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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分会工作会议

暨慢性乙型肝炎中西医结合治疗专题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4年4月10日在苏州召开了“中国中西医结 拉米夫定和补。肾方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对

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暨慢性乙型肝炎的中 YMDD变异的影响”，无锡传染病医院余平医师交流

西医结合治疗专题学术研讨会”。王宝恩教授以及32 了“拉米夫定及联合复方丹参对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

名委员会成员参加了会议，另有全国各地的近百名特 化指标的影响”的研究报告。研究提示，中药联合拉米

邀代表参加了会议交流。学术交流会上，主任委员刘 夫定抗病毒治疗，可以提高临床整体疗效、减轻拉米夫

平教授作r“慢性乙肝相关肝纤维化、肝硬化的治疗现 定治疗过程中出现的YMDD变异、加强抗肝纤维化的

状与展望”的报告，展示了我国10多年来中医药抗肝 作用。与会专家认为，中西药联合治疗慢性乙肝有其

纤维化治疗的研究成果和目前在该领域中医药治疗的 独特优势，是一临床发展方向。但目前的临床研究资

优势，如“扶正化瘀法在抗肝纤维化治疗中的应用和基 料上还比较薄弱，需要按循证医学的要求，加强临床研

础研究”获得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不少三类 究，以获得有充分说服力的研究证据。此外，有专家提

中药新药已在近年先后上市或进入临床试验，如鳖甲 出，目前我国国内已上市和正在研究的抗肝纤维化中

软肝片、扶正化瘀胶囊、复方86l合剂等。副主任委员 药三类新药发展很快，一方面反映了中药抗肝纤维化

刘克洲教授、贾继东教授、巫善明教授分别做了“中西 的优势和成果，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避免不必要的重

医结合治疗慢性乙肝的探讨——抗病毒治疗是关键”、 复，可以开展一些对照比较性研究，探讨中医不同治

“慢性乙肝治疗亚太指南”、“贺普丁国内外f|缶床研究资 法、组方的作用特点及其作用机制，进一步提高疗效和

料回顾”、“拉米夫定临床应用专家共识”等专题报告。 研究水平。

强调了抗病毒治疗在乙肝治疗中的重要性，中医药联 委员会工作会议同时讨论了今后一些研究工作的

合治疗乙肝的互补性，特别是深入广泛地介绍了拉米 设想，将针对目前我国慢性乙型肝炎治疗中的难点，抓

夫定抗乙片f：病毒临床研究的新进展，对指导临床抗乙 住关键问题，开展中西药物联合治疗方案的临床研究。

肝病毒治疗的合理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上海中 (胡义扬整理)

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王灵台教授交流了“联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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