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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补肾益气法的理论研究及临床应用

浅释中医'异病同治(

董竞成$吴金峰$张红英$弓唯一$刘宝君$徐海林

摘要$"异病同治#是中医学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其作为一个主要的治则%治法被广泛应用于中医临床$

疗效确切& 而"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应该是"异病同治#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异病同证#才能"同治#& 补

肾益气法是运用较为广泛的"异病同治#之法$研究表明$补肾益气之法对多种疾病和状态均具有较好疗效$

其部分机制可能与从整体上改善了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功能等有关$从而对局部病变产生了"调节

整体$改善局部#的治疗效果& 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青春期崩漏%无排卵不孕症%肾病综合征和衰老$尽

管分属不同的疾病和状态$但只要同属肾气虚证型$皆可"异病同治#用补肾益气之法取效&

关键词$异病同治( 补肾益气法(辨病( 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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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病同治(是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特色之一!是指不 同的疾病!若促使发病的病机相同!就可用同一种方法

治疗!即所谓的'异病同证同治() 随着时代的发展!其

理论与实践意义日趋明显!补肾益气法是中医异病同治

的基本治则之一!不同的疾病在发展到'肾气虚(阶段时

均可采用补肾益气法'异病同治(而获效) 近年来开展

的关于补肾益气法的现代研究丰富了中医'异病同治(

的科学内涵!从而使其运用范围日趋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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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病同治应注意'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异病同治是以'辨病和辨证相结合(为基础的!而

前提是'辨病(!病是一个总概念! 它包括病因病机*

临床表现*发展传变*治疗总则及预后等方面) 凡是一

种疾病!便有其特殊的功能*形态和代谢的变化!也有

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这是由疾病本身的基本矛盾

所决定的) 疾病的基本矛盾!往往在一个疾病的所有

矛盾中具有决定意义!它一直贯穿于疾病过程的始终)

而且!各种疾病的基本矛盾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使得病

与病之间能够区别开来) 疾病基本矛盾的存在!就是

疾病本身的存在!如果该病的基本矛盾消失或转化成

其它矛盾!那么!该病也就不存在了+

#

,

) 在疾病的发

展过程中!疾病的基本矛盾有时是主要矛盾!有时则并

不是主要矛盾!而就疾病发展的某一阶段来说!所要解

决的是疾病在该阶段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是该阶段

中治疗的关键靶标所在) 而辨证施治的'证(!恰是疾

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 异

病同治的核心是'辨证(!不同的疾病!在发病的某个

阶段!它们的主要矛盾相同时! 异病可表现为同'证(!

以同'证(为基础的异病! 按辨证施治规律! 便可以同

治+

#

,

) 异病同治要注意'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疾病

发展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解决后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

是该病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是吻合的!'病(与'证(

的内在构成要素与其表征基本相同!此时'病(几乎等

同于'证(! 那么解决了主要矛盾等于同时也解决了基

本矛盾!这时疾病就会痊愈&二是该病的基本矛盾与主

要矛盾不相吻合!此时!'病(和'证(的构成要素差异

甚大!尽管我们解决了该阶段的主要矛盾!但其基本矛

盾依然存在) 因此!我们在识别疾病某一阶段的主要

矛盾---'证(时!千万不要忘记其基本矛盾-'病(!

也就是说! 在'辨证(的同时必须与辨病相结合) 只有

'辨病(!才能了解疾病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掌握其

基本矛盾!确定该病的基本疗法!而不致于因为症状的

变化而改变基本治法&只有'辨证(!才能抓住疾病在

某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治疗方案的整体性更强!疗效就

更好)

!

$补肾益气法'异病同治(的现代科学内涵研究

中医学从'辨证(入手是其特长!而现代医学则长

于从 '辨病(入手!中医和现代医学的结合是医学发展

的一个趋势!中西医的结合应该是各取其长!注重'辨

病(与'辨证(的结合) 由于现代医学对'证(不甚了

解!也无'证(的概念!故暂不能全面接受!这种状况既

影响中医事业发展!又影响国际间相关的学术交流)

对中医异病同治所干预多种疾病的共同病理环节进行

系统*深入研究可能为相关疾病治疗提供新的干预方

法和手段!有利于中医药干预疾病疗效的考核与评价!

