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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生物学是中西医结合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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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系统论与还原论统一的最佳形式# 本文通过论述系统生

物学及其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提出系统生物学将可能解读中医药复杂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系统生物学使

西医从整体的方面去认识人体及疾病成为可能"认为系统生物学是中西医结合的桥梁#

关键词$系统生物学$中医基础理论$中药$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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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与实践!取得

了可喜的进展!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目前中西医结

合主要还是局部经验的结合而无理论上的结合!临床

实践中!依赖于中医'西医基础理论体系并协指导!用

中医'西医的理论各自诊断一次疾病!把两者的治疗合

在一起!表现为两种医学体系的简单组合!未能打破中

医'西医各自的局限性而真正融会贯通起来(

#

)

* +病

证结合,模式的运用正是这种双重指导的体现!但同

时它们各自的缺陷在指导上所引起的失误和思维模式

的混乱!又极大地阻碍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 中医学

和西医学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揭示人体及疾病的本质!

为人类健康作出了贡献* 中医学在整体表征上有优

势!但无法用科学的语言来阐释!西医学在局部特征描

述上有优势!但还需加上整体表征模式!从系统的方面

去认识人体及疾病* 系统生物学的出现!为中医学与

西医学相互突破各自固有思维模式的局限! 走向医学

理论的高度完善提供了契机*

#

$中西医结合是历史的必然

#

!

#

$中西医结合将成为未来医学发展的唯一模

式$医学的目的是为公众的健康服务!同时为社会需

求和繁荣作贡献!医学的使命是有效防病治病并提高

人们的生活质量* 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分为经验医学时

代'实验医学时代和整体医学$系统医学%时代三个阶

段* 为适应医学时代发展的特点!出现神灵主义医学

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生物医学

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五种医学模式* 现

今处于实验医学向整体医学'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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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过渡时期!两个时代'两种

模式并存(

!

)

* 目前!世界上具有较完整理论体系的医

学只有中医学'西医学两种!它们在各自的理论体系的

指导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对世界医学的进步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医学产生于经验医学时代!是在

古代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朴素的系统学科!主

要采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注重整体!但分析方法不

足&西医学产生于实验医学时代!是依托数理'生物学

知识为基础的重视微观基础的一门学科!主要采用还

原论的研究方法!分析方法为其优点!但整体综合不

足(

$

)

* 实验医学时代向整体医学时代'生物医学模式

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成功过渡的必要条件是

整体与局部并重'综合与分析并重'经验与实验并重*

中医'西医由于研究方法的固有缺点造成了两种医学

理论都存在缺陷和不足!都不足以完全代表现代及未

来医学发展的模式* 中西医结合恰是一门汲取中医'

西医两者之长!将之融会贯通创建医学理论新体系!服

务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系统医学!中西医结合代

表了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将成为未来医学发展的唯

一模式*

#

!

!

$临床疗效决定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与必然

性$目前!中西医结合在临床多个领域中广泛应用!取

得了很好的疗效* 王宝恩等(

7

)在慢性乙肝抗肝纤维

化的临床研究中!以中药
9;#

合剂与抗病毒西药阿德

福韦酯合用!使肝纤维化
< 7

期$早期肝硬化%的逆转

率达
79

!

!9^

!显著优于单用
9;#

合剂 $逆转率

#7

!

""^

%或单用阿德福韦酯$逆转率
!6

!

!6^

%的疗

效!解决了肝纤维化难以逆转这一医学难题!成为应用

中西医结合医学治疗疑难重症的成功范例&在重症感

染合并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征$

?-2G@T2= 1.C+, I/F

#

J-,EG@1, F/,I.1?=

!

*QU<

%的抢救中! 采用西医药

抗感染'抗休克及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 对于

持续高热$实热证%'血流动力学异常$血瘀证%'胃肠

道屏障'动力损伤$腑气不通证%!则给予中医药治疗!

使
*QU<

生存率达
6#

!

