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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我国开创的中西医结合科研及其启示$三%

&&&邝安教授开辟中医'阴阳学说(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破冰之旅(

陈士奎

$$邝安$

#8"!

&

#88!

年!广东台山人%!我国著名

内科学家)内分泌学家)医学教育家!优秀的医学家之

一*更是一位杰出中西医结合学者)我国优秀的中西医

结合医学家之一!是中医'阴阳学说(中西医结合研究

泰斗!对开创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

先驱性)奠基性)历史性贡献+

邝安
#8#8

年$

#6

岁!已是上海震旦大学理工

科二年级学生%留学法国!先在里昂大学及里昂化工

学院攻读化学!

#8!%

年转学巴黎大学读医科+

#8!8

年毕业时即顺利通过巴黎医院住院医师的严格

考试!任法国$巴黎%国立医院住院医师!成为考取这

一职务的第一位中国人+

#8%%

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医

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即任上海震旦大学医

学院皮肤科和小儿科教授和主任!

#8%D

年起任内科教

授+

#8D!

年起先后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内科教授)系主

任)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内分泌研究所所

长)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顾问等+ 曾任第四)五)六

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卫生部医学

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中西医结

合学科评议组组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理事

会副理事长)第一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上海分会理

事长等+

#8CD

年法国政府授予邝安教授'骑士勋

章(!表彰他对中法医学交流做出的贡献+

邝安教授是一位令人敬重的爱国学者+ 他本已

成为法国巴黎国立医院的住院医师!而且原本打算做

外科医生!但在他的法国老师对他讲的'中国历史悠

久的传统医学丰富多彩!学习内科来研究它!比较合

适(的启发下!他一是选定了内科为终身职业!并立下

雄心壮志'试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

#

-

*二是毅

然决定回国!以报效祖国)报效祖国医学)报效中国人

民健康事业!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精神+ 他的爱国精

神!更突出地表现于他对祖国传统医学的热爱+

回国后!邝安教授为新中国的医学发展写下了

永载史册的新篇章+ 例如#$

#

%

!"

世纪
%"

年代!他在

国际上首先发现回归热的氮质血症型*$

!

%

!"

世纪
7"

年代!他致力于结缔组织病研究!是我国最早发现和确

诊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结节性多动脉炎的医师之一*

$

%

%他是世界上最先发现异烟肼引起男性乳房增大的

学者之一*$

7

%他和他的同事们诊断并治愈了国内第

一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D

%他是国内最早诊断血

紫质病的医师之一!等等+

当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号召'西医学

习中医(后!便刻苦钻研中医学!致力于继承发扬中医

药学及中西医结合研究!率其团队在国内领先开展了

一系列中医'阴阳学说(中西医结合研究!在中国医学

发展史上又谱写了极富有创新性的中西医结合医学

篇章+

邝安教授率其团队在开创我国中西医结合科研

征程上!其学术思想)学术研究)学术贡献和对人们的

启迪是多方面的+ 在此仅重温他'西学中(的精神和

他首先开辟的)学术界最为瞩目的中医'阴阳学说(中

西医结合研究的'破冰之旅(!感受他和他的团队中西

医结合心志)心肠和心路+

#

$年近花甲拜师学中医!名师高徒叹为观止$从

!"

世纪
D"

年代起我国即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学!继承

发扬中医药学!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创造我国统一的

新医学)新药学等+ 当时邝安教授年近
$"

岁!已是

一位造诣高深的著名西医专家!为了学习)研究中医

学!还拜著名中医陈道隆先生为师!坚持每星期四!都

共同看门诊)查病房)讨论和分析病例)共商中西医结

合诊疗方案等!达八年之久*并不失时机地向全国著名

中医姜春华)张镜人)张志英)丁济南)程门雪)黄文东

等虚心请教!并与他们结下了良师益友之情+ 他在跟

随中医专家学习中医学理论)临床实践时!达到'乐而

忘返(之境地+ 他在陈道隆先生的指导下!对中医药

学的著作更是孜孜不倦)刻苦钻研+ 如顾松园著.医

镜/)严西亭等著.得配本草/).王旭高医书六种/).吴

门治验录/等!都是他反复研读的医著,

#

-

+ 他更注重

中医临床实践!例如对中医治法&&&'进退法(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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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他查阅文献发现'明"喻嘉言曾用0进退黄连汤1

