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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因医学相关概念探讨

何俊余

摘要$循因医学是笔者提出的新的医学模式!本文介绍循因医学的相关概念!如本质机制"循因分析"循

因实验"循因临床"循因医学关系图等!希望有利于读者理解这种新模式#

关键词$循因医学$本质机制$循因分析$循因临床$循因医学关系图$经验%%%循证%%%循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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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是国际临床领域近些年来迅速发展起来

的一种新的医学模式'

#

(

"它的基石是证据"而证据主

要是医学期刊的研究报告"特别是
E%(

成果及对这些

研究的
*,G0

分析及生成的系统评价) 但是"

E%(

*

*,G0

分析及系统评价不能揭示本质的规律) 难以揭

示新的本质机制是循证医学主要的不足之处'

!

(

) 因

此"笔者提出了重视机制的循因医学模式$简称循因

医学%) 循因医学是揭示疾病和治疗手段的本质机制

并应用这些本质机制来指导临床"并最终揭示生命的

本质机制的医学模式"它要求医疗决策必需遵循本质

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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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机制是指生命活动相关的生理学*细胞

生物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物理学*化学等的机制"它

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

(

)

如何建立循因模式呢+ 首先进行循因分析) 循因

分析是合理地提出和分析问题) 如#这一步的机制是

什么+ 已有的理论知识及实验研究等能解释这种现象

吗+ 基于已有的理论知识及实验研究"其机制可能是

什么+ 机体的哪些组织有或者可能有这样的功能"或

这样的功能是已有组织结构的新功能还是尚未发现的

组织结构的功能+ 应该怎样验证+ ,,等等问题) 即

分析问题"提出假说"设计实验) 循因分析是基于目前

的理论与实验结果进行的关于机制的分析推理"是构

建一个从某一反应点到另一反应点或某一过程的具体

的反应关系图并设计验证这种关系的实验)

其次"是进行循因实验"对循因分析的猜想进行验

证) 循因实验是为探求机制而设的实验"包括人体实

验*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仿体实验等"其目的是揭示本

质机制) 人体实验是指符合科学和伦理在志愿者身上

进行的实验"动物实验是指在活体动物模型上进行的

实验"细胞试验是指利用体外培养细胞进行的实验"仿

体实验是指用生物工程技术或其他技术模拟人体或活

体动物的某些器官组织进行的实验) 循证医学的相关

实验主要重视结果而不重视具体过程"循因实验重视

结果的同时更重视具体过程)

基于循因分析和循因实验可以构建循因关系图)

循因医学关系图包括#反应发生的部位或组织结构*参

与反应的物质*反应条件*反应的具体过程*引起的生物

学生理学及其他效应*各反应间的相互影响*如何影响

等"简而言之"就是对一生命过程的完整而详细的记录)

在构建循因医学关系图时"由于当前研究不充分或资料

有限"就可不必完整记录具体过程"只记录一些物质变

化及效应的关系即可"然后通过进一步研究或参阅更多

资料逐步完善"直至完整而详细地记录具体过程) 如#

可的松
!

氢化可的松
!

抗炎"是一个简单的循因医学关

系图&口服可的松
!

消化道吸收
!

肝脏转化
!

氢化可的

松
!

抗炎"比前一个关系图更为进一步&再进一步就是

消化道吸收机制*肝细胞转化机制*氢化可的松抗炎机

制等等"可以看出循因医学就是在不断的完善和细化这

种关系图) 当然"在生命体"多个反应在互相影响"反应

间的相互关系也极为复杂"循因医学关系图是非常复杂

的"但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将目前的生命科学等

相关研究成果构建成一个个循因医学关系图"最终形成

一个循因医学关系网) 循因医学的研究就是不断地完

善和细化这个巨大的关系图"系统论*还原论等可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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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但要合理处理系统论和还原论的关系"避免单纯用

还原论把生命体看成一个个独立的理化过程'

U

(

)