同时也有助于'证(之现代生命科学内涵的阐释) 沈

自尹等+

!

!

$

,临床观察到
B

种现代医学全然不同的疾

病!当发展至具有肾虚阶段时!都可以用补肾药提高疗

效!为此对这
B

种病进行的各种检测中发现! 不论病

种!只要符合'肾阳虚(见证!其
!7 J

尿
#4

羟皮质类

固醇$尿
#4

羟% 含量普遍低于正常值) 为进一步了解

尿
#4

羟值低下的原因!采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

激素$

C&)S

% 两日静脉滴注试验!

$"

名健康人在静

脉滴注
C&)S

的第
#

*

!

天!尿
#4

羟值都能升高
#"

:@

以上!其尿
#4

羟基数均值为
4

!

#4 :@

!

C&)S

滴

注第
#

天尿
#4

羟平均值
!7

!

#" :@

! 第
!

天均值

!B

!

4" :@

&而
$#

例肾阳虚患者中有
#4

例在第
#

天

反应低下! 第
!

天始达正常高峰! 其尿
#4

羟基数均

值
!

!

34 :@

!

C&)S

静脉滴注第
#

天达
B

!

#6 :@

! 第

!

天则升至
#4

!

"% :@

! 这种延迟反应提示尿
#4

羟值

的低下是继发于垂体或更高中枢的功能低下! 说明大

多数肾阳虚患者存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J-L/

#

GJ,0,:;=

#

L;GU;G,F-

#

,>F8?,0

!

S[C

%轴功能减退的状

态) 采用补肾法治疗后!肾阳虚患者的
S[C

轴功能

出现改善的状况) 以此系列研究为基础!沈自尹团队

利用皮质酮肾阳虚模型!采用'以药测证(的方法!发

现补肾或补肾阳药物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

性腺*甲状腺轴均具有改善作用!由此确定了肾阳虚证

的主要调节点可能定位在下丘脑+

7

"

6

,

)

此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

董竞成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疾病对肾虚与

S[C

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中医肺肾相关理

论!以卵白蛋白$

O.C

%致敏并长期吸入激发制备大鼠

反复发作哮喘模型后发现!哮喘急性发作时!

S[C

轴

往往呈现应激状态!而哮喘反复发作时!大鼠
S[C

轴

呈现多水平紊乱!大鼠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

激素信使核糖核酸$

&MS:M2C

%表达显著下调!血浆

C&)S

和皮质酮$

&OM)

%也出现了相似的改变&哮喘

反复发作大鼠
)J!

细胞因子
(T

#

7

*

(T

#

B

明显升高!而

)J#

细胞因子
!

#干扰素$

(W2

#

!

%则明显降低!提示其
)

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失衡!呈现
)J!

优势型免疫功能紊

乱!出现所谓'肺病及肾(*'久病及肾(而致'肾虚(的

表现) 采用补肾益气中药$淫羊藿*黄芪%可部分纠正

S[C

轴和免疫功能紊乱!使
C&)S

*下丘脑
&MS:M

#

2C

表达*

(W2

#

!

水平明显升高!同时降低
(T

#

7

*

(T

#

B

水平!从而使气道变应性炎症减轻!哮喘得到控制!其

中补肾药淫羊藿侧重于调节
S[C

轴!益气药黄芪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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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调节免疫) 结合'以药测证(!认为哮喘'肺肾气

虚(的部分科学内涵可能为以
S[C

轴和免疫功能紊

乱为代表的机体内在抗炎能力低下+

3

#

##

,

) 该团队还运

用挪威大鼠分别造成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O[H

%*哮喘加
&O[H

三种气道炎症性疾病模型!

发现
&O[H

模型组同样存在
S[C

轴紊乱!而哮喘加

&O[H

模型组大鼠气道炎症*

S[C

轴紊乱等则更加明

显!下丘脑
&MS:M2C

*血浆
&OM)

水平较对照组显

著下降+

#!

,

!认为这与中医学所述的'久病及肾(*'多

病及肾( 的观点有相一致的状况) 另外!在利用

&OM)

诱导的大鼠海马*下丘脑神经元损伤实验中!发

现补肾组分淫羊藿苷可以通过阻断
L$6+C[]

信号

通路!抑制
&OM)

诱导的神经元凋亡!从而有效的保

护了神经元!而益气组分黄芪甲苷则无此作用!从而进

一步证实了补肾药作用于
S[C

轴或更高水平中枢如

海马等+

#$

!