;^

!多系统器官功能衰竭生

存率也达到
:9

!

;^

!显著提高了临床抢救的成功率!

是中西医优势互补的又一成功实例(

:

)

* 按血瘀证论

治!在西医常规处理基础上加活血化瘀中药!在防治经

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抗血小板'内皮保护'梗死后

血管新生等方面都有较好疗效(

;

)

&以屠呦呦研究员为

代表的中西医结合团队!研究青蒿素治疗耐药恶性疟

疾!为全球疟疾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挽救了全球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获得了
!"##

年度

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北京朝阳医院'东直门医院等

国内
##

家医院的专家组成的课题组采用我国传统治

疗+热病,的方法应对甲型
K#4#

流感!以现代科学方

法验证了中药有效性的前瞻性'非设盲'随机对照试

验!研究成果展示了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在人类应对

新发呼吸道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高

效抗反转录病毒疗法 $

B@CB2/ +EG@W= +,G@.=G.1W@.+2

GB=.+T/

!

KRRY(

%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B-?+, @?

#

?-,1I=J@E@=,E/ W@.-F

!

K'0

%感染的主要治疗措施!

KRRY(

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病毒载量!但存在药物

不良反应大'依从性低'耐药率高等诸多问题* 由于

KRRY(

的局限性!仅靠抗病毒疗法难以实现
K'0

感

染者病情长期稳定和最终根除病毒及感染细胞的目

的* 中医药通过调节免疫功能能明显改善患者症状'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国内学者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

证明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疗效比单用西药好!

KRRY(

联合抗
K'0

中药!可降低耐药性产生!中西医

结合治疗艾滋病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优势(

6

)

*

在急腹症的非手术治疗中!西医诊疗常规配合中

药口服'灌肠'外敷'针刺等多种手段被证实可显著提

高临床疗效&在骨关节病治疗方面! 中医微创治疗技

术如骨折时采用闭合复位'小夹板固定等! 在现代影

像设备与图像技术提供的可视化技术辅助下!可避免

手术带来的新创伤! 减低风险'减轻患者痛苦&单用西

药或中药均无理想疗效的
'CR

肾病!采用中西医结合

治疗也可获得较好的疗效&肿瘤的扶正固本与放
8

化疗

结合!可缩短疗程并提高了生活质量(

9

)

..!以上俱

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成功体现* 大量临床实践证明!

中西医结合能充分发挥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各自的优

势和特长!中西医在临床上的结合应用取得了单纯中

医或西医所不具有的叠加疗效!具有强大的临床优势

和社会需求* 临床疗效决定中西医结合存在的必要性

与必然性*

!

$系统生物学是中西医结合的桥梁

!

!

#

$系统生物学将可能解读中医药复杂理论体

系的科学内涵$系统生物学概念于
#555

年由美国科

学院院士
N=.1/ K11I

提出!是指对一个生物系统中

所有组成成分$基因'

?Y4R

'蛋白质'代谢物等%的构

成及其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

究* 系统生物学认为生物系统具有+整体'层次'整

合'动态,的特点! 生物机体内存在通过层次之间'网

络之间'系统之间的整合和联系建立的无数个大小网

络! 而不同网络之间的信息整合和传递使基因或蛋白

质产生出最终的生物学功能* 系统生物学的研究侧重

于系统水平!其研究体现为对基因'细胞'组织'器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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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生物体的各局部信息的整合及模拟!强调相互作

用所涌现出的动力学及属性!专注于系统的突现性规

律'突现性行为和新的功能* 系统生物学是以整体性

研究为特征!其认识生物的观点是从局部观走向整体

观!同时重视各系统之间关系协调的一种大科学* 中

医药理论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最具特色的就是

+整体观,'+动态观,'+辨证观,!这些与系统生物学的

研究思路不谋而合* 系统生物学与中医药复杂理论体

系有诸多相似之处!系统生物学的研究促使我们与化

学信息学'药学等研究结合!从整体上'系统上和信息

水平上阐明中医药理论!在信息水平上建立中药药效

评估和中药材质量控制体系评价平台!实现数据基础

之上的中医药现代化* 因此!利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将

可能解读中医药复杂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目前!系

统生物学已应用于中医药各个领域的研究*

!