有了循因关系图"就可以开展循因临床) 循因临

床是指循因医学的临床应用"即应用本质机制指导临

床实践) 循因临床要求医生了解疾病发展和药物等治

疗手段干预的具体机制"即整个过程的生理学*生物学

和细胞生物学等的机制) 通常所说的循因疗法中的

-因.指的是病因"而循因临床中的-因.是指本质机

制"二者有所区别)

经验医学*循证医学与循因医学有何区别和联系呢+

用针灸止痛的经验医学*循证医学的结果与循因医学关

系作一简要说明) 经验医学资料#中医药等文献记载针

灸止痛"临床实践指出针灸有止痛作用"如针灸治疗腰痛*

痛经*头痛*术后痛*膝骨关节痛*肩关节痛等'

9

(

) 循证医

学结果#德国科学家对针灸镇痛的随机大规模临床研究

证实针灸有缓解疼痛的作用'

7

(

) 循因医学关系图#针灸

针的机械运动
!

横切声波$

ON)

%

!

钙离子瞬变
!

血浆

!

&内啡肽含量升高
!

止痛'

8

(

)

显然"经验医学资料仅仅提示针灸能治疗疼痛"具

有止痛的功效"循证医学的结果证实针灸止痛的临床

疗效"循因医学关系图指出了具体的生理学和细胞生

物学机制"循因医学关系图用现代科学知识解释针灸

机制"更具有说服力) 这个循因医学关系图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如#横切声波如何引起钙离子瞬变"哪些细

胞参与钙离子瞬变"血浆
!

&内啡肽含量升高的机制等

等) 可以看出"循证医学的发展是更多的
E%(

*

*,G0

分析及不断更新的系统评价"而循因医学的发展是新

的详细的机制) 循因医学是一种不同于循证医学的医

学模式"它的发展可以不断揭示生命的本质)

经验医学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循证医学可

以检验这一种疗效是否有效"但是"无论经验医学还是

循证医学都难以揭示其本质机制) 循证医学重视对证

据的评价和应用"而循因医学重视证据更重视对本质

机制的研究) 经验医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循证医学

创造和应用证据"循因医学探求和应用本质机制&基于

经验"循证医学证实这种干预手段的效果"接着循因医

学探求其本质机制"三者结合就形成经验///循

证///循因模式) 促进循因医学产生和发展的因素

有#科学的发展要求揭示事物的本质机制"循证医学的

不足"人们对医学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计算机网络技

术的发展以及日益丰富的关于本质机制的研究等) 循

证医学的证据分级中有专家意见和实验室结果'

:

"

?

(

等"可见循证医学不排斥经验医学和循因医学"循证医

学是经验医学后的新模式&循因医学也不排斥经验医

学和循证医学"循因医学是循证医学后的新模式) 经

验/循证/循因模式下"临床医疗决策必需尊重经验"

重视证据"遵循本质机制"合理处理三者关系)

循因医学有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如经验/循证/

循因模式有助于解决中西医结合或者中医药现代化这

一举世瞩目的难题) 中医药的相关书籍汗牛充栋"相关

经验不胜枚举"可以把这些看成是经验医学"然后通过

循证医学
E%(

等来检验中医药是否有效&证明中医药

的有效性之后就可以用循因医学来揭示其本质机制)

如果循证医学证明确切有效"而现有的机制有不能予以

解释"则可以引导发现新的机制'

#"

(

"促进医学科学甚至

整个科学体系发展甚至革新) 像循证医学可能存在无

证可循一样循因医学也存在无因可循"这是循因医学的

主要不足也是经验/循证/循因模式的必要之处) 循

因医学即将萌芽并茁壮成长"相关概念需要逐步完善"

许多新的概念也会不断产生) 循证医学的理念完全可

以推广到除医学以外的其他领域"如李幼平教授提出的

循证决策与管理和广义循证观'

!

(

"循因理念也可引导循

因决策与管理和广义循因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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