治伤寒!求之于中!握枢而运!以渐透于上下! 俟其营

气前通!卫气前通!而为进退+ 并曰#0有权有衡则关

门时开时阖!有权无衡则关门有阖无开1+ 这里的进

退及权衡指上下)表里)脏腑之间的互补调节+ 清"顾

金寿在.吴门治验录/中将喻氏进退法移步换形!随机

应变!引申至药物的运用上+ 他成功地治愈
#

例肠红

气梗之症!该患者曾服药数十年!温)凉)攻)补法无不

用尽!均不见转机+ 顾金寿治此患者以气血两调)疏补

兼施之法!将党参)陈皮进退加量!当归)熟地时用时

停!用至
7"

剂!居然积症痊愈+ 故认为0虚证不求急

救!立志缓图!察其情形!推其脉理!或补母以求其本!

或升降以调其中!或进退以观其变!终于幸收全功!数

年不发+1邝安在临床治疗发热患者时!循金元四大

家的李东垣脾胃论学说!以甘温治大热!随机调整药物

剂量!可将党参)黄芪用量加大到各
8" E

之多!并遵循

进退法用药步骤!在处理发热上取得明显疗效+(

,

!

-可

见邝安教授对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之精深致

微+ 为他率领其团队开展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研究做

到充分的知识储备)奠定了坚实基础+

!

$率先开辟中医'阴阳学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邝安教授通过刻苦钻研中医药学!认为#'我国祖先

几千年来!通过探讨宇宙大自然的变化!临床精密细致

的观察!总结了疾病的发生与演变规律!治疗阴阳两大

部分+ 不论是解剖!生理!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药物功

能!都基于阴阳!通过阴阳的对立统一学说!把事物的

发展过程都概括起来了+(

,

%

-并认为'0阴阳学说1确实

为祖国医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和指导辨证论治的根本

法则+ 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若能在阴阳学说上得到突

破!其理论和实践价值将是无法估量的+(

,

7

-正是建立

在对中医'阴阳学说(重要性深刻认识基础上!这位学

贯中西的西学中大师成为提出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医

'阴阳学说(的第一人!并坚定地率领其团队踏上了践

行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医'阴阳学说(的'破冰之旅(+

%

$世界首创'阳虚动物模型(造型 $生命科学

或医学研究离不开动物实验+ 早在
!"

世纪
D"

年代!

邝安教授为了开展'阴阳学说(理论的动物实验研

究!就设想能否在动物身上模拟人类'虚证(体征2 经

多年探索!

#8$#

年邝安教授领衔其团队!首先创造

了用大剂量$

"5D 0EBF

%肾上腺皮质激素$皮质素或氢

皮质素%持续使用药约
8

%

##

日后!致使小白鼠机体

出现耗竭现象!如萎靡不振)竖毛)毛不光洁)拱背少

动)反应迟钝!有明显畏寒现象等*'耐冻实验(表明动

物的耐冻时间显著缩短+ 发现这些'衰竭现象(与人

类'阳虚(体征极其相似+ 而且观察到所设'合用助阳

药组(小白鼠$灌饲附子)肉桂)淡苁蓉)仙灵脾煎剂%

多不出现衰竭现象!或仅有轻度虚弱!体重减轻不甚明

显,

D

-

+ 进一步证明此'耗竭现象(属'阳虚(!出现'耗

竭现象(的小白鼠!则属'阳虚性动物(+ 这一实验研

究及结果&&&'阳虚性动物(造型及方法等!已被其他

学者重复和证实+ 该批出现'耗竭现象(的小白鼠!被

学术界认为是'阳虚动物模型(的原创!是世界上第一

批'阳虚动物模型(+ 之后又通过系列'中医阴阳的实

验性研究(!研制了高血压 $阳虚%

,

$

!