!

#

!

#

$系统生物学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应

用$/黄帝内经0时代的医家们通过对自然界'社会长

期的观察!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人与自

然'社会也是一个统一的大整体系统!形成系统生物学

雏形思想* 赵明芬等(

5

)提出把/黄帝内经0的天人相

应!人与社会相应的大系统观!与现代代谢组学'蛋白

质组学'基因组学等系统生物学思想相结合进行研究!

了解自然环境'社会'心理'情绪变化对细胞'组织'蛋

白质'基因'代谢'免疫等的影响!从而进一步了解人类

进化'生老病死的规律!对疾病的预测'预防控制'诊

断'治疗做更大的贡献*

证候是中医学理论和临床的核心!证候复杂性决

定了简单还原论方法难以阐明其科学内涵* 基因组

学'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在展示生命一般过程的同时

也注重个体差异!各组学在生命研究中对象不同'各有

侧重!组学联用可以弥补单一方法的不足!更切合证候

研究的需要!从而完整阐释证候本质* 王颖等(

#"

)提出

以代谢组学为技术手段!以病证结合的方式对脏腑虚

证进行研究!重视相关证候之间的比较研究!从临床病

例和动物模型
!

个层次开展研究!将有助于明确脏腑

虚证的本质!构建具有实用价值的证候诊断标准!并最

终实现中医证候的现代化* 简维雄等(

##

)提出以系统

生物学系统性思维为研究思想!以系统生物学研究方

法为技术支持!建立生物体表型变化与多层面'多角度

影响因素之间的非线性联系的研究* 利用现阶段所有

冠心病心血瘀阻证的研究成果!同时面对临床收集的

复杂信息!以及实验室得到的海量信息!通过数理学'

计算机学强大的数据处理系统!进行高效'快速的信息

提炼!提高中医学经验知识的发展效率!以期解开心血

瘀阻证的生物学秘密* 吕凌等(

#!

)采用蛋白质组学技

术研究脾气虚证大鼠回肠组织蛋白的差异性表达!发

现脾气虚证的发生与白蛋白'胰蛋白酶和
MY_69

表

达异常有密切关系!其可能的发生机制为脾气虚则气

血生化乏源!致血浆中白蛋白合成下降!血浆的胶体渗

透压随之下降!引起胰腺微循环血流量下降和内质网

应激性反应!从而激发胰蛋白酶和
MY_69

表达上调!

提示临床上可通过调节以上
$

种蛋白的异常表达来进

行脾气虚证的治疗*

病机作为中医药学理论的灵魂!是中医传承'创

新'发展的突破口(

#$

)

* 中医病机的多样性与蛋白质组

表达的差异性都是机体即时性功能状态的反映!蛋白

质的多样性和分子间的复杂网络关系与中医病机复杂

多样性和开放式网络的特点有诸多相似之处! 利用蛋

白质组学技术和方法!以中医优势病种为主要突破口!

以病机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疗效确切的经方'验方为干

预手段!通过提取不同疾病同一病机患者尿液'血清或

组织!进行蛋白质分离!质谱鉴定分析!比较差异蛋白

质谱!找出不同疾病同一病机的微观特异性&亦可通过

比较研究同一疾病不同病机患者的蛋白质表达图谱!

