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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

中西医结合工作的点滴回顾

李顺成

作者简历 李顺成，男，!%$"年#月!日生，河北省唐山市人，!%&&年毕业于中

国医科大学儿科系，!%&#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学中班学习。!%#’、!%%"年在美国

加州大学洛山矶老年病研究、教学、临床中心及临床药理系从事实验及临床研究工

作。曾任北京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教研室主任，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中西

医结合学会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

合教研室教授，中国中医药学会顾问，兼任河北中西医结合学院顾问、名誉教授，黑龙

江中医学院艾滋病治疗中心兼职教授，日本东京传世医会中国医学研究院客座教授，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北京中医》、《中医杂志》（中、英文版）顾问。!%#(年提出

“正气虚挟瘀是衰老主要机制”的论点，并通过临床及实验研究逐步得到验证。创制

新药“益心通脉冲剂”（已获卫生部生产批号），对防治冠心病心绞痛和心肌炎等疗效甚著。主编及参与编写

论著!(种，代表著作有《中医临证基础》、《衰老的免疫应答》（英文）、《小儿肾脏病学》等。发表论文#"余篇，

主要 有“)*+,-./0,-1233*40-35,67*,8,96/1:;/1:/18</7*,8,96/1:;/1:-1=>>61-?@*1*+4*14*,1A?8
B,4*”、“正虚挟瘀是衰老的主要机制”、“衰老的免疫学研究”、“中医组方原理研究———益气养阴活血治法及

其组方的实验研究”及“益气养阴方的扶正解毒与延缓衰老作用的研究”等。其中(篇分别获卫生部科技进

步三等奖（!%%&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年）及北京市科技成果三等奖（!%C#年）。