#7

,

) 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肾阳虚证存在

S[C

轴及其它神经内分泌轴的异常!并发现补肾药对

这些异常的部分有改善作用) 如高博等+

#%

,提出一氧

化氮合酶
_

环鸟苷酸
_

$

2OK_=P+[

%系统可能在肾阳虚

证中发生变化!抑制了下丘脑的功能!从侧面证实了下

丘脑在肾阳虚证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实验表明!

肾阳虚下丘脑组织
2OK

$以
?2OK

为主%活性升高!

血清和下丘脑组织
2O

水平也明显升高!但下丘脑升

高幅度明显高于血清!认为
2O

在下丘脑局部的显著

升高可能从另一角度证实了下丘脑在肾阳虚证发生发

展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中医学认为!肾主骨生髓!肾生髓是肾生理功能的

重要组成部分) 陈智松等+

#B

,采用老年小鼠和
H

#半乳

糖致衰老小鼠两种衰老性肾虚动物模型!分别连续灌服

补肾生血药
!

个月和
#

个月!应用半定量逆转录聚合酶

链式反应技术$

M)

#

[&M

%检测小鼠骨髓有核细胞巨噬

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P+

#

&KW

%基因转录水平的变化)

结果发现!老年小鼠和
H

#半乳糖致衰老小鼠骨髓有核

细胞
P+

#

&KW

基因转录水平明显低于青年小鼠和正常

对照小鼠!给药后则可明显得到提高) 认为补肾生血药

起到滋阴补肾*益髓生血作用的分子机理之一!是促进

骨髓
P+

#

&KW

基因的转录!是肾生髓的分子基础之一!

P+

#

&KW

基因是肾生髓的本质相关基因之一)

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肾精通过肾阳$元阳*

真阳%蒸化肾阴$元阴*真阴%产生肾气!而肾气则直接

关系到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和衰老!肾虚辨证标准

如腰脊酸痛*腿软*耳鸣耳聋*齿发脱落*性功能减退等

都是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的外象) 沈自尹等+

#4

,用全

基因组芯片和以药测证的方法!以自然衰老大鼠为肾

虚模型!在老年大鼠和青年大鼠之间作比较!发现老年

大鼠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胸腺$

S[C)

%轴各层

面上与生长*发育*衰老相关的基因如神经递质和神经

肽*生长激素和促生长细胞因子*促性腺激素和性激素

以及抗淋巴细胞凋亡*促增殖*参与免疫效应信号通路

等的基因均为低表达$差异表达两倍以上%!反应了老

年大鼠
S[C)

轴上的基因表达谱是以衰退的表现为

主) 在
$

个药物组中尤以温补肾阳药淫羊藿中的总黄

酮$

9W

%能使老年大鼠中下调的基因表达全面上调!而

右归饮组及桃红四物汤组未见广泛的调节作用) 张红

英等+

#6

,认为中医肾与命门本同一气!是人生生不息之

根!正气的产生不能离开肾阳的温煦!故肾与免疫应具

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宋淑霞等+

#3

,用补肾*扶正*益气

补肾中药对醋酸可的松所致肾虚老龄小鼠免疫功能的

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肾虚小鼠脾淋巴细胞的增殖活

性!以及
(T

#

!

和
(T

#

#!

的水平!均较正常小鼠明显下降

$

[ `"

!

"%

%!两种细胞因子
:M2C

的表达也受到抑

制) 经补肾*扶正和益气补肾方药治疗后!以上检测指

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益气补肾方药组提高最

明显!认为益气补肾方药可能是改善外源性糖皮质激

素所致肾虚及免疫衰老的较理想的药物) 孙理军

等+

!"

,采用惊恐方法!建立过度惊恐致肾虚的动物模

型!研究该种肾虚大鼠血清
(T

#

#"

*

(T

#

B

*

(T

#

!

*肿瘤坏

死因子#

"

$

)2W

#

"

%*

(W2

#

!

变化及补肾药的干预作用)

发现模型组
(T

#

#"

*

(T

#

!

*

(W2

#

!

的含量低于空白组&

(T

#

B

*

)2W

#

"

含量高于空白组!其中
(T

#

#"

*

(W2

#

!