分析各蛋白质的变化!发现可能与中医病机及相关方

药作用相关的差异蛋白质谱!对其中表达差异明显的

功能蛋白!采用
_%Y

精确定量! 同时将蛋白质组学研

究与特定信号通路的聚焦研究相结合!进一步分析相

关蛋白质谱在不同状态下时'空'量效方面的变化!从

整体的角度分析病机与细胞内动态变化的蛋白质组成

成分'表达水平及修饰状态的关系!通过蛋白质芯片整

体表征和重点蛋白精确分析获得与病机密切相关的功

能蛋白网络及相关蛋白标志物!建立病机-蛋白质表

达谱!将可能在分子水平从蛋白质调控网络层次诠释

中医病机理论的本质和科学内涵!提高其科学价值和

应用价值(

#7

)

*

+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是中医脏腑表里学说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现代研究证实肺与大肠存在某种

物质及功能的联系!认为肺与大肠有共同的发育学基

础!相互影响的气体排泄途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神

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均参与了肺肠相关的物质

基础!但其生理及病理的功能关系上尚存在模糊性*

刘萍等(

#:

)提出从系统生物学角度阐明+肺与大肠相表

里,的代谢组学变化!为肺与大肠表里关系寻求物质

基础和科学内涵!是具有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探索

性工作* +肾主耳,理论是中医藏象学说的重要内容*

沈自尹等(

#;

)采用基因组学方法建立量化肾虚证程度

的数学模型!并观察到补肾药淫羊藿可使老年状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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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表达向年轻化靠近!证明了该模型能对干预因素进

行系统评价和定量判断* 吴斌等(

#6

)采用代谢组技术

观察生理性肾虚过程中尿液代谢物的特征性变化和淫

羊藿总黄酮的干预作用!发现生理性肾虚证和丙酮酸

盐代谢'氧化磷酸化代谢等多个代谢途径相关!补肾改

善了部分代谢途径* 基于衰老是生理性肾虚的观点!

董杨等(

#9

)提出!老年性耳聋是由于听觉系统衰老而产

生的一种退行性疾病!也是机体衰老表现的一部分!老

年性耳聋可以看作是一种肾虚耳聋的模型!结合肾本

质的研究进展和思路!充分利用系统生物学技术!探讨

老年性耳聋与中医肾虚的相关性及其物质基础!将为

中医+肾主耳,理论的现代生物学研究提供崭新的内

容!系统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使中医肾虚的研究得到了

进一步的深入*

!

!

#

!

!

$系统生物学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中药

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无价瑰宝!中药复方是在+辨证

立法+的基础上!依据中医+七情合和,的基本用药原

则!+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的用药理念!

按照君'臣'佐'使关系配伍形成的+有制之师,* +君

臣佐使,'+升降浮沉,等理论凝聚着历史的智慧!但却

不能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诠释清楚* 中药现代化的科学

实践表明!单纯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难以解读中药复

杂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5

)

* 系统生物学能够从整体

角度反映生物体的功能水平!这与中药治病的整体观

相一致!运用系统生物学方法研究中药!对认识中药的

整体药效作用'中药活性成分'中药毒副作用等都具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系统生物学在中药研究中已取得不

少令人振奋的成果* 陈竺课题组采用蛋白质组学方

法!较完美地诠释了中药复方黄黛片+君臣佐使,配伍

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

性白血病多靶点协同作用的机制(

!"

)

* 基因组学以基

因芯片为核心技术!能针对中药的多成分'多靶点的作

用特点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

!#

)

* 侯丽颖等(

!!

)通过分

析比较蛋白质组学在肝癌中的应用现状及其在新药研

究中的作用!探讨其在揭示中药干预原发性肝癌的机

制的思路!认为比较蛋白质组学有别于以往筛选疾病

治疗前后比较+有效,$靶点%蛋白的方法!采用逆向思

维模式!锁定筛选相对+无效, $非靶点%的候选蛋白!

以新的视角揭示中药方剂+不能治愈,和+能够治疗,

肝癌的分子生物学机制!以期发现肿瘤的+逃逸,蛋白

机制* 陈天池等(

!$

)观察消痰散结方对裸鼠人胃癌

*\4

#

7:

皮下移植瘤模型血清蛋白质组表达的影响!

结果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中找到
!:

个差异表达蛋

白点!

#!

个表达上调!

