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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创的中西医结合科研及其启示$四%

&&&沈自尹院士与中医'肾(本质的中西医结合'探微索隐(研究

陈士奎

$$沈自尹教授$

#9!B

&$"浙江省镇海人%"中国科

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终身教授"国内外著名中

西医结合医学家和著名中西医结合理论家) 他是我国

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是开创中西医

结合科研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医'肾(本质中西医结合

研究泰斗)

#9C!

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

#9CC

年拜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姜

春华教授$

#9"B

&

#99!

年%为师学习中医"并共同在

全国率先开展中医藏象学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9C9

年师徒共获卫生部颁发的'发扬祖国医学遗产(

金质奖章+同年主持上海第一医学院在国内首创的

'脏象专题研究组(工作"后来"任脏象研究室主任)

#9BC

年经卫生部批准创办上海第一医学院中西医结

合研究所为首任所长+之后任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

究所名誉所长)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评议委

员*卫生部中药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副会长*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等)

!"#$

年"

成立了上海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沈自尹院士

众望所归又担任名誉院长)

中医药学理论博大精深) 沈自尹院士率领其团队

一开始选择的研究方向便是中医药学重要理论之一

'藏象学说(中西医结合+经过深入学习和研究"认识

到藏象学说中'肾(为最重要之'脏("如'肾(为先天之

本"主生长*发育*衰老过程+肾为'命门("肾阳温煦周

身之阳"肾阴滋养周身之阴"为人体阴阳调节之中心+

肾藏精"主生殖+主骨生髓+主水等) 则'博观而约取(

瞄准'肾(本质研究方向"始终坚持'博采众方(古训"

与时俱进地及时引进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持

之以恒地专一开展'肾(和'证(本质的中西医结合'探

微索隐(研究已
C"

多年"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如

'肾阳虚证的神经内分泌学基础与临床应用(荣获

!"#"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成为我国对中医

学理论进行中西医结合科研典范) 他领衔的'肾的研

究(在我国科研史上高矗起一座中西医结合丰碑+他

的举世闻名就是建筑在饱含他中西医结合智慧的扎实

开展中医学'肾(和'证(本质等一系列中西医结合'探

微索隐(科学研究上)

沈自尹院士率其团队
C"

多年的科研历程*思路*

方法*成果等研究"已有许多翔实专著"近年沈院士又

发表文章,

#

-

"从肾阳虚$证%的研究*肾虚与衰老的研

究*肾藏精与干细胞研究
%

个方面"阐述了'肾(本质

研究的进展和成就"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现仅就其理

论研究和理论创新之意义和启示探讨如下)

#

$重视中医*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沈自尹院士

在中医'肾(和'证(本质中西医结合研究过程中"始终

贯穿着以中*西医学理论为指导"以中西医结合思维为

主线"高度重视理论创新特别是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

认为'中西医结合光靠临床实践*病例分析"而无中西

医结合在理论上的研究就深入不下去"只有下苦功夫

把中西医结合的理论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反转来指

导临床"才会更好地带动治法*方*药的研究)(

,

!

-他讲

道#'一方面理论研究是在临床实践基础上产生"临床

实践有待上升到理论+另一方面就是直接用现代科学

方法研究中医学理论"把它反映在现代科学水平上"并

可尝试把中西医在理论上结合起来创立新的医学理

论"形成新的理论学派("'要有新的见解"新的论点("

'只有新的见解或新的理论才能把医学推向前进(

,

%

-

)

强调'理论研究应以临床疗效为基础("'要经受临床

再实践(

,

%

-

) 沈院士率其团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西

医结合科研"其研究的是中医基础理论"遵循的是理论

联系实际*临床研究与实验研究紧密结合"目的是发展

中医学理论*促进中医学理论现代化"提高中医学理论

指导现代临床实践防治疾病的能力+探索和构思的是

创造中西医结合新理论) 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医学(

作为我国首创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最需要理论培育)

沈院士率其团队为培育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在中西

医结合这片滋生新学科的沃土上"勤恳开拓"精心耕

耘"播种育苗"硕果累累)

!

$善于理论思维"创造新理论概念$通过中医

'肾(和'证(本质的系列中西医结合探微索隐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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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理论思维和创新思维"沈院士以其勤于中西医结合

思考的睿智"为构思中西医结合理论建设提出一些创

新性理论概念,

8

-

"对于临床或基础理论中西医结合科

研工作如何发挥理论$抽象%思维*创新思维*'构想(

思维*创造或创新中西医结合理论等"具有示范和启发

意义"在此根据其研究新进展再讨论如下)

!

!

#

$'生理性肾虚($

#9B!

年沈院士提出'衰老

是生理性肾虚(

,

C

-

"认为'仅以年龄制定衰老界限"或

从外表来估计衰老程度"往往是不够全面"内在器官老

化可以导致很多老年慢性疾病) 关于衰老的原因和原

理就有多种学说"但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的改变对

于全身性衰老无疑占着十分重要地位) 中医学认为

.肾/为先天之本"主生长*发育*衰老的过程"肾虚诊

断标准如腰脊酸痛*腿软*双耳失聪*齿发脱落*性功能

减退等"都是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的外象"可称为.生

理性肾虚/) 其后又经'肾虚与衰老(系列深入研究"

提出'如果将肾阳虚患者视作病理性肾虚的话"那么"

正常衰老过程就可视作生理性肾虚) 从两者的下丘

脑&垂体&性腺轴功能改变来看"他们有许多相似之

处+促黄体激素释放激素$

DEF

%兴奋实验有相当一部

分人表现为延迟反应"其反应曲线较为接近+两者血清

促黄体激素"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DF

#

F&G

%基值都明

显高于对照组+老年组以血清睾酮$

)

%降低为主"肾阳

虚组以血清雌二醇$

:

!