的降

低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用补肾中药干预后其血

清其
(T

#

#"

*

(T

#

!

*

(W2

#

!

的含量有所升高!

(T

#

B

*

)2W

#

"

含量降低!其中
(T

#

#"

的降低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认为肾虚大鼠免疫稳态失衡状态可能与细胞

因子
(T

#

#"

*

(T

#

!

*

(W2

#

!

*

(T

#

B

*

)2W

#

"

等的异常有关!而

补肾中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肾虚大鼠机体免疫功

能的降低及紊乱)

$

$补肾益气法'异病同治(的现代临床实践

通过对补肾益气法'异病同治(现代科学内涵的

初步研究!可以认识到同证的异病和状态除了其各自

构成独特疾病或状态的要素外!往往还有共同的病理

环节!如同为肾虚证型的哮喘*

&O[H

*儿童肾病综合

征和衰老等!除了它们各自的种种特点外!炎症*免疫

紊乱和
S[C

轴功能低下等常常是它们共有的病理生

理特点!这就为中医学'异病同治(采用同方同法治疗

不同疾病和状态的经验和实践提供了现代生命科学的

基础!而相关的临床研究工作表明!补肾益气法及其方

药往往可以通过改善炎症*免疫和
S[C

轴的紊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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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效!从而使相关疾病各自本身的特征也得到改善)

$

!

#

$补肾法预防哮喘季节性发作$支气管哮喘

是一种变态反应性疾病! 亦是前述六种疾病之一! 中

医学很早已重视对哮喘的预防! 在明代就提出'发时

治肺!平时治肾( 的治疗原则) 沈自尹等+

!#

!

!!

, 从

#367

-

#36B

年间! 共选择
!B"

例哮喘季节性发作患

者! 其中补肾防喘片组
#6B

例! 空白对照组
47

例)

在好发季节$上海是每年
#"

月份% 前
$

个月$即
4

月

份% 开始服药直至好发季节结束$

##

月份%! 进行预

防哮喘季节性发作的观察! 结果补肾防喘片组显效率

为
%3

!

#a

! 而对照组显效率仅为
B

!

6a

) 补肾防喘片

除了能减少发作次数*缩短发作时间*减轻发作程度!

还能使抑制性
)

细胞和淋巴细胞
#

受体功能上升*血

清
(@9

的下降) 最初对具有肾阳虚症状的哮喘患者进

行了尿
#4

羟值的测定!发现其值较健康人为低! 后又

发现占哮喘病例数较多的无肾虚患者! 其尿
#4

羟平

均值亦有低下! 而且这两组$肾阳虚和无肾虚% 患者

经过
$

个月左右的补肾治疗! 尿
#4

羟值都恢复到正

常范围) 通过对中医分型不同患者的
S[C

轴功能检

查! 认为哮喘即使无肾虚见证时! 其肾上腺皮质的代

谢或分泌已受到潜在的影响! 亦就是说此类哮喘患者

属于隐性肾阳虚!而当发展至肾阳虚时!

S[C

轴功能

则已有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 说明补肾法能作用并调

节
S[C

轴的功能! 从而改善患者体质!阻断哮喘不断

发作的恶性循环! 并可能由此而获得预防季节性发作

的远期疗效)

$

!

!

$补肾益气法治疗激素依赖型哮喘$现代医

学目前认为!哮喘是一种气道炎症性疾病!糖皮质激素

是最有效的抗炎药物之一!但长期使用激素的弊端是

必然进一步抑制
S[C

轴功能!从而使患者成为激素

依赖者) 近些年来!现代医学有用大剂量激素吸入以

替换口服激素! 但撤激素成功率在
!4a

&

77a

!董竞

成等采用大剂量皮质激素吸入加服补肾益气复方中药

对
$"

例每天口服皮质激素超过
#

年的激素依赖型哮

喘患者! 进行撤激素的治疗与观察! 结果完全撤除激

素的有
!#

例! 成功率为
4"a

) 研究还显示补肾益气

药能对抗外源性皮质激素所引起的内抑制! 改善肾上

腺皮质的储备能力! 提高
S[C

轴功能!从而使得激素

依赖型哮喘患者能成功地撤除激素+

!$

,

)

$

!

