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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教育!

如何培养学生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
&&&'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教学启示

罗银河#王建玲#李丽鹏

##自从
#:8$

年毛主席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

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的统一的新医

学*新药学+以来")中西医结合+的概念逐步在我国医

学界出现并不断深化, )结合+即融合*合并*合一*统

一之义-

#

.

, '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中西医

相互融合"绝不仅仅是技术方法上的"更主要的应当是

中医的整体思维与西医的分析思维的逐步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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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咸中院士也明确指出#)兼容中西医两种医学的思

维方法很可能比解决一二个具体诊疗问题更为重

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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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探索和发展两种医学在临床思维运用

上的结合"对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起着高屋建瓴的指

导作用,

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是综合运用中西医学理论与方

法"以及中西医互相交叉渗透产生的新的理论与方法"

研究并解决儿童健康与疾病防治问题的应用科学"是

在我国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

门新的临床学科, 在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教学中"如何

逐步培养学生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模式"将中西医

两种医学有机结合"是高等中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

业教师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笔者从中西医结合儿科

学的教学特点出发"结合个人的教学体会"对如何培养

学生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

#正确理解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在教学过程中"

笔者发现"很多学生对中西医结合的概念理解不清"认

为中西医结合就是简单机械地)中医
E

西医+的拼合,

因此"正确理解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是培养中西医结合

临床思维的关键,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章程对)中西

医结合+概念的界定是#)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

学%理论知识和方法"加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继承

和发掘祖国医学遗产"取中*西药之长"融汇贯通"促进

医学科学的繁荣与进步,+ )结合+指在承认不同事物

之矛盾和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事物统一于一个

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的和合过程中吸

取各个事物的长处"克服其短处"取长补短"把不同然

而相关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并使之达到最佳组合*

融汇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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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西医结合是在承认中西医之间的差

异*区别和矛盾的基础上"通过互济互补"相互交叉渗

透"达到和谐统一,

!

#树立正确的中西医结合观#很多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对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存在偏见"有的认为

西医好"有的认为中医好, 因此"建立中西医结合的临

床思维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中西医结合观"在掌握中医

和西医两种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知识的基础

上"深刻认识彼此的优势和不足"消除门户之见"力

求优势互补, 中*西医虽然有完全不同的医学模式

和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

究目标, 两种医学体系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中*西医只有互相学习"相互渗透"优势互补"有机结

合"才能促进中西医结合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中西

医结合已成为成为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和

必然趋势, 教学过程中"通过病例的分析讲解"让学

生看到中西医联合运用的有效性"有利于中西医结

合临床思路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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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学生中西医结合

临床思维的建立需要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

引导, 教师应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讲解"避免西医和

中医完全分开讲解"造成西医和中医相互分离"完全脱

节, 关键在于教学方法*内容上如何去找寻出它们之

间更多的共性和结合点"启发学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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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培养

学生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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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病机的中西医融合#例如介绍小儿支

气管哮喘的病因病机时"可以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分

析痰瘀伏肺与气道慢性变态反应性炎症的一致性, 中

医学认为"痰饮与血瘀是哮喘的两大病理性产物"痰饮

为哮喘的)夙根+"哮喘反复发作"久病入络成血瘀,

现代医学认为"哮喘发病过程中"机体产生的全身免疫

功能紊乱"大量的细胞因子*炎性介质的产生均可引起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 !"#$

"

3-45 %$

"

,-

!

##

!!"#"%!

气道炎症"通过刺激气道平滑肌*气道损伤而导致气道

高反应性, 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是哮喘的主要病

理生理特点, 那么"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分析"气道炎

症和气道高反应性可能是哮喘)夙根+的现代内涵"是

哮喘的病机所在, 这样将抽象的中医理论具体化"更

有利于同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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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的中西医融合#脑瘫患儿最基本

的临床表现是运动障碍"其特征是运动发育落后*肌张

力异常*姿势异常和多种神经反射异常, 根据脑瘫临

床症状和体征的描述"属于中医学)五迟+*)五软+*

)五硬+的范畴, )五迟+以发育迟缓为特征")五软+以

痿软无力为主症"而 )五硬+则以痉挛拘紧为表现,

)五迟+*)五软+*)五硬+均为生长发育障碍所致的疾

病"证候往往互为并见, 从脑瘫患儿的临床表现来看"

特别是痉挛型脑瘫患儿的临床特征与)五迟+*)五

软+*)五硬+的临床特征相符合, 五硬为头项硬*手

硬*脚硬*身硬*口硬"表现为肢体强硬失用"拘急挛缩"

与痉挛型脑瘫患儿肌张力高"肘*髋*膝关节屈曲的症

状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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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的中西医融合#西医的研究的重点在

病"在诊断上要求标准化"即运用现代医学理论知识与

技术如免疫*病理*生化*医学影像学等检测手段"进行

西医的)辨病+诊断, 而中医的研究重点在证"在诊断

时重视整体观念"重视个体化"运用中医学理论知识和

技术如四诊合参"综合分析判断"进行中医)辨证+诊

断, 把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起来"形成)病证结

合+诊断, )病证结合+诊断实现了疾病的中西医结合

诊断"使对疾病的认识更趋全面和深刻"提高了临床诊

断质量和水平"不仅可避免或减少误诊*漏诊"更有利

于指导临床中西医结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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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如"同样是小儿肺

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个体中体现的中医证型可能是

不同的"只有结合中医辨证才能实现真正的个体化治

疗/再比如"同样是水肿之肺脾气虚证"可能是急性肾

小球肾炎"也可能是肾病综合征"只有明确了患儿所患

疾病"才能为制定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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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中西医融合#对疾病的诊断"形成

)病证结合+诊断的思维模式"对疾病的治疗"也应形成

)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思维方式, 中医

)辨证论治+与西医)辨病论治+在临床结合应用"可取

长补短"优势互补"极大地提高临床疗效, 在辨病过程

中"应动态实施辨证论治, 比如治疗肾病综合征"西医

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可使患儿病情较快缓解"但

是长期应用激素副作用大, 如果根据不同时期临床特

点结合中医辨证施治"则可以减少激素的副作用"提高

临床疗效和患儿的生活质量, 激素应用初期表现以脾

肾阳虚为主"可用真武汤*参苓白术散等调理脾肾*温

阳利水/当激素剂量大而服用时间长"出现阴虚火旺症

状时"可用知柏地黄汤合二至丸加益母草等滋阴降火/

当激素减至维持量"出现阳气虚之象"则应健脾益气补

肾/在运用免疫抑制剂引起的气血两亏"可用八珍汤补

益气血,

总之"学生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模式的培养不

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从中医*

西医学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找寻疾病的病因病机*

诊断*治疗上中西医的结合点"循序渐进地引导"激

发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出合格的中西医结合专

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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