! 中西医结合“抗老”研究

!%("年我从中医研究院西学中班毕业后，领导重新

安排我去临床工作。当时正赶上“大搞慢病快治”，在接

触病人过程中，见到多数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甚至“一人

多病”。这使我联想到老年病与衰老的密切关系，要想从

根本上减少老年病，应当注意“抗老”。随着临床实践的

增多，逐渐萌发了研究抗衰老问题的兴趣。

!%C&年领导让我筹建中西医结合教研室。为了

确定科研方向和研究课题，我曾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反

复酝酿后认为中医讲“理法方药”，从“治法”研究入手

可以点带面。最初是研究“益气养血法（当归补血汤为

主）的免疫调节作用”。因考虑到应结合临床实际，后

来就确定以“中医抗老方药（治法）作用机制“作为研究

的重点。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发现，老年小鼠免疫功

能明显降低，益阴填精、益气助阳方药可改善免疫衰

老。另一课题组还发现，老年大鼠血液流变性呈典型

的粘、浓、凝、聚的血瘀证变化。这些研究结果使我想

到衰老不仅有虚，还有血瘀存在。只有首先对中医衰

老的主要原因或可能机制有一个初步设想，才有可能

确定相应的抗衰老治法。为此，又经过反复分析发现

历代中医虽然强调“脏腑虚损”是衰老的主要原因／机

制，其重点仍是以“肾气虚衰”为主，抗老也多偏重补

肾。但结合中医学“肾主先天，脾主后天，先天生后天，

后天养先天”的论述，我们认为“肾虚兼脾虚（正气虚）

应是导致衰老的主要矛盾方面。而“虚久必瘀”或“老

年多瘀”，虚与瘀相互影响，因果交替，可能是促进老

化、导致衰老的主要机制。复习西医衰老学说基本上

也符合“虚与瘀”的特点，如神经内分泌功能减退说、免

疫功能低下说、修饰基因抑制作用丧失说等等属“虚”；

自由基代谢产物堆积、生物大分子交联等等属“瘀”。

据此，我们认为“正气虚挟瘀是衰老的主要机制，扶正

（补肾健脾）化瘀可能是延缓衰老的理想方法”。为探

讨抗老方药作用机制，自!%#(年开始，我们分阶段对

不同抗老治法（方药）进行了对比研究。首先观察了肾

虚与衰老的关系，用六味地黄汤补肾阴、八味地黄汤补

肾阳，结果补阴与补阳都能显著改善老年小鼠免疫功

能及自由基代谢，使增厚的肾小球基底膜变薄，使皮肤

年轻化，且八味地黄汤的作用优于六味地黄汤，表明衰

老确实有肾虚存在，其特点似是阴阳两虚偏于阳虚。

其后又按“虚久必瘀”的论点组成补肾化瘀的八味丹坤

方，并与补肾八味地黄汤和化瘀丹坤方（丹参、益母草）

进行比较，发现补肾化瘀方的抗老作用显著优于单纯

补肾或化瘀，说明老化机体是肾虚与血瘀并存。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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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验证“扶正化瘀（补肾健脾化瘀）法可能是延缓衰老

的理想方法”的论点，又通过体内体外实验对比补肾化

瘀八味丹坤方与补肾健脾化瘀八味参芪丹坤方的抗老

作用，结果发现后者对改善多种抗老指标均显著优于

补肾化瘀方。“以方测证”似可说明“正气虚挟瘀”可能

是衰老的重要机制，而“扶正化瘀法”确实是有效的抗

老方法。

任何一项研究成果只有经得起重复和检验，才有

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我们依据“扶正化瘀法”，又选

用其他补肾、健脾、化瘀中药组成新方“康寿饮”，检验

该治法的抗老作用是否有可重复性。研究发现，该方

不仅能改善免疫衰老、自由基代谢、!"#抗损伤及修

复能力、血液流变性以及肾脏老化，还可以延长小鼠平

均寿命，且以雄性小鼠最为显著。值得指出的是，其最

大寿命（$%&’$($)’*+,-%.）在雄性小鼠延长了/个月

（012345），雌性延长了36天（32765），进一步说明

“扶正化瘀法”是可靠的抗老方法。尽管我们在“抗老”

研究上有了初步结果，但有些问题还需深入探索。例

如，我们所说的“瘀”应当包括痰浊和血瘀，因“痰瘀同

源”，老化过程往往痰瘀并存，“扶正化痰化瘀法”的抗

老机理，正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课题。

0 中医药学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4768年我去美国进修时，有幸见到加州大学医学

院内科兼临床药理学系许家杰教授。许教授学识渊

博，临床经验丰富，不仅在西医方面颇有成就，在中医

药和中西医结合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很多贡献。许教授

知道我是搞中西医结合的，所以经常邀我介绍一些中

医药研究情况，讨论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在国外如何

发展等问题。由于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共同兴趣，使

我们产生了加强学术交流的愿望。4774年许教授正

式邀请我到他们的临床和实验室进行工作访问。有一

天，他谈到向校方提出建立一个“中西医研究中心”的

事，当时我就感到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做法，并表示积

极支持。我认为能在美国名牌大学建立一个中西医结

合研究的中心，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医药学的发展，促进

中医药学走向世界，这将是一个创举。许教授一方面

努力争取校方对成立“中心”尽快作出决定；另一方面

也希望我配合做些准备工作。经过讨论，我先写了一

个“关于在加州大学建立中西医研究、教育和临床中心

建议”的初稿，以供参考。为筹集基金许教授还邀我参

加座谈，宣传中医中药，争取社会知名人士对“中心”的

赞助和支持。经过许教授不懈的努力，4773年在美国

著名大学9:;#正式成立了“东西医学中心”（:+.<+=
*>=?%,<@A+,<B+C’D’.+），在当地引起了很大震动。正

象美国《世界周刊》发表文章所指出的“这是一项前所

未有的工作，这项工作也许有朝一日会触发一场医学

上的革命”。我们祝愿“东西医学中心”在发展中医药

学和促进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愿04
世纪中医药学和中西医结合医学全面走向世界。

（收稿：0114E1FE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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