$

$补肾法治疗
&O[H

$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

研究所用补肾法治本为主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先后用此

法治疗
%!!

例!

$

年临床治愈率为
!6

!

#a

!显效以上者

为
B!

!

%a

!通过内分泌及免疫功能的检查!认为温肾法

防治慢性支气管炎的效果!可能是作用于丘脑-垂体及

其靶腺!通过神经体液因素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功能而取

得的+

!7

!

!%

,

) 倪伟等+

!B

,采用随机单盲研究方法将
B6

例

稳定期
&O[H

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7

例) 治疗组采用补肾纳气方及常规现代药物治疗!对照

组采用山楂冲剂及常规现代药物治疗!疗程均为
!

个

月!随访
"

!

%

年) 结果发现治疗组各主要症状积分均较

治疗前降低$

[ `"

!

"%

!

[ `"

!

"#

%&治疗组中医证候疗效

总有效率为
B7

!

4#a

!高于对照组的
$%

!

!3a

$

[ `

"

!

"%

%&治疗组
"

!

%

年内急性发作次数较治疗前减少!最

长持续时间较治疗前缩短$

[ `"

!

"%

!

[ `"

!

"#

%&治疗组

肺功能指标无明显变化$

[ b"

!

"%

%!生活质量显著改善

$

[ ` "

!

"%

!

[ ` "

!

"#

%) 认为补肾纳气方可以改善

&O[H

患者症状!降低
"

!

%

年内急性发作次数及最长持

续时间!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

!

7

$补肾法治疗妇科相关疾病$中医学认为!肾

主生长发育与生殖的功能是在肾藏精的基础上产生的!

补肾法是中医在妇科疾病中最常应用的治法!主要运用

于调经*助孕*安胎等) 余序华+

!4

,将
##B

例青春期崩漏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6

例以中药止血固冲汤和

补肾固本汤加减治疗&对照组
%6

例以倍美力治疗) 连

续治疗
$

个月后发现两组在总疗效和止血疗效方面!治

疗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 `"

!

"%

%!认为辨证运用止血

固冲汤和补肾固本汤治疗青春期崩漏疗效明显优于单

纯现代医药治疗) 夏誉微等+

!6

,用养血补肾中药女贞孕

育汤治疗肾虚型无排卵不孕症患者
7%

例!

!$

例服用现

代医药克罗米芬作为对照) 治疗
$

个周期后!继续随访

#

年!发现两组促排卵率*妊娠率*流产率相近!两组均

有调经作用及促进卵泡生长发育作用&但中药组在保护

内膜和改善子宫*卵巢组织血液供应等方面明显好于对

照组$

[ `"

!

"%

!

[ `"

!

"#

%!认为养血补肾中药在发挥促

排卵作用的同时具有整体调节生殖系统功能的作用)

李卫红等+

!3

,用补肾调周法治疗习惯性流产
B6

例收效

良好!治愈
B!

例!无效
B

例!总有效率
3#

!

#6a

)

$

!

%

$补肾法治疗儿童肾病综合征$儿童肾病综

合征采用大剂量皮质激素治疗有较好效果! 缓解率可

达
44a

&

66a

! 但停药后容易复发)

T8;DG; K

发现儿

童肾病综合征经皮质激素治疗后复发与否以及缓解期

的长短! 与其肾上腺皮质功能状态有密切关系!

S[C

轴功能明显受抑制者缓解期短&功能正常者! 缓解期

长+

$"

,

) 蔡德培等+

$#

,观察在大剂量激素治疗肾病综合

征过程中! 补肾药是否能拮抗外源性激素对
S[C

轴

的反馈抑制作用! 根据入院先后将单纯性儿童肾病综

合征
!"

例患儿随机分成对照和试验两组! 每组各
#"

例! 对照组一般单纯使用激素治疗! 实验组同时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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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药) 每
!

周测定血浆皮质醇
#

次! 直至停药! 结

果实验组肾上腺皮质较快恢复分泌功能) 说明在肾病

综合征患儿的大剂量激素治疗中! 补肾药具有明显的

保护自身肾上腺皮质*拮抗外源性激素反馈抑制的作

用) 虞坚尔等对
6#

例肾病综合征患儿采用以上同样

方法分组治疗! 以观察补肾治疗对缓解率和复发率的

影响! 结果显示
$#

例激素对照组缓解率为
%6a

!复

发率为
6#a

& 而激素加补肾治疗组缓解率为
67a

!

