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编者按：今年!月是本刊中文版创刊"#周年的纪念月，承广大作者、读者的关心和支持，本刊已由幼年

步入青年，并在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她应有的作用。为了庆祝"#周年来的历程，本期特开设“我

与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栏目，刊登部分专家学者来稿，以飨读者。

加强科学性 更上一层楼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上海"##$%%） 张家庆

我们的杂志已经"#岁

了，步入了青壮年时期。回

顾她的诞生是在一片反对的

叫喊声中脱颖而出的。当时

在广州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

会上，有不少人声嘶力竭地

声称：“中西医不可能结合！”

一些传媒也配合予以宣扬。

就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发起成立了中西医结合学会，接

着创办了本刊。所以说，本刊的诞生是非常不容易的。

本刊的诞生和成长证明了中西医非但可以结合，而且

可以结合得很好。

"#年来，本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除了中文版，还

出了英文版、日文版等，从国内到国外，影响越来越广，

真正进入了青壮年时期。本刊&’’’年度在"(#$种中

国科技期刊中（包括)))种医学期刊）“总被引频次

为%$"’，名列第&”；“影响因子”中同样在)))种临床医

学期刊中列第&"位，在中医药期刊中列第&位。本刊

内容非但包括了世界医学前沿的分子生物学、基因等高

级研究内容，也包括了基层园地、经验交流、短篇报道

等，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两者兼顾，深受读者欢迎。说

本刊是有关中医方面的权威刊物，丝毫不为过。就象

一个人从婴儿成长为青壮年一样，必然有个成长过程，

要学习许多东西，才能逐步成熟。因此杂志上还有些

不足并不奇怪，只要我们逐步改正提高。

目前正处于信息时代，医学知识的传播非常迅速。

我国又即将进入 *+,，医疗器械和药品的竞争非常

剧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科学性，使论文有

牢固的质量基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本刊主编陈可冀院士于&’’’年即提出在中西医

结合中应用“循证医学”的原则，对于加强中西医结合

研究的科学性非常重要，值得好好学习。以后应提倡

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较长时间的研究工作。

至于复方的组成、剂量及制剂方法是否应在论文

中公开，是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本刊已经有文章提

出这问题，认为应在论文中介绍，才能使别人有可能重

复验证。至于专利问题应另行申请专利保护解决。否

则论文大部分用了“秘方”，别人不能重复，无法推广到

国内外，很不利于与国际接轨。

论文中的方法学问题也十分重要。如果方法有

误，则结果必然是不对的。例如有一篇研究糖尿病肾

病的论文，用的指标是尿白蛋白排泄量，这指标本身不

如肾活检可靠，只能作参考指标。但如果方法上用的

是测定尿总蛋白而不是尿白蛋白，则整个论文的基础

就不存在了，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目前论文中还有一个并不少见的问题，就是一些

激素或微量化合物的单位错误。一些作者不清楚究竟

如何正确地表达数据，如：将!-./／0误为--./／0，将

!-./／0误为1-./／0，将12／0误为32／0等等，一错就

差了一千倍甚至百万倍。还有极个别的人缺乏科学道

德，抄袭、编造、杜撰文章的数据和内容，这是绝对不能

允许的。这些科学性的不足，除了要求作者必须认真

学习提高论文质量外，也要求审稿者十分认真仔细审

阅，千万不能批个“可用稿”或“退稿”就了事。有些审

稿人往往查阅了文献后才提出意见，就可严格把关。

此外，还要活泼版面，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精神，

加强读者来信栏，可以是读者有类似的研究或心得，三

言两语作个介绍，也可以是读者提出问题，由作者解答

或说明。在信息时代，有软盘投稿，电子排版，电子

邮件等。所以应加快稿件处理及刊出速度，使好的论

文能及早与读者见面。总之，我们希望本刊继续努力，

尤其是加强科学性，成长为"&世纪的一个“优秀青

年”！

（收稿："##&4#$4#(）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年!月第"&卷第!期

万方数据



喜看《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成长

福建省中医药研究院（福州!"##$!） 林求诚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岁了，已到了妙龄之年，

标志着走向成熟。今年年初

就传来了喜讯，据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年$
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扩刊版）》报道，《中国中西

医 结 合 杂 志 》$&&& 年 度

在%’#(种科技期刊中（包

括"""种医学期刊）“总被引频次为!(%&，名列第$
位；影响因子为$)"%#，在“影响因子总排序表中”列第

$!位，在"""种临床医学期刊中列第$%位，在中医药

期刊中列第$位。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坚持中西医结合方针，传

播中西医结合信息，创新性、科学性和实践性都很强，

内容丰富，覆盖面大，栏目办得很活，装订印刷量也在

不断提高。可以说，本刊是“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摇

篮”，它把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传播到全国，孕育了新一

代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并把中西医结合推向世界，起到

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本刊是一个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刊物，在普及的