6

-

)高血压 $阴

虚%

,

$

"

#"

-动物模型以及甲状腺功能亢进$阴虚%)甲状

腺功能减退$阳虚%动物模型等+ 从而开辟了中医药

学理论研究的现代动物实验研究方法和中医动物模型

$实验动物%研制的先河*其用大剂量肾上腺皮质激素

建立中医'阳虚动物模型(已成为中医药及中西医结

合科研史上或实验动物$学%研究史上的经典*邝安

教授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小白鼠'阳虚动物模型(的研

制并造型成功的第一人*是研制符合中医理论的'动

物模型(和运用符合中医理论的'动物模型(开启中医

药及中西医结合现代动物试验研究的第一人*是我国

现代'中医实验动物学(的奠基人+

7

$首先开辟从内分泌角度研究中医'阴阳学说(

!"

世纪
D"

年代中期!作为一位著名西医内分泌学家)

我国内分泌学科奠基人之一的邝安教授!通过学习

中医!便精辟地提出#虽然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体系!

但是.内经/中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

33(!认为人体也是相互拮抗)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的阴阳两个对立面组成的统一体+ 内分泌学!同样认

为人体中具有相互拮抗)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对立统

一!以调节人体多种代谢和功能的系统!和中医阴阳学

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并反复论证从内分泌学的近代知

识和检测手段研究中西医结合是切实可行的*内分泌

学很可能成为在中西医结合上得到突破的学科!可作

为中西医结合的桥梁,

7

-

+ 随即率先带领其团队!运用

现代科学方法)从内分泌角度开创中医'阴阳学说(以

及'阳虚()'阴虚(等中医理论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他

是我国提出从内分泌角度系统研究中医'阴阳学说(

的第一人+ 他为.中西医结合杂志/创刊五周年的题

词便是'架内分泌之桥梁!走中西医结合之大路(+ 表

现出邝安教授'试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的

雄心壮志+

D

$ 首先开启血浆环核苷酸含量与阳虚)阴虚患

者关系的临床研究 $

!"

世纪
6"

年代!国外对环核苷

酸研究发现!环磷酸腺苷 $

?G+H

% 和环磷酸鸟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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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

%!在细胞内起着极为重要的调节作用!而且在

许多方面表现为一对矛盾+ 正常情况下!组织和体液

中
?G+H

和
?I+H

的含量相对稳定并保持一定比例!

当他们中的一方发生含量变化!二者比例改变时!细胞

功能也随着发生明显变化+

#86%

年!美国生物化学家

I-;F1/2E

首先研究了
?G+H

和
?I+H

对生物细胞的

双向调节作用!并把这种双向调节现象与中医'阴阳

学说(联系起来!认为
?G+H

和
?I+H

的这种双向调

控系统!是统一许多不同生物调节现象的阴阳学说的

基本原理所在!或与阴阳学说相似等,

##

-

+ 但国外没有

结合临床中医辨证为阳虚)阴虚患者进行具体研究和

进一步探讨+ 邝安教授率其团队最早开展了血浆

?G+H

)

?I+H

含量及其比值与'阳虚('阴虚(患者关

系的临床研究+

D

!

#

$邝安教授等自
#86$

年以来即从虚证着

手!首先观察了阳虚患者$包括内分泌功能减退和非

内分泌疾病%血浆环核苷酸方面的变化+ 结果#血浆

?G+H

平均值降低!

?I+H

平均值升高!

?G+HB

?I+H

比值下降,

#!

-

+ 但这仅是对单一阳虚患者的

观察+

D

!

!

$为了对阳虚患者和阴虚患者血浆环核苷酸

含量进行比较!又选择了阳虚患者中的甲状腺功能减

退症$甲减%和有阴虚见证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甲

亢%! 进行血浆环核苷酸测定和对比研究+ 结果#甲亢

$阴虚%患者血浆
?G+H

增高!

?I+H

降低!

?G+HB

?I+H

比值升高*甲减$阳虚%患者血浆
?G+H

降低!

