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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国际中西医结合、中医肿瘤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办，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承办的“第二届国际中西医结合、

中医肿瘤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9月9—12日在广州召开。

大会开幕及学术交流期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著名老中医朱良春教授，广东省卫生厅副

厅长兼中医管理局局长彭炜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徐志伟教授到会出席。陈可冀会长、彭炜局长、徐志伟校长在开幕式上发

言，对中西医结合肿瘤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本次大会的名誉副主席韩国裴元植先生和日本的室贺

昭三先生发来了贺电。

会议代表近200名，国内代表来自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台湾地区，国外代表分别来自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意大

利及新加坡等国家。会议共收到论文169篇，大会交流22篇，分组交流32篇。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朴炳奎教授全面总结了中医药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优势、特色及地位，强调应

用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研究，将对传统中医学与世界接轨产生深远影响，指出有计划地把中医治疗与手术治疗、放射治疗、

化学治疗相结合，仍然是今后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方向。与会的中外学者对中西医结合、中医肿瘤学近年来的新进展及未来的

发展前景做了精彩的发言。

临床研究方面：既有对肿瘤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内在规律的探讨，又有中西药对比疗效研究。临床科研设计较以往更加科学

化、规范化，突出的特点是注意了循证医学方法的应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优势在于增效减毒、维护生命质量，

延长生存期。但由于目前研究多为小样本或个案报道，大样本临床研究较少，尚缺乏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中医肿瘤规范化治疗

方案”是临床研究重要的基础。“中医药系统评价”的广泛开展将会有助于中医药科研成果被世界所承认，有助于中医药走向世界。

实验研究方面：以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为指导，在中医理论框架内，应用放免分析、免疫组化、原位杂交、定量PCR、流式细胞

术、激光共聚焦等方法，通过体内、体外试验，对肿瘤的发病机理、中医药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和从不同角

度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中医基础实验水平，很多结果为中药实验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会议论文有广度、有深度；既有理论探讨，又有临床总结；既有传统中医理论的继承和发掘，又有现代实验及科研方法研究。与

会代表发言踊跃、交流充分，会议气氛热烈。在委员会议上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讨论。

本次大会对近年来中西医结合、中医肿瘤学实验及临床研究成就做了全面总结，对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共识，会议结合了老一代

经验和青年一代的创新意识，大家相信通过此次会议将有力推动中西医结合、中医肿瘤学的发展。

(花宝金唐晓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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