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指脾主／失运化与药动学的生理／病理生理密切相

关。这项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并

获得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 生物方剂分析中医药学的意义 有利于阐明

方剂整体药效学实验的本质，即方剂什么成分作用于

机体；同时对证本质研究有所帮助，方剂吸收入证机

体体内并诱导了母方疗效的成分，其疗效的效应指标

可能就是证的特异性客观指标；生物方剂分析整体药

效学实验，是指在方剂吸收入生物体内成分分析指导

下的方剂对生物机体的作用研究，进行方剂对生物机

体整体、活体的生理／化指标、病理生理指标的影响研

究，能够逐步阐明方剂药效学机理；能够获得相对正

确的方剂离体药效学实验结果；在方剂吸收入体内成

分测定的指导下制订质量控制标准，为进一步确定将

方剂体内药效物质作为质控标准打下了基础；如果将

方剂吸收入体内且能诱导母方疗效的靶成分，作为复

方中药新药，则可能彻底改变中药粗大黑、疗效难以

重复、难以有特速显效的面貌。

（收稿："##"$#%$"!）

中西医结合医学基础研究发展的

切入点探讨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

李澎涛

中西医结合医学基

础研究是以中医药学辨

证论治理论与实践为核

心，利用现代生命科学的

理论、技术与手段，开展

的两个医学体系相互渗

透、补 充 的 医 学 基 础 研

究，是我国生命科学体系

的特色之一，是实现中医

药现 代 化 的 重 要 途 径。

其研究成果将成为解决临床重大疑难疾病治疗方案

与技术的理论指导。

经过老一辈中西医结合医学家四十余年来的不

懈努力，中西医结合医学在“活血化瘀”、“针刺镇痛”

等许多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绩，其理论与实践

成果已成为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藏

象、经络、四诊、证候、方药及治病机理等领域广泛而

深入的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医学基础研究的理论发展

做了充分的理念上的准备。

展望新世纪中西医结合医学基础研究，其深入发

展应以建立现象理论的构型为目标，以能够贯穿藏

象、经络、四诊、证候、方药及治病机理的病机理论假

说的研究为切入点。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

% 中医病机理论是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核

心，是联系机体生理与病理过程的纽带。中医学强调

病因病机，突出的是病机分析。藏象是病机转变的基

础，病机变化是四诊所得征象产生的条件，是证候形

成与演变的物质基础，是立法处方用药的依据。因

此，揭示中医病机演变的现代科学内涵，建立以生物

学理论为基础的中医病机新概念，是实现中医理论全

面发展的关键，也是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医学新理论

的基础。

" 疾病谱变化导致的现代生命科学理念变化为

中西医结合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当前，

人类疾病发生了由细菌等微生物感染的单因素致病

向以生活方式、心身不适等多因素致病为主的转变，

疾病谱改变带来的医学模式的变化，使得国际生物医

学界日益重视生命机体对外界环境反应与疾病发生

发展的密切关系，由重视病因逐步向着重视对病理过

程的分析与治疗发展。特别是功能基因在发病中的

作用研究，必将形成整体性的发病学理论模式。这些

都将是中西医基础医学结合的位点。

从深化病机研究入手，进行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基

础理论构型，需在两个途径进行深入工作。

% 既往大量基础研究成果的系统比较与理性归

纳，形成中西医结合基础医学的框架。应该说，四十

余年藏象、经络、四诊、证候、方药及治病机理的基础

研究，均在不同角度剖析了中医学生理、病理及治疗

的生物学内涵，但总体上缺乏理论衔接。因此，以功

能表述为特性的病机研究，要建立在上述现代研究的

系统比较与理性归纳基础上，实现人体功能信息的整

体性认识，形成中西医结合基础医学的框架。上个世

纪末期，随着方剂关键问题的讨论才提出了“病证结

合，方证关联，理、法、方、药统一”的现代研究思路，显

示了关联性比较研究的学术优势。

" 中、西医基础理论研究互相补充，特别是现代

医学对病理过程及病理产物致病的研究成果，用于揭

示中医学的病机理论内涵，是病机深化研究的理论途

径，是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交融点。这项研究不应是

对中医病机理论的解释，而是关乎藏象、经络生理病

理变化的深入认识，并深刻揭示产生诸种临床表现和

证候的生物学机制，产生治疗思路的革新而显著提高

临床疗效。如中风病“毒损脑络”病机是中医学关于

络脉气血渗灌功能、脑神经与现代微循环、内生毒性

物质致病理论的结合产物，不仅深化了络脉生理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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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而且其指导下发展的中风病解毒通络治法与方