?I+H

升高!

?G+HB ?I+H

比值降低,

#%

-

+ 两者表现

显然不同+

D

!

%

$为了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血浆
?G+H

和

?I+H

变化与阴虚)阳虚之间的相关性和规律性!

邝安教授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同位素室合作!又开展

多家医院)多个科室)多种病种$包括内分泌病
$$

例*

呼吸系统疾病
$"

例*肾脏疾病
%C

例*急性心肌梗塞

!!

例*其他疾病
$#

例!计
!76

例患者!其中阳虚

#$"

例!阴虚
C6

例%同时进行血浆
?G+H

和
?I+H

测定)观察)分析研究,

#7

-

$颇有'循证医学(思想%+ 结

果#阳虚患者血浆
?G+H

降低!

?I+H

显著升高!

?G+HB ?I+H

比值明显降低+ 阴虚患者血浆
?G+H

升高!伴以无明显降低的
?G+HB ?I+H

比值+ 但阴虚

内分泌疾病
?G+HB ?I+H

比值显著升高+ 因此!血浆

?G+HB ?I+H

比值降低!是阳虚患者共同特点!也是

与阴虚的区别所在*阴虚患者的特点是血浆
?G+H

升

高!伴以无明显降低的
?G+HB ?I+H

比值+ 同时!观

察到部分阳虚及阴虚病例!经温阳或滋阴方剂治疗后!

随病情变化血浆
?G+H

和
?I+H

含量也有相应变化+

据此!他们非常慎重地提出'血浆中
?G+H

和
?I+H

这一对矛盾的含量改变是阴虚)阳虚时一项非常值得

注意的特征!他们的变化似有一定的规律性+ 但是!目

前我们还不能认为已经阐明了
?G+H

和
?I+H

与阴

虚)阳虚的因果关系+('测定血浆
?G+H

)

?I+H

及其

比值!可作为帮助判断阴虚)阳虚的一个客观指标!对

于临床辨证中标与本的关系较复杂的病例!可能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值得今后进一步有计划地探讨(!

'没有较多数量的对比观察很难做出任何结论(

,

#7

-

+

查阅邝安教授等有关
?G+H

和
?I+H

与阴虚和阳

虚关系的研究文献!他们从来没有'确立
?G+H

和

?I+H

代表阴阳之说(+ 足见邝安教授严谨的科学

态度+ 他率领其团队开辟的
?G+H

和
?I+H

含量与

阳虚)阴虚患者关系的临床研究'破冰之旅(!为中医

'阴阳学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发现了必要的思想

准备+

$

$ 国内首先开创中医'肾虚(与性激素关系的研

究$

#86$

年
HJ;44;=K

首先发现中青年男性冠心病患

者血浆
9

!

水平升高!

)

不变或减少!

9

!

B)

比值上升!因

而提出#在男性!雌激素增多可能是冠心病的一种危险

因素!但未找到能纠正高雌激素血症的方法+

#868

年

以来!邝安教授率领其团队!对一些重大疾病作了有

关性激素变化方面的一系列研究!并观察性激素变化

与中医'肾虚(之间的关系,

#D

"

#8

-

+ 不仅首先证实了

HJ;44;=K

在冠心病与性激素关系的研究结果,

#$

-

+

$

!

#

$陆续发现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病)病态

窦房结综合征)急性心肌梗塞等男性患者中!血浆
9

!

及$或%

9

!

B )

均升高+ 从而!将
HJ;44;=K

只在一个病种

$冠心病%所观察到的性激素改变现象扩大到多种疾

病!证明这些变化并非一种疾病的偶然现象!而是这些

疾病发病机理)病理生理的共同基础+

$

!

!

$在国内首先研究了男性肾虚$证%与性激素

的关系+ 这一系列研究!证实上述五种疾病多数病例

具有'肾虚(见证*而有肾虚见证的患者!其
9

!

