的德国老人成了忘年之交，我们常

常在一起讨论和交流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习俗和思

维定势。我说他所提的关于每剂草药加多少毫升水的

问题使我终生难忘，因为在中国从来没有病友向我提

出这类问题，说完我们都在会心的笑声中去品味各自

的文化渊源。

这位异国病友和朋友的提问使我遐想连翩，他不

但可以问每剂草药应加多少毫升水，还可能问更多更

为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这种药方应服用多长时间才有

效，疗程如何，一般需要几个疗程，可能会出现哪些副

反应，有何毒副作用等等。当然我不难凭经验告诉他，

但是我却难以精确地回答他。中药的显效时间、疗程

从来就是不甚确定的医疗参数，对于慢性病尤其如此，

对某一病证选某一方药可服$#剂，*#剂，$个月，*个

月，半年，$年，当然由于人群对中药反应性的个体差

异很大而疗程、疗效亦大相径庭，但是对于至少应服用

多长时间不显效才能最后判定该药方无效则是心中无

数。在临床上同一患者先后就诊于不同医生而用不同

剂量和疗程的同一方剂则疗效迥然的例子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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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中草药的剂量和疗程难以把握，医生和患者都

对某一有效方药失去信心的情况屡见不鲜。中草药在

很多人看来没有副作用，但是越来越多的临床实践和

实验研究证明，中药的副作用不容忽视，中药不是没有

副作用，而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它们的副作用。也许

临床!剂草药加多少毫升水并非性命攸关的大事，但

面对异国朋友的提问，我联想到中医药在理论与操作

量化方面的不精确性。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原因也许

这种不精确性正是中医药的某些特色，根据目前的系

统模糊理论还可谓之为优势，然而也正是这种不精确

性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医药学的进一步发展。不

仅在中医药临床实践我们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问

题，而且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也常常遇见模棱两可的概

念和范畴，不难想象这些不确定性会导致医疗实践的

低效、实验观察的失误和逻辑推理的偏差，从而给中医

药学的发展留下阴影。因此可以说，中医药的精确化

是中医药现代化必须突破的瓶颈。

如何实现中医药的精确化，中西医结合"#年的理

论与实践对此作出了不懈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

而它依然是我们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中

医药固然有其自身特点，而不可能也不必如现代医学

那样过分强调精细具体，但我以为中医药的精确化应

以可重复性、可操作性为基础，仍应加强分析性研究。

（!）继续深入开展证的规范化研究，对临床常见证型的

诊断标准研究要优先支持；根据目前情况很难找出证

的与现代医学单一对应的“金指标”，但是可以采用临

床流行病学方法和多因素量化分析方法建立相对特异

性的诊断模型，为临床辨证客观化提供依据；（$）加快

中药的临床药理学研究步伐，尤其对常用中草药和中

成药要加强剂量和疗效、疗程与疗效、剂量和疗程与副

反应等相互关系的研究，从而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处方

用药的盲目性；（%）加强方剂配伍与药效的相关性研

究，深入研究常用方剂中各组成药味配伍的科学性，进

一步验证针对主证选方、对附加症进行药味加减的合

理性；（"）加强中医理论体系中术语的标准化研究，使

其逐渐成为具有明确界定意义和科学内涵的概念和范

畴。总之，只有大力加强中医药的精确化研究，才能从

根本上提高中医药学的学术水平。

（收稿：$##!&#%&$$）

接受韩国记者采访记

王学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北京!###%"）

作者简介 王学美，!’("年’月出生于天津，!’))年在天津中医学院获医学硕

士，!’’!年在北京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现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硕士生

导师。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延缓衰老的研究工作，曾承担五子衍宗液临床与实验等研究课题，主要论著

有“线粒体*+,损伤在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中的研究思路”、“五子衍宗液延缓衰老的临床研究”、“五子

衍宗液对雄性大鼠下丘脑单胺类递质、性激素及生育能力的影响”、“降脂软脉灵对成年及老龄大鼠主动

脉病理形态学研究的影响”等，其中“五子衍宗液对雄性大鼠下丘脑单胺类递质、性激素及生育能力的影

响”被评为《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年度优秀论文二等奖。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五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第六届编委会编委。

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很长时间，且发生在异国他

乡，但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十分深刻，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年春天，我刚到韩国不久，当时我应邀

在韩国汉城大学天然物研究所进行中西医结合的研

究。因为我是学医的，所以对韩国医学界的情况也就

格外关心。我发现韩国医学界的气氛异常，见不到我

在国内所熟悉的那种和谐，韩医（相当于我国的中医）

和西医之间的纠纷愈演愈烈，相互游行示威，还举行罢

工罢业。我尚未搞清这是为什么，这天，我像往常一样

按时来到研究所，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我们研究室的

韩国朋友金明珠急急忙忙地找到我，说所长找我。我

随她到所长办公室，张日武所长带着严肃的表情说，你

是中国中西医结合科副教授，在韩国尚没有这门学科，

一些韩国报社的记者听说你在这里进修，想对你进行

采访，希望你介绍中国的中西医结合制度，《中央日报》

社有一名专栏记者是我的朋友，请你抽空见一见他。

听完所长的介绍，我有些紧张，因为我是搞学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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