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有临床部分，也有

实验部分，但主要的是临床，覆盖了临床论著、经验交

流、基层园地和短篇报道等(个栏目，论文质量年年提

高。临床试验论文中随机对照试验（*+,-）的比例，是

衡量临床杂志质量的重要标志。从科研设计方案论证

强度来看，*+,-论文是属于一级论证方案，它具有组

间可比性好，可较好地防止选择性偏倚的影响，纳入标

准和排除标准一致，诊断确切，结果真实可靠等优点。

据李廷谦等的统计分析〔本刊$&&&；$&（.）/(!"〕：本刊

$!$. 卷 共0!.!篇 论 文，其 中 属 临 床 试 验 论

文(!.’篇，其中属*+,-者&.’篇，占%%)!(1；随着

年份的增加，*+,-占临床试验论文的百分率有逐渐

增加趋势，第$卷仅占!)’1，第$.卷上升为(.).1，

标志着论文质量的不断提高。本刊发表的*+,-论文

数量是其他中医类杂志平均发表数量的$#倍左右〔本

刊$&&(；$(（$）/"#〕。听说美国设立了十多个传统医

学的实验中心，这些中心搞研究要找杂志，首先要找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可见本刊在国外影响之大。

当然，临床研究水平的提高是无止境的，随着循证

医学的建立，对临床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采用

前瞻性、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双盲及长时间的

观察，对疗法的评估不限于临床症状的改善和某些指

标的变化，而着重于对终末事件的评价。例如对高血

压防治不限于降压的疗效，而是着重于中风、心脏病及

肾病变等终末事件的发生率和病死率效果的评价。又

如对心力衰竭治疗的评价，是着重于对患者的生活质

量、再住院次数、病死率以及效果和费用相关的评价。

本刊$&&&年第$$期就发表题为“循证医学的提出对

中西医结合的启发”的述评。相信将来会刊登符合循

证医学要求的高质量临床研究的中西医结合论文。

我是在本刊的熏陶下成长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

者，本刊是我的良师益友，本刊是我终身继续教育的最

好课本。愿与广大中西医结合工作者一道学好本刊、

办好本刊。

（收稿：%##$2#(2$%）

杂志社是培养人才的园地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北京$###&$） 陈文绮

’#年代初，改革开放的

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百废待

兴，科技界也出现了发展与

繁荣的生机。中国中医研究

院前院长季钟朴教授团结了

一批西学中的中西医结合工

作者，创立了中西医结合研

究会（现称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中西医结合杂志》

（现为《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乃该会的会刊，正如中

华医学会有《中华医学杂志》，中医界有《中医杂志》。

中西医结合学会及《中西医结合杂志》是最年轻的，是

富有活力的一支队伍。中国医学界的第三支力量，就

在当时兴起。中西医结合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医药

学，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在临床上其疗效优于

单纯西医，或中医，因而受到广大患者的喜爱；其科研

成果也引起了国内外医药卫生界的重视。《中西医结

合杂志》编辑部成立初期，由当时的中国中医研究院西

苑医院院长陈可冀教授主持，他大胆创新办刊，自筹资

金，自负盈亏，在学术期刊的建设中开创了一条新路。

创刊初期我们就是向《中华内科杂志》、《中医杂志》等

老牌医学期刊的老大哥们学习取经的，现为《中华医学

杂志》英文版副主编孔华宇及已故《中医杂志》主编钮

思源同志曾给我们很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编辑部

聘用了中医研究院新毕业的!名研究生，这反映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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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人员素质方面是比较高的，编辑部力量较强。我有

幸参加了本刊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创刊工作，而我是从

西医临床医疗工作改行当编辑的，又是从西医转向中

医，工作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如编第!期英文摘要时，

作者姓名均应附汉语拼音，我未学过汉语拼音，因此出

了不少错误。英文当时还是检字排版，所以英文字母

大小写的错误也比较多。回想起自己当初的编辑水平

是很低的，在陈可冀教授的指导下，与编辑部的其他同

志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除了要同时学习“古今中

外”的医学，还要学习编辑业务，是在边干边学中逐渐

提高的。随着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杂志编辑部也

发展为杂志社。杂志社的组织建设工作比较正规，聘

请了各专业的专家教授成立了杂志编辑委员会，建立

了审稿制度，请编委或有关专业的同行专家审稿，提出

对稿件的录用及修改意见。每篇稿件都要经过审稿、

修改、加工后才发表，使杂志的学术水平提高，不断有

新的科研论文发表，扩大信息量，为杂志的高水平，高

质量奠定了基础。

"#年代以来，本刊已成为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之

一，其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反映了该杂志有较高的

学术水平。!"$"年日本东方医学会与本刊合作，出版

了日文版《中西医结合》杂志（季刊）。!""%年杂志社

又同时出版《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英文版（季刊），向

国内外发行，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期刊的风

格方面，我们也是“中西结合”的，期望更多的国外读者

对我们的杂志感兴趣，能了解本刊的内容。

本刊自!"$&年开始与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0-12345-0/367)1898-)）建立交换关

