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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防治的研究也初见端倪。“活血化瘀”对AMI的防

治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阶

段上都有所进展，因此“活血化瘀”研究取得建国以来

第一个中西医结合研究领域一等国家科技进步奖就很

自然了。

改革开放使老百姓从“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

是好猫”中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

准，临床实践也是检验理论正确性的标准，中医、西医

若没有求实的精神也不会发展至今天。中西医结合有

今天的发展和这样深入人心的影响力也是因为在一定

程度上把握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患者从不会计较

谁是中医、谁是西医、谁是中西医结合，更不会问各自

是有什么定义，只要求谁能快速有效地解除病痛。社

会发展如此，医学如此，艺术也不例外，只要吸收中西

文化各自的长处，并充分发挥，二者就不但可以结合，

而且可奏出不朽的华章，如陈钢、何占豪将传统越剧优

美的旋律与交响乐浑厚的表现方式完美结合奏出了世

界喝彩的《梁祝》，徐悲鸿、蒋兆和将中、西画功底与表

现技巧巧妙结合而成的丹青泼墨，以及国际影坛上张

艺谋屡获殊荣的奇思妙想等。

3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有

关调查提示，在我国农村的基层医务人员约80％采用

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中医院及西医院中医科病房大

半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广东省某中医院作为中医临

床标兵单位，现代检测仪器以及西医诊疗手段一应俱

全，中西医结合治疗占多数病房的主导地位。国际上，

在德国建立的第一所中医院是由我国中西医结合前辈

开创，经久不衰；美国加州大学紧步后尘颇具影响；日

本国内统计有90％的医师(西医)使用中药(汉方药)。

可见无论国际大环境还是国内小环境，对中西医结合

的需求是明确的。近年来，国内各高等医学院校开设

的中西医结合专业(方向)报考踊跃，考生们趋之若鹜，

有的省中西医结合专业报考的考生比西医或中医专业

的报考比例更多，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西医结合

的社会影响。中西医结合科研也推动了中西医结合事

业的发展，针麻和针刺镇痛原理的研究促使针灸在世

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活血化瘀、祛瘀生新与促血管新

生将传统理论与现代技术结合，将对心脑血管等重大

疾病的防治做出新的贡献，治未病与缺血预保护结合

将为诱导内源性调控保护提供理论基础，并可能开创

出区别于药物或介入治疗的抗缺血更强或更有效的治

疗领域。总之，医学发展有各自的规律，但都要服从事

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是硬道理，医药工作者们应

以尊重科学的精神，凭着科学的良知及博大的胸襟认

识到中西医结合是客观的必然，是不以人们的好恶、意

志为转移的。

(收稿：2004—10一14)

中西医结合相关概念的探讨
陈士奎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一门新

兴学科。随着学科建设发展，尤

其出现了有的把“中西医结合”设

置为一级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

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

录》)，有的把“中西医结合医学”

设置为二级学科(国家标准《科学

分类与代码》)以后，学术界对中

西医结合等概念的定义问题愈加关注。另一方面，从

事或学习一门科学，首先需要理解其一些基本概念，才

能正确进行思想交流。

1 中西医结合概念的由来 中西医结合这一概

念，是1956年毛泽东关于“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

作者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100026)

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

学”的讲话后，逐步在我国医学界出现的。1958年6

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在天津召开的家庭病

床经验交流现场会议上提出“中西医结合”一词。据

查，徐运北为提出“中西医结合”概念之第一人。1958

年9月25日，《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

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中西

医学结合”概念；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对举办西

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批语中又提出了“中西结合的高

级医生”概念；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

“把已经证明有效的中医治疗办法和中西医结合的治

疗办法加以认真的普及”等。从此“中西医结合”这一

概念得到中国医学界普遍认同和运用。

2 中西医结合的内涵 既然公认中西医结合这

一概念源于毛泽东的讲话，是对这一讲话思想的概括，

那么，“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

 万方数据



史垦史堕匿笙盒苤查；!!!至!旦筮!!鲞笠!塑g!!旦坚!里!!!!!型!!!!!∑!!：!!!堕!：!