#$

个表达下调* 与模型组比

较!干预组中找到
#5

个差异表达蛋白点!

#7

个表达上

调!

:

个表达下调*

$

组间比较共找到差异表达蛋白

点
5

个!与正常组比较!在模型组中表达上调'在干预

组表达回调至正常组水平的
$

个!最终鉴定为结合珠

蛋白'泛素蛋白连接酶'组蛋白甲基转移酶&与正常组

比较!在模型组中表达下调'在干预组表达回复至正常

组水平的
;

个!其中
$

个鉴定为载脂蛋白
R#

'过氧化

物酶
#

'超氧化物歧化酶* 得出消痰散结方对载脂蛋

白
R#

'过氧化物酶
#

等功能蛋白表达的综合性调节

可能是其发挥抗胃癌作用的重要机制*

作用于单靶点的高选择性配体药物分子在治疗多

基因疾病及影响多个组织或细胞的疾病!如肿瘤'糖尿

病'艾滋病等时常难达到预期效果或毒性很大!+多效

药片$

T12/T@22

%,!即+多组分'多靶点,的药物疗效超

过单一靶点药物疗效的总和的药物成为新药研发的重

点* 中药治病正是通过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产生

整合调节而发挥治疗作用的!是天然的多效药片* 生

脉散是有效经方!相关研究确定了生脉散有
#9

种血

中移行成分(

!7

)

!但这些血中移行成分的分子靶标是哪

些
`

它们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出最终的

生理活性
`

单纯分析还原的方法难以解答这些焦点问

题* 朱艳芳等(

!:

)应用计算机系统生物学方法预测生

脉散的分子靶标!结果发现生脉散的血中移行成分在

体内有广泛的分子靶标群!这是其良好临床疗效的基

石* 同时发现五味子有
#"

个血中移行成分!人参有
7

个血中移行成分!人参与
::

个基因相关!五味子与
#

个基因相关!没有基因与麦冬相关* 人参的
7

种血中

移行成分不但可直接作用于实验证实的靶标!还能影

响相关靶标发挥广泛的生物学效应* 五味子的
#"

种

血中移行成分只能通过影响相关靶标而发挥间接的治

疗作用* 本研究为生脉散的分子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

有用的线索!为中药复方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参考* 中

药安全性问题是中药国际化的主要障碍之一!代谢组

学因其高通量及灵敏度和特异性上的优势!已经成为

阐明药物毒性及安全性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之一(

!;

)

*

刘潇潇等(

!6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K_N%

%法测定参

芪扶正注射液中
:

#羟甲基糠醛的含量!并对其来源进

行了初步探讨!该方法操作简便!结果准确可靠!为进

一步评价中药注射液的安全性提供了参考* 中药谱效

关系是当前中药研究的前沿课题!其在中药质量控制

和疗效评价中起重要作用* 谱效关系研究方法中!药

效评价方法及其与化学指纹图谱的联系是必须解决的

关键问题之一* 现行药理学评价指标多是总体宏观指

标!与化学指纹图谱数学关联度不高* 系统化学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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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属于系统生物学的的前沿科学!系统化学生物学研

究对象及内容和中药谱效关系结合紧密!而系统化学

生物学中的小分子化合物对生物大分子的调控作用即

体现为药效!化学信息学和化学计量学的发展为精确

表述它们的关系拓宽了思路* 将系统化学生物学方法

运用到中药谱效关系研究中!为中药谱效关系的研究

开辟广阔的天地(

!9

)

*

!

!

!

$系统生物学使西医从整体的方面去认识人

体及疾病成为可能$

#5:$

年沃森和克里克
U4R

双

螺旋结构模型的建立!标志着生命科学研究进入分子

生物学时代!

!"

世纪是分子生物学的世纪!分子生物

学采取还原论的方法!还原论认为整体乃部分之和!整

体可分解为各个局部来认识* 还原论的方法是科学研

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西医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科研道

路!促进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细胞生

物学'分子生物学等的形成和发展* 还原论者对人的

认识即对人体不同的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基

因的认识过程!将生命现象分解为一条条的代谢途径!

