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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合璧"求真至善$$$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成立

#"

周年学术年会纪要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成立
#"

周年学术年会于
!"#;

年
##

月

!9

日在福州召开%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资深院

士陈可冀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陈凯先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教授"中国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长王阶教授"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许家杰

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赵中振教授"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陈友琴

研究员&

<,=>?

教授等一批来自海内外中西医结合领域的专家学者

共
;""

多人聚首榕城"共享中西医结合学术盛会% 开幕式由福建中

医药大学校长陈立典教授主持%

在开幕式上"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长陈可冀&福建中医药

大学党委书记黄有霖&福建省科技厅副厅长杜民在开幕式上先后致

辞% 会上"还为获得第四届陈可冀院士$$$片仔癀药业科研奖励基

金项目的成果完成人颁奖%

本次学术年会"与会专家们围绕近年来中西医结合领域的新技

术&新进展等进行了交流%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献祥

教授做'大医亭下的醉美$$$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成立
#"

周年工

作回顾(的专题报告% 十年来"在陈可冀院士的领导下"福建中西医结

合研究院科研人员围绕心血管疾病&骨病&消化道肿瘤&中药新药研发

等方向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共中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项)省

部级科技成果
#:

项"其中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

项"

福建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

项)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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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期刊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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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出版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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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此外"研究院还获批为中西医结合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培养中西医结合博士研

究生
@;

名"在站博士后
:

名)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

个"

福建省重点学科
#

个)入选国家中医药科研三级实验室
%

个"福建省

重点实验室
#

个"福建省中医药重点研究室
:

个%

中国科学院陈凯先院士作了'中医药送给世界的礼物$$$从屠

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谈起(的专题报告% 陈院士从屠呦呦教授获

得
!"#;

年诺贝尔奖谈起"指出作为青蒿素研究的主要贡献者"这是

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

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实现了中国诺贝尔奖

的突破% 陈院士特别指出"中医药人要从屠呦呦教授获得
!"#;

年诺

贝尔奖得到启示#中医学是伟大的宝库"利用我国天然药物和中医药

资源优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多学科交叉"弘扬潜心研究&求真务实

的科学精神"发扬我国原创科技优势"加强中药和天然药物创新研究"

立足国情"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走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自主创新道

路"推动我国科技的原始创新%

香港浸会大学赵中振教授作了'*本草纲目+之旅(的专题报告%

赵教授认为"'本草(是中国传统药物学的特有称谓"包含了中医药文

化与中医药科技的内容% 浩瀚的本草古籍"是中药继承&发展和创新

的基础"也是现代中药研究与开发的重要资源% 追溯历史"埃及&希

腊&印度等文明古国的医药知识"与中国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各国的

天然药物资源也很丰富% 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中医"应当以更加开阔的

视野"博大的胸怀"将世界传统医药的宝贵经验与资源兼容并蓄% 这

将有利于丰富中医药的宝库"对于理论&实验&临床研究也将有所促

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超越时空的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

必将对中草药的发展起到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袁钟教授作了'做与文化相适应的医者$$$医

生的职业幸福(的专题报告% 袁教授认为"医学是一门知识自然的

科学"是一种防治疾病的经验学科"是一个从生物&心理&社会&环境

多方面认识的知识体系"更是以道德为基础的综合学科% 医学是以

道德为根"以科学技术为专和以人文社会为博的知识体系% 尽管在

东西方传统文化中"医者都是救死扶伤的形象而存在并备爱尊重"

但今天的医疗则备爱质疑"医患关系空前严重"医务人员的身心严

重受损% 解决之道"也许在于让医生成为与文化相适应的医者)认

识自己"理解医者)把握中华文化之中的医患关系"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掌握运用医学科技的人文智慧% 唯此"医生才能在其职业生涯

中成就幸福%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许家杰教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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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题报告"介绍了美国洛杉矶加

州大学东西医学中心的基本情况% 中心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中医

医师培训和中医翻译人才培养)通过访问学者和中医药国际化领袖

培训以及
*N6

项目&国际会议交流等项目促进中医药国际交流合

作)同时创建中医和结合医学信息中心和网站"启动
K&OJ

影像历

史项目和中西医结合眼科临床项目等渠道开展国际中医药服务"推

动中医中西医结医学在美国以至世界的发展%

广东省中医院张敏州教授作了'南北交融$$$陈可冀学术思想

传承在广东(的专题报告% 张教授详细介绍了团队为总结陈可冀院士

的学术经验"使其发扬光大"惠及岭南民众"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成

立广东省中医院'陈可冀名医工作室("围绕心肌梗死重大疾病"开展

了*丹蒌片对急性冠脉综合征围术期心肌损伤影响的多中心研究+等

多中心研究课题"推动陈院士学术思想在岭南的传承和发展% 组织起

草并发布中西医结合心血管领域第一个专家共识$$$*急性心肌梗

死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 组织成立了'全国心肌梗死中医药防

治联盟(和'广州市心肌梗死中医药防治重点实验室(% 牵头制定*急

性心肌梗死中医临床诊疗指南+等%

福建省立医院陈慧教授作'高血压药物的精准治疗(专题报告"

介绍了在基因芯片的指导下"开展高血压个性化治疗的情况)福建中

西医结合研究院许惠凤博士&褚剑锋博士&林炜教授分别作'功能核酸

生物传感器在中药材重金属离子快速灵敏检测中的应用研究(&'清

眩降压汤控制血压升高抑制大血管损害的实验研究(&'肿瘤免疫治

疗新进展(专题报告%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经过
#"

年的发展"在中西医结合基础

与临床研究方面开展了积极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已构建成

为一个较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心)在促进我国中西医结合医

学发展"提高福建中西医结合科学研究水平"推动福建中医药产业

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松富"蔡巧燕"刘献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