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则理所当然的是

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的原意，也就是它的含义或内涵。

2．1毛泽东的讲话强调中、西医药两种知识的结

合 中、西医药知识的结合，是指两种医药学的认识成

果和经验，包括理论、方法等知识的综合统一和融会贯

通。不能把中西医结合仅仅理解为经验层次或常识层

次的“中药加西药”等。

2．2其内涵反映了中、西医药知识结合发展的规

律，把握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律通过科学研究，逐步把

中、西医药知识综合统一、融会贯通(即结合起来)，从

而产生新医药学知识。所以，中、西医药知识的结合与

创造新医药学紧密联系，构成一个辩证统一、辩证发展

的完整命题，反映了中西医结合的本质属性。另外，这

也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化、融合化发展趋势和规

律，体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观。

3 中西医结合的外延(适用范围) 中西医结合

这一概念不仅内涵明确，而且有明确的适用范围。

3．1 中西医结合学科 它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

研究，逐步形成且不断发展的中、西医药学互相交叉、

渗透、综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或综合学科。其形成的

诸标志有：(1)建立了人才培养基地；(2)建立了临床实

践基地；(3)建立了科研基地；(4)有独立的学术团体；

(5)已创办《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等15种学术期刊；

(6)出版发行中西医结合不同学科的医学专著达百余

种；(7)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有关

执业医师、助理执业医师考试制度及技术职务考试制

度等均设置了中西医结合系列；(8)中国中西医结合学

会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各学科专业委员会，

形成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3．2 中西医结合医学 它在中国已被确立和设

置为一门独立学科。根据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进

展，以及构成一门学科概念的三要素——科学理论、研

究方法及研究对象或研究任务，其定义为“中西医结合

医学是综合运用中、西医药学理论与方法，以及在综合

运用中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人体系统结构与功

能、人体系统与环境系统(自然与社会)关系等，探索并

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中西医结合

医学又连续划分为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等；其中临床医

学分出内科学、外科学等；内科学又划分出心血管病

学、消化病学⋯⋯这些学科不仅出版发行了专著，还有

相应的教材，标志着中西医结合医学知识更加系统化、

体系化。

需要明确：(1)正确认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性质。

它是通向毛泽东科学预测的新医学的过渡性概念；(2)