药显著提高了中风病的临床疗效。

目前，已具备了实现上述中西医结合医学基础研

究发展目标的条件。

! 人才知识结构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在老一

辈中西医结合专家的精心培育下，以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博士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已经形成。这批队伍多

为中医本科甚至硕士研究生的知识背景，在整体性把

握中医学理论内涵上具有较大优势。同时，在硕士及

博士研究生阶段，又较全面、系统地进行了现代生命

科学理论与技术的培养。因此，整个研究队伍在两个

医学体系交互性研究与发展上的主动性较高，能够比

较准确地贯彻中医学的基本思想，这也是建立新的医

学理论构型的根本保障。

" 深层次研究与发展的技术条件基本形成。中

医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建立了基本满足中西医

结合医学基础研究的实验室条件，有些实验室的技术

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国内相关生物科学实验

室建立了较完备的开放机制，可实现深层次研究的技

术整合。同时，诸如复杂科学、数据库知识发现、计算

机智能仿真技术等各种先进的理念与技术已引入中

医药的研究工作中，大大加强了数据与知识的利用能

力，也将使理论构型的科学水平获得有效地提高。

（收稿："##"$#!$#%）

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江西中医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南昌&&###%）

马超英

近年来，随着细胞和

分子生物学的超常发展，

生命科学有许多重大的

突破，对生命现象的认识

已深入到分子水平，在更

深的层次上揭示了生命

的本质。不少科学家断

言，本世纪生命科学的任

务将是整体生命科学的

突破，这给有着几千年历

史的传统中医药学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中医学的理论框架主要构建于科学技术不够发

达的《内经》时代，经过"###余年的不断补充和发展，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其显著的特征有二：一

是理论体系和临床思维模式具有丰厚的中国文化底

蕴，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

的整体观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等；二是与现代科学技

术关系不密切，甚至存在严重脱节现象。随着现代科

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种医学体系的弊端就越来越明

显；如理论缺乏现代科学的内涵，诊断技术的落后，治

疗手段和方法的单一，药物剂型的陈旧，以及重道轻

器、重文轻理、重宏观轻微观、学科分化不够等等，严

重制约了中医学的发展。因此，中医要实现现代化，

方法学的研究是必须先行一步的。就基础理论研究

来说，我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首先，要妥善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继承是

基础，发展是关键，要始终把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

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要坚决打破传统的以思辨为主

的研究框架，大胆引进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现

代系统论思想和方法、现代实验方法，对传统中医药

理论的核心，如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

病因病机学说、治法治则学说、预防学说等，进行系统

的研究，通过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去伪存真，去粗

存精，使中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内容的表述达到规

范化和标准化，用现代语言阐述其内涵和外延，这是

中医走向世界的先行条件。

其次，中医诊断是中医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医诊断方法的落后，是制约中医发展的重要因

素，传统的望、闻、问、切已远远不能适应临床的需要。

因此，应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现代

生物技术对中医诊断方法及其相关理论进行研究；通

过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学的原理和方法，如证候的流行

病学调查、循证医学、数理统计学中的多因素分析方

法、模糊数学方法等，对中医证候诊断标准进行研究，

使中医证候的诊断指征判别更加标准化和规范化，使

四诊信息的采集更加微观化和客观化，从而减少人为

的主观辨证的失误率。

第三，“证”是中医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辨证论治

是中医学区别其他医学的一大特色，“证”的研究也是

制约中医学发展的瓶颈，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深入研

究，必然要触及“证”的本质研究。我认为，证候组学

的研究应与临床紧密结合，采用临床流行病学’()
方法，方证关联，采集中药（或复方）干预前后不同时

相的临床信息，分析证候的多因素、多部位、多环节的

病理特征；运用现代生物技术，阐明中医“证”的现代

生物学基础。此外，运用现代实验学和分子生物学原

位杂交、酶联免疫及病理学、生化检测等技术，复制符

合中医证候的动物与细胞病理模型，进行模拟临床干

预治疗，从而进一步探讨“证”的生物学本质及其与机

体组织器官、细胞的基因表达的关系，阐明中药和方

剂的作用原理，赋予中医证候学的现代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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