系，一直持续至今，自英文版杂志出版后，该杂志的交

换者来函表示，《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英文版将放在

他们的图书馆，供更多的读者阅读。本刊还与日本的

《汉方研究》、《中医临床》、《东洋医学杂志》等，以及德

国、新加坡、印度等!#余种学术期刊有长期交换关系，

对我国传统医药学走向世界起到促进作用。

:#年来杂志社在编辑与作者方面培养了一大批中

西医结合的人才，创刊初期不少青年作者，如今也都成

了某专业的专家了，有的已成为本刊的编委，充实了编

委的力量，更好的为中西医结合事业作出贡献。在杂志

社工作过的编辑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也有的考上了研

究生后出国了。目前杂志社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在兢兢

业业的为他人作嫁衣裳。杂志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多次

在全国科技期刊的评比中获奖。愿《中国中西医结合杂

志》越办越好，在中西医结合事业中增添辉煌。

（收稿：:##!;#<;!=）

我与《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麻省总医院

（70>>09(4>)??>@)-)50/A3>B8?0/，

A05C0517)1890/D9(33/，7E#:!!<FDE）

张群豪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以下简称《杂志》）已经:#
周岁了，这是全国乃至全球

中西医结合界的一件盛事。

第一 次 结 识《杂 志》在

!"$$年夏天，当时我在福建

省人民医院内科实习，有幸

师从《杂志》编委、中西医结

合专家林求诚教授。一天他拿出一本《杂志》，告诉我

这是我国中西医结合最新研究成果的真实写照，从此，

《杂志》便走入我的学习生活。当时中医学院的教学体

制，中、西医课程分别由中、西医老师各自承担，二者之

间缺乏沟通桥梁。学生尤其是临床实习阶段的高年级

学生，面对各种复杂的病情而不能有机地结合中西医

诊断治疗方法，往往困惑重重。《杂志》则一次又一次

地帮我答疑解惑，很快便成了我最喜欢翻阅的期刊。

!""#年，我成为中医学院的研究生，开始了中西医结

合的研究生涯，《杂志》成为我每期必读的期刊，指导我

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的良师益友。当时《杂志》中许多

有关“证”的现代病理生理学基础研究的报道，引起我

的注意。在林求诚和郑家铿老师的指导下，针对当时

研究“虚”（主要是脾肾）多“实”少，以及福建湿热重的

情况，我们制定脾胃湿热证的研究方案并与脾气虚比

较，得到的结果引起同行极大的兴趣。那时《杂志》中

另一个特别吸引我的栏目，是介绍中西医结合名家小

传及其箴言，激励并坚定我走中西医结合之路。那本

介绍几十名中西医结合名家的《中西医结合之路》特辑

我更是反复阅读，如数家珍。

!""&年我成了仰慕已久的《杂志》主编陈可冀老

师的博士生，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也使我有幸

见到《杂志》编辑部和编辑。记得考试的前一天，我到

研究生教室看考场，看到西苑医院门口挂着《杂志》编

辑部的门牌异常兴奋，马上经门卫指点跑到二楼编辑

部门口，驻足良久，当时的激动心情至今难忘。&年博

士生涯，《杂志》一直是我学习生活的一部分，每个月的

月末，我总是期待着她的到来。每一期的每一篇文章，

我几乎象读文学精品一样仔细阅读，并常常聆听陈老

师对《杂志》的一些独到见解。《杂志》无形中成了我进

行博士课题设计、课题实施、数据处理以及论文撰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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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老师之一；同时也是我建立中西医结合研究思