一个个的生理周期!从单个的代谢途径或生命现象出

发寻找基因和表型之间的关系!认为了解生命之谜的

钥匙就在于基因!几乎生命的每一种现象都可以从基

因水平得到解释!希望从具体的基因'蛋白出发解释生

命现象的本质*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基因到蛋白再

到表型路线的日益清晰!决定与还原的脉络及其限度

的逐渐明朗化!人们却越来越发现从基因确定表型的

路线是走不通的!因为从基因到生物表型是一个极其

复杂的开发历程!单靠分析'分解的研究远远不能说明

纷繁复杂的生命现象* 正如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所说#

+当我对生命中各个分子都了解清楚时!我对生物的

整体图像反而模糊了*,以单个基因'单个代谢途径或

单个生命现象为对象进行的研究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足

够的资料以达成对人体及疾病整体的认识*

系统生物学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将生物不是作

为孤立的很多部分而是作为整体系统来定量研究* 系

统生物学包含两个基本概念即涌现性和层次性!涌现

性指在由不同层次组成的系统中!较高层次的某些新

特性是由较低层次事物的相互作用激发'提升而涌现

$或突现%出来!一旦较高层次还原为较低层次!这些

在较高层次涌现出来的新特性就不复存在* 系统生物

学认为!单靠生物的分子结构无法解释生物的所有属

性和行为!因为在一个整体内!各种组分间的相互作用

会涌现出组分本身所不具有的新的属性和功能!出现

了整体本身所独有的运动规律* 生命活动是整个生物

大分子系统协同作用的结果!孤立'零散的单个分子是

无从发挥作用的* 正如一只死猫和一只活猫的区别在

于!死猫是其各种组成成分的一个集合体!活猫则是由

整合了这些组成成分的一个系统所涌现出的行为* 人

是最典型的系统!对人和疾病的考察与调节应当遵循

系统规律* 系统生物学借助多学科交叉的新技术方

法!研究功能生命系统中所有组成成分的系统行为'相

互联系以及动力学特性!使我们全息地了解复杂生命

系统中所有成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 因此!系

统生物学使西医从整体的方面去认识人体及疾病成为

可能*

$

$展望

中医学采用系统论研究方法!它只能是从整体层

面上把握!而在微观层次上没有深入的研究!其理论不

可能包括生命科学的全部&西医学采用还原论研究方

法!研究重点是实体的物质结构$器官'组织'分子'蛋

白质'基因等%和由物质结构决定的功能!而对无法客

观衡量的相互关系$器官'组织'细胞'基因等之间%和

由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功能是很难深入研究的* 两种医

学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综合的诊疗思维和方法在医学

发展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网络药理学是生命科学发展到系统生物学阶段的

产物!代表了现代生物医药研究的全新理念和模式!使

以+一个药物!一个靶标!一种疾病$

1,= I.-C

!

1,=

G+.C=G

!

1,= I@F=+F=

%,为主导的传统新药研发理念

产生了革命性转变!对认识药物及发现药物的理念'策

略和方法具有深刻影响(

!5

)

* 系统生物学还促进了组

合药物的发展!组合药物的产生是人体复杂生命系统

以及多致病机制的客观要求!其融合了中'西药物的优

势特征!是现代药物发展的新趋势!具有广阔的开发和

应用前景!系统生物学为组合药物的研制和开发提供

了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

)

* 网络药理学'组合药

物都是在系统生物学驱动下产生!表明中西医结合正

在逐步发展!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正如著名科技史专

家李约瑟先生的研究表明!西方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

融通的速度和进程!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相

关!有机程度越高!统一的速度越慢!+某一门学科越

复杂!就越难实现东西方的统一,

(

$#

)

* 中西医结合正

朝着医学融合的方向发展!必将为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促进人类自然和谐健康发展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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