B )

比值

明显升高!无肾虚的患者此种变化不明显+ 说明肾虚

和性激素的变化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在这些疾病的发生

发展上起重要作用!并提示性激素可作为肾虚的物质基

础的一个方面+ 尤其是这些不同疾病的患者经中医辨

证论治!采用助阳补肾等中药治疗后!肾虚症状好转的

同时!

9

!

B)

比值也趋于正常+ 因此推测
9

!

B)

比值升高

与肾虚有关!或肾虚与性激素的变化有关+

$

!

%

$研究发现!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9

!

B)

比值升高

主要是
9

!

升高*心肌梗死患者
9

!

B )

比值升高主要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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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而健康人年龄越大!血浆
9

!

越高!

)

有下降趋向!

9

!

B)

比值逐渐升高+ 故男性患者
9

!

B)

比值升高!似可

作为肾虚的客观指标之一,

#$

-

+

$

!

7

$证明经中药和气功治疗!每种疾病的特征表

现也好转!如高血压病患者血压下降!糖尿病患者血糖

降低!病窦综合征患者心率增加)昏厥减少等+ 提示中

医中药通过调节阴阳!纠正或减轻疾病的共性病理变化

$如肾虚%!可达到治疗疾病特征性病理变化的目的+

综上所述!邝安教授作为我国最早利用现代动

物实验开展中医'阴阳学说(实验研究的学者!为探索

和寻求中医学'阴()'阳(变化!以及'阳虚()'阴虚(

$证%的病理生理学物质基础和'阳虚()'阴虚( $证%

辨证诊断的实验室客观检测参考指标等研究!始终坚

持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不仅在方法学上具有

开创性历史意义和示范导向作用*对学术界如何开展

中医药学理论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带来极为深刻启示*

展示了从内分泌学角度研究中医'阴阳学说(的广阔

前景+ 而且证明中医药学'阴阳学说(中的'阳虚()

'阴虚(变化有其相应的病理生理学物质基础!从而证

明了中医学引进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阴阳学说(已

成为一个医学科学理论!即起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的中

医学的'阴阳学说(!经过几千年的与人体生命活动)

疾病现象)疾病防治等密切联系的中医临床实践的运

用)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的积累)充实!其内涵已成为

中医药学的医学理论!是具有丰富的生命科学内涵和

实质性内容的+ 仅从这一点讲!邝安教授及其团队

开创的从内分泌角度对中医'阴阳学说(的中西医结

合研究!不仅为中医理论现代科学研究探索了思路与

方法!更为科学认识中医药学打开了一个窗口!让人们

初步看到中医药学理论虽然深奥!但并不是'深不可

测(或'变化莫测(+ 促进了对中医药理论的科学认识

以及对中医药理论现代科学研究的认识+ 正如李连达

院士讲#'阴阳学说是一种哲学理论!古人引进医学领

域!用以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变化规律!解释一切医学现

象!使阴阳学说具有了医学内容!并成了中医理论的重

要组成部分!33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把阴阳学说作为

具体的医学理论加以研究!而不是作为抽象的哲学概

念进行研究!后者也可以研究!但主要是哲学家的任

务+ 阴阳学说及其他中医理论的研究!都应当理论联

系实际!特别是联系医学实际!进行多途径)多学科)多

层次)多指标的综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中西

医结合的理论体系+(

,

!"

-

!""!

年
#!

月
!D

日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中西医

结合学会召开了'纪念邝安教授诞辰
#""

周年座谈

会(+ 著名内分泌学家和中西医结合专家许曼音教授

出席会议并发言讲道#邝安教授为人师表!治学严

谨!他的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影响了我们几代人!我和

陈家伦教授乃至我们全家都受到邝安教授的中西医

结合思想熏陶!走上中西医结合道路+ 笔者在会上代

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做了发言,

!#

-

!表达我们对中西

医结合一代宗师邝安先生的崇敬)爱戴4 学术是一

种精神)一种召唤)一种献身+ 邝安教授其精神)其

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必将继续召唤)润泽一代代中西

医结合学人+ 在这里我们重温邝安教授率领其团队

开创中医'阴阳学说(中西医结合研究破冰之旅的'故

事(!为的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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