路、掌握中西医结合研究热点和最新动态的指南针。

分子生物学、血清药理学方法研究中医药、中药防治经

皮冠状动脉腔内形成术术后再狭窄等成为中西医结合

研究的新热点。当时我们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一致

的观点就是，离开《杂志》就不能做好中西医结合研究。

!""#!!""$年我在北京医科大学林志彬教授实

验室从事灵芝研究的两年里，《杂志》在我们应用中西

医结合思维方法进行灵芝的肿瘤药理学研究中也起重

要作用。!""$年，我到美国新泽西从事博士后研究，

虽然工作与中西医结合不沾边，心中还是特别惦记着

《杂志》，几个月后，我顺利地转到哈佛医学院，一天我

到哈佛医学院替代医学中心参观，非常惊喜地在其图

书馆发现了从!""%年以后的全部英文版期刊，异国他

乡重逢故友令我激动万分，当天我直到图书馆关门才

离开。此后不久，又在我任教的新英格兰针灸学院图

书馆发现了她，两个图书馆均把她列为重要期刊长期

订阅。《杂志》重又回到我的生活中，并对我的教学和

研究工作有巨大帮助。《杂志》成为课堂吸引学生的教

学旁证，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古老的中医学；同时也成

为我们麻省总医院替代医学高血压课题组进行辨证分

型论治高血压临床试验设计的最重要参考文献，该课

题成功地获得&’()**万美元资助。

回顾!*多年来，我的成长过程离不开《杂志》，多年

来《杂志》堪称我的良师益友。要说《杂志》还有什么不

足之处的话，希望《杂志》能尽快建好网上阅读系统，使

海外中西医结合界人士能在全球每一角落随时阅读；同

时增加海外中西医结合研究热点和发展动态的宣传介

绍，为中西医结合走向世界做更大贡献。愿《中国中西

医结合杂志》越办越好，愿中西医结合事业兴旺发达！

（收稿：+**!,*-,!#）

中西医结合治疗男性非淋菌尿道炎+.例
何春霖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医院（四川#+"+**）

!"""年!*月!+***年"月，笔者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

男性非淋菌尿道炎（&/0）患者+.例，并与单纯用西药治疗的

++例作对比观察，现报道如下。

临床资料 -%例患者均符合男性&/0的诊断（吴志华1
现代性病学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按就诊

的先后顺序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例，年龄++!-%岁，平

均.+岁；病程)天!*3%年，平均!"天；尿道口分泌物做456
检查：沙眼衣原体7&8阳性者!-例，解脲支原体7&8阳性者

)例，两项均阳性者+例。对照组++例，年龄+!!-.岁，平均

.!岁；病程$天!*3%年，平均!"3%天；尿道口分泌物456检

查：沙眼衣原体7&8阳性者!#例，解脲支原体7&8阳性者%
例，两项均阳性者!例。两组患者均有尿道口灼热、刺痛、微

痒，少许异常分泌物等症状。取尿道口分泌物涂片，在显微镜

（9!***）下见多形核白细胞（4:&）数均在%个以上。两组资

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具有可比性。

治疗方法 两组均服用罗红霉素胶囊（每粒%*;<，江苏扬

子江集团制药公司生产），每次!%*;<，每天+次，连服!-天。

治疗组同时加服自拟中药方剂：黄芩、黄柏、黄连、茯苓各!%<，

金钱草、车前草、旱莲草各+*<，黄精、栀子、知母、苍术、石苇、灯

心草各!*<，甘草#<，水煎服，每次+%*;=，每天.次，隔日!剂，

共服)剂。两组均在治疗前后取尿道口分泌物作4:&计数和

456检查。统计学方法：采用"+检验。

结 果

! 疗效标准 痊愈：症状、体征消失，456检查均转阴，尿

道分泌物涂片4:&!-个／(4。有效：症状、体征减轻，456检

查部分转阴，尿道分泌物涂片4:&!-个／(4。无效：未达到

有效标准。

+ 疗效 治疗组+.例，痊愈++例（"%3)>），有效!例，

总有效率为!**>。对照组++例，痊愈!#例（)+3)>），有效%
例，无效!例，总有效率"%3-%>。总有效率两组差异无显著

性，痊愈率治疗组优于对照组（!"*3*%）。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尿道口分泌物作456检查结果

见表!。456检查两组治疗前后的差异有显著性（!"*3*!）；

转阴率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3*%）。

表!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尿道分泌物456检查结果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456检查

沙眼衣原体
7&8阳性

解脲支原体
7&8阳性

两项
阳性

转阴率
（>）

治疗 +. 治疗前 !- ) +
治疗后 *# !# * "%3)$

对照 ++ 治疗前 !# % !
治疗后 -# +# * )+3)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3*%；与对照组比较，$!"*3*%
体 会 男性&/0在中医辨证中属“热淋”范畴，治宜清

热利湿通淋。自拟中药方剂中的黄芩、黄柏、黄连和栀子，具有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功，经近年的研究证实，上药有较广的抗

菌谱，对常见的病毒、真菌、衣原体和支原体等有抑制作用；金

钱草、车前草、茯苓、石苇和灯心草等有清热利湿，利尿通淋之

功效；苍术有燥湿健脾之功效；黄精、知母、旱莲草有滋阴作用，

知母尚能清热泻火。诸药配用则能清热燥湿、利尿通淋、解毒

泻火。自拟中药方与罗红霉素合用，既能降低病原体的耐药

性，又可协同杀灭、抑制病原体，从而提高了男性&/0的疗效。

（收稿：+***,!!,*! 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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