复发率为
7!a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说

明补肾药配合激素治疗! 提高肾病综合征的缓解率!

降低复发率! 此疗效与肾上腺皮质功能状态得到保护

与改善密切相关+

$!

,

)

$

!

B

$补肾法延缓衰老$肾为'先天之本(*'生命

之根(!肾亏或肾气过早衰退的人!可呈现内分泌功能

率乱!免疫功能低下!并可影向其它脏腑器官的生理机

能!导致早衰!而补肾填精是延缓衰老和治疗老年性疾

病的重要手段) 陆金宝等+

$$

,对上海长宁区老年人肾

虚及其证型的调查研究发现#老年人肾虚的发生率呈

增龄性增加!如
B"

&

B7

岁为
B$

!

$6a

!

4%

&

43

岁则

高达
3"

!

33a

) 在证型$肾精虚*肾阳虚*肾阴虚*肾阴

阳两虚*肾气虚%分布中肾精虚衰高达
6"

!

6!a

) 沈自

尹等+

$7

,将
77

例老年人随机分为补肾方$补肾益寿胶

囊%组和安慰剂组!双盲给药!与年轻组
$"

例比较!检

测
)

细胞凋亡率与相关促凋亡基因$

W,D

*

W,DT

*

5,c

*

)2WM#

%及抗凋亡基因$

)2WM!

*

5=0

#

!

%的转录情况!

发现老年人
)

细胞呈过度凋亡!并受促凋亡与抗凋亡

基因的协同调节) 补肾益寿胶囊下调老年人促凋亡基

因表达!上调抗凋亡基因表达!由此实现延缓免疫衰

老!为肾本质和中药延缓衰老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

王学美等+

$%

,通过实验证实老年肾虚组线粒体
H2C

缺失较青年组和老年对照组明显增多!呼吸链复合酶

$

*

%

的活力较青年组和老年对照组明显降低!经用补

肾方五子衍宗丸干预后可明显减少线粒体
H2C

缺

失!提高呼吸链复合酶
$

*

%

的活力!提示线粒体的

H2C

氧化损伤可能是肾虚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异病同治(是中医学的重要特色之

一!其实质是'异病同证同治(!即同法所治之不同疾

病!均具有相同的证型) 补肾益气法是运用较为广泛

的'异病同治(之法!从以上对中医'肾(与'补肾(科学

内涵的研究中! 可以看出补肾益气之法对多种疾病和

状态均具有较好疗效!其部分机理可能与从整体上调

动了
S[C

轴功能及改善了免疫等有关!从而对局部

病变达到了'调节整体! 改善局部(的治疗效果) 通过

补肾益气药与糖皮质激素等现代药物的联合应用!扬

长避短!优势互补!实现了'辨病(与'辨证(的结合!现

代药理与传统药理的结合提高了干预多种疾病与状态

的疗效!既体现了'异病同治(的学术思想!同时也初

步展示了肾气$阳%虚证的现代科学内涵及补肾益气

法'异病同治(的部分物质基础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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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活血化瘀研究进展高层论坛征文通知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拟于
!"#$

年
B

月
!"

'

!$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第

十届活血化瘀研究进展高层论坛#$届时将邀请国内著名专家讲演$交流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研究的新

成果%新理论%新方法&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会议主题$)

#

*血瘀证及活血化瘀临床研究()

!

*血瘀证诊治及活血化瘀方药应用经验()

$

*血瘀

证及活血化瘀相关基础研究()

7

*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研究新进展()

%

*血瘀证病症结合诊断标准研究&

会议内容$)

#

*大会论文交流()

!

*评选会议优秀论文并颁奖()

$

*活血养心专题报告会()

7

*第

七届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

%

*选举第七届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委&

征文要求$)

#

*来稿符合会议主题$请用电子邮件投寄论文全文及
%""

字以内摘要()

!

*请自留

底稿$恕不退稿&

截稿日期$

!"#$

年
%

月
$"

日(来稿请寄+北京市朝阳区樱花东路
!

号)邮编
#"""!3

*(中日友

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内科$刘燕收&

联系方式$联系人+刘$燕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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