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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身医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三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身医学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25—27日在

湖南省张家界市举行。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6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80余篇，其中40余篇编入会议论

文集。论文内容广泛，学术水平较高，涉及心身医学的基础、临床、护理、预防、保健等多个领域，囊括了理论探讨、临床、实验研究、

流行病学调查、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及中西医、心理、社会、教育、环境等20余个学科。

会议采取主题发言与深入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围绕强化“心身相关”的观点、深入开展中西医多学科结合心身医学研究、建立具

有中国特色的心身医学学科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李慧吉教授在综合国内外心身医学研究状况，分析中西医心理等学科

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心身医学是中西医结合的最佳领域，是中医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突破口的见解，并强调多学科、宏观(中医证候)

微观(生物学基础)的整合研究方法，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吴爱琴教授就心身医学、心身疾病的概念、诊断标准、鉴别诊断等作了

严格精确的分析；楚更五教授、程伟教授认为心身相关作为一个医学观念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同时认为心身医学的研究应以科学

实践为起点，不能单纯以现有的概念为起点，提出了有关方法论的见解；武成教授就2型糖尿病心身相关的发病特点从临床和实验

研究两个方面提供了实践证据；武维屏教授就支气管哮喘的心身相关性发表了中西医结合的理论见解；胡随瑜教授提出了抑郁症

的中医证候评价新成果；杜文东教授就应用心理学和心身医学的人才培养介绍了经验和体会。另有10余名代表介绍了本地区心

身医学发展情况。

大会还就今后学会工作提供了很多建设性意见，(1)壮大专业队伍，积极建议并协助各省市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学会成立心身医

学专业委员会。(2)加强人才培养，申报国家及省市级心身医学继续教育项目。(3)推动中西医结合心身医学的规范化、标准化工

作，制定了中西医结合心身疾病的诊断标准、防治规范等有关标准化工作。(4)加强学术交流，由专业委员会不定期编辑出刊“学会

信息”报道学术动态、成果及学会工作情况。加强联合科研攻关，联合申报课题。(5)在两年1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同时，每年召

开1次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掌握国内外学术动态，商讨学术工作。(6)采用各种形式，普及宣传心身医学知识，并积极争取与企业

协作。

会议首先进行了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的换届选举工作。天津中医学院李慧吉教授任主任委员；苏州大学医学院吴爱琴教

授、云南中医学院楚更五教授任副主任委员；唐艳萍主任医师任委员兼秘书，并一致通过聘请北京医科大学罗和春教授为专业委员

会顾问。

本届专业委员会委员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与上届比较，具有代表面广、年轻化、学术水平高的特点，委员中包括了天

津、黑龙江、苏州、甘肃等医学院校的校长(副校长)和各省级中医院、医学院附院的院长，为今后开展学术交流和学会工作奠定了牢

固的基础。

(李慧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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