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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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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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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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从来未同记者面对面打过交道，此次我是以个人

身份来韩进修，但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医生，韩医

和西医间的纠纷这么厉害，我能很好地把我国中西医

结合的情况介绍给韩国人吗？带着这些疑虑，我向中

国驻韩国大使馆公报官陈池做了汇报，并得到了他的

肯定和鼓励，他还盛情邀请我择日在大使馆内接受采

访。

这天，春光明媚，晴空万里，大使馆院内鲜花盛开，

采访就在使馆院内假山小亭子里开始了。记者先生仿

佛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先和我拉起了家常，问我到韩

进修生活上是否习惯，对韩国的风土人情有何印象，并

请我介绍太极拳对身体健康的好处。然后，他话题一

转进入了正题。他说，当今韩国韩医与西医各为一家，

水火不容，不断发生纷争，相互攻击，倒霉的是普通患

病百姓，最近韩医与西医间纠纷原因是政府正在考虑

允许西医药剂师在经过培训后调配中药，但韩医坚决

反对，此事已成为韩国社会上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中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搞得很好，中西医相得益彰。

你作为旁观者谁是谁非或许看得更清楚，请谈一谈对

韩国韩医与西医纠纷的看法。坦率地讲，对他的提问

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我只是一个客座学者，作为第三者

对韩国内政说长道短显然是不合适的。为了不引起误

会，我并未直截了当地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从介绍我国

中西医结合情况拉开了话题。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回

顾了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工作在中国发展壮大

的过程，以及当今世界医学界广泛接受中西医结合的

情况，着意说明了目前中西医事业已成为国际医学界

不可阻挡的潮流，今后发展前景光明。我还特别引用

一些病例向他说明中西医结合疗法优于纯中医或纯西

医，中西医之间不是敌对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伙伴。

洪记者听得似乎入了神，显得特别激动，听完介绍后对

中国的中西医结合制度赞不绝口，连声说这是中国人

民的福气。他还当即表示他对我的采访要写成两部

分，一部分刊登在报纸上，重点介绍我学习中西医结合

的经历和太极拳等医学知识，另一部分，重点阐述中国

的中西医结合制度，为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他要通过

他的一位老朋友呈送国家决策人参考，他还向我索要

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不久，《中央日报》在健康版刊登了洪记者对我的

专访和我的大幅彩照。由此，我与洪记者也成了朋友，

经常保持联系，洪记者告诉我，他写的有关材料受到韩

主管部门的重视，但韩国不是中国，政府缺乏权威，一

时还难以开展中国的中西医结合制度，但他深信，利国

福民的中西医结合早晚会在韩国开花结果。此后，许

多韩国朋友也慕名找到我，要求我为他们看病或介绍

中国中西医结合的情况，有人甚至要我教他们太极拳，

对此，只要可能，我有求必应。在这一过程中，我心中

也常泛起一种宣传中西医结合事业为国争光而带来的

喜悦。

两年后，我回到祖国，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但这

件事却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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