不能混淆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结合医学概念。中西医

结合医学，是中西医结合概念外延化所反映的具体对

象(事物)之一，是确指反映中西医结合本质属性的一

门具体学科。

3．3其他 如中西医结合方针、事业、人才、机

构、方法、医学模式等，这标志着中西医结合是一个内

涵明确，外延清晰，能客观化地被肯定的医学新概念。

4 中西医结合的定义

4．1按照逻辑学规定语词定义方法 中西医结

合源于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毛泽东的讲话，可以按规

定语词定义方法下定义；中西医结合指的是把中医中

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

的新医学、新药学。但这是一种不严格的定义方法。

4．2按照逻辑学揭示概念内涵的定义方法，即揭

示中西医结合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定义如果直接用

毛泽东讲话原文作为中西医结合的内涵给其下定义，

则可用更精炼简短、又不失原意的语句将其定义为：中

西医结合就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

学。

实践证明，通过中西医结合研究，不仅可以产生医

学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而且在我国已产生中西医

结合医学、中西医结合药理学等新学科。标志着已形

成了“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在现阶段的、有着确

定性内容的、相对独立的中西医结合知识体系。

5三个认识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 对中西医

结合概念有不同理解和认识，原因之一是认识层次不

同。中西医结合概念，在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中，

也表现出不同的性质或含义。

5．1在常识性质的概念框架中 人们自发地对

中西医结合的认识，来源于经验、依附于经验表象。有

人认为“中西医结合是指用中西医两法治病”，有人认

为“中西医结合是中药加西药”，甚至有些病人把“看了

西医又看中医”也称为中西医结合等。这些认识不仅

是对中西医结合的经验性、常识性理解，是非本质性认

识，而且从逻辑学角度讲，还混淆了中西医结合与中西

医结合治疗方法两个概念。

5．2在科学性质的概念框架中 中西医结合就

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学。这是对

中西医结合本质的理性认识及对中、西医药学内在联

系的本质性认识而形成的科学概念及其内涵。

5．3在哲学性质的概念框架中 中西医结合是

指两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结构类似的知识系统

的辩证统一。反映的是在哲学层次对中西医结合“思

想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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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西医结合一词，在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

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指向。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追

求的是科学层次的中西医结合。不了解在不同层次概

念框架中，概念具有不同性质和特征，也是造成混淆概

念或认识模糊的原因之一。

6结合医学的定义

6．1结合医学概念的产生科学是无国界的，概

念是无民族性的。因此，当我国领先开展的中西医结

合研究取得显著发展和成果时，对全世界产生了广泛

的思想影响。(1)在国内，示范性地引导出其他民族医

药如藏医药、蒙医药等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临床应用

研究，并出现了藏西医结合、蒙西医结合等研究趋势。

结合医学即成为对我国各民族医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

创造新医学的现阶段的统称。(2)在国际上，出现了如

日本的汉方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被称为“东方医

学”、“第三医学”，印度医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被称为

“印度结合医学”研究，还有韩、美、澳、意等国家，也产

生了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起来，被称为“综合医

学”或“结合医学”研究。

虽然各国、各民族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起

来加以研究创造新医学称谓不同，但其实质内容相同。

所以，可统称“结合医学”。

综上所述，一方面表明结合医学概念，已在全世界

获得普遍共识和应用，成为一个超越国界、超越民族

的、国际化的普适性概念；另一方面，展示着结合医学

研究的全球化发展，预示着未来必将形成世霁统一的

·消息·

结合医学。

6．2结合医学的定义 结合医学是指把世界各

国、各民族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综合统一起来，从而

创造的一种新的防治疾病、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的科

学。现阶段，狭义的结合医学是单指某一个国家或民

族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综合统一起来的新医学的简

称，广义的结合医学包括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结合

医学。

基于以上认识，结合医学的定义为：结合医学是综

合运用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理论、知识和方法，以及在

其综合运用中创造的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人体系统结

构与功能、人体系统与环境系统(自然与社会)关系等，

探索并解决人类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问题的一门

科学。

世界各国、各民族把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结合起

来防治疾病，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均属于结合医学范

畴。如中西医结合医学便属于结合医学范畴。因此，

结合医学概念更具有实用性、兼容性和扩延性。我国

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刚刚确立，结合医学研究在世界

上还刚刚兴起。前者属于初创阶段，后者尚属于萌芽

状态，其发展成为未来的一种把全世界的传统医药与

现代医药学融合为一体的新医药学，实现人类医学史

上的一次大综合，尚需长期的研究和知识积累，这必将

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结合医学与中西医结

合医学一样，都是通向未来新医学的过渡性概念。

(4殳稿：2004—09—27)

《高血压及相关疾病中西医结合诊治》一书出版

由中日友好医院史载祥、黄柳华教授主编的《高血压及相关疾病中西医结合诊治》一书，日前由人民卫生

出版社出版。该书为系统全面、重点突出地总结了高血压及相关疾病，尤其心、脑、肾、外周血管等靶器官损

害防治的中西医结合专著，对中西医结合防治高血压及相关疾病的独特优势，解决实际问题，多有新的见解。

可作为高血压病、心脑血管疾病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专科医生及内科医生、临床科研工作等专业参考书。

该书为16开精装本，90万字，定价52．00元，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亦可直接汇款至中日友好医

院购买，联系人：刘燕；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花东路3号，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心肾内科，邮编：100029。传真：

010—64284945。电子信箱：shizaixi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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