%上升为特点"这两者变动的结

果都是使
:

!

A)

值趋于上升) 老年组和肾阳虚组的这

些共同改变反映了生理性和病理性肾阳虚之间的内在

联系"这种联系是建筑在肾阳虚衰这一统一的物质基

础之上的)(

,

$

-并通过肾阳虚证患者与老年人在甲状

腺和性腺轴功能的比较研究"可见与老年人相差
%"

%

8"

岁的肾阳虚年轻患者"其甲状腺和性腺轴上的异常

值与老年人相比较无明显差别"而且经温补肾阳药治

疗后"异常值均有改善与恢复"进一步说明衰老是生理

性肾虚) 通过临床和动物实验研究表明,

7

"

B

-

#中药补

肾益寿胶囊能使老年人和老年大白鼠的导致
)

细胞

'自杀(的杀手基因
H;ID

基因
/E6J

表达下调"可延

缓老年
)

细胞凋亡"表明补肾法干预了衰老进程"并证

明衰老是生理性肾虚,

!

-

) 中医*西医均'不见经传(的

'生理性肾虚(和'病理性肾虚(新概念的提出"不仅丰

富了中医学关于'肾虚(的理论知识"而且丰富了老年

医学理论)

!

!

!

$'隐潜证($由沈自尹院士首先提出) 他概

述'隐潜证(概念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对中医'肾(和

'证(本质等进行系统的现代科学研究"首先发现'肾

阳虚证(患者不仅存在肾上腺皮质轴功能紊乱"而且

具有下丘脑&垂体所辖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皮质轴

%

条轴的不同水平*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而这
%

个内

分泌轴上的功能紊乱"在内分泌领域里未能符合'病(

的诊断标准"它属于一种隐潜性变化,

!

-

)

通过
#"

批哮喘患者的研究发现,

!

-

"采用温补肾

阳法$'温阳片(含#熟地*生地*附子*肉桂*山萸肉*山

药*巴戟天*仙灵脾*补骨脂%预防季节性发作的显效

率"确实比对照组$包括空白片和小青龙治标药%为

优"每批都能重复出这一结果) 当对患者作内分泌研

究时"发现哮喘即使无肾虚证候"其肾上腺皮质也有类

似'肾阳虚(的隐潜性变化"即具有隐潜性肾阳虚证)

进一步的免疫研究证明,

!

-温补肾阳药是通过提高抑

制性
)

细胞$

)I

%的功能"从而抑制血清免疫球蛋白
:

$

(K:

%"这是有效的免疫调控"从而使哮喘减少或预防

发作) 说明温阳片既可调解内分泌功能"也具有有效

的免疫调控作用) 因此"哮喘患者存在着轻微的或潜

在的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 '以药测证("用温补肾阳

的'温阳片(可预防其季节性发作"并纠正其内分泌和

免疫功能轻微或潜在的变化"可认为哮喘患者存在的

轻微的或潜在的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是'隐性肾阳虚

证() 另如输尿管结石嵌顿性肾积水症"从微观辨病"

有水液积聚*肾功能损害等"

C9L

患者临床上出现阳

虚之寒象"如怕冷*夜尿多*面目虚浮等"中医对水液之

积聚形成一向有独到的认识"产生原因是由于阳气不

足"不能温化水液之故) 用'温阳利水(法可利水排

石"治疗该症
#""

例"治愈率达
7#L

) 根据'以药测

证(原理"也可认为该症属于'隐性肾阳虚证()

于是便产生了'隐性肾阳虚证(这一微观辨证新

概念) 它指的是#根据'肾阳虚证(的内分泌系统*免

疫系统等相关变化特点"从实验室检测的微观指标运

用中医理论思维进行辨证"并按'以药测证/法加以证

实'隐性肾阳虚证(的客观存在)

'隐潜证(概念"是临床研究*实验研究*理论思维

相结合研究的知识产品+标志着通过中西医结合研究"

可以深化对中医传统'证(概念的科学认识"引起中医

及中西医结合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深入研究"如研究

证实脾虚证*血瘀证等"都存在按中医传统宏观辨证方

法'无证可辨(者 "而根据已被学术界公认的各种

'证(的病理生理学改变特征"通过实验室微观检测却

可表明存在着'隐性脾虚证(*'隐性血瘀证(等) 概括

之则统称'隐潜证() 推动了中医学'证(*'辨证方

法(*'辨证诊断(及'辨证论治(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隐潜证(发明的科学意义和提示#'证(也可早期

发现*早期诊断"有助于早期辨证论治) 表明在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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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研究中"实行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实验研究相

结合等现代科研的必要性) 不通过现代科学实验$微

观%研究则不会有'隐潜证(的发现)

!

!

%

$'微观辨证($微观辨证属于方法学范畴的

新概念"也是中医辨证学及中西医结合诊断学新概念)

沈自尹院士给其下的定义是#'微观辨证"就是通过各

种先进的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技术检测的微观

化的指标来认识与辨别证)(

,

!

-

这一概念的产生"是在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

医学%技术*方法系统研究'肾(和'证(本质过程中"证

明中医学的'证(及其变化是有物质基础的前提下"并

构思发明了'隐潜证("在积累大量观测资料基础上"

有证据地提出的'辨证(方法新概念) 他进一步解释#

在临床收集辨证素材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特别

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他们的长处"在深层次上

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特点"更完整*更

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探寻各种证的

微观检测指标"并用微观指标认识和辨别证"从而弥补

传统宏观辨证之不足"并实行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

结合"提高辨证水平)

,

9

-

'微观辨证(新概念提出的科学意义和提示#$

#

%

是对中医辨证诊断理论与方法的突破和发展) $

!

%

'辨证(方法不要局限于传统的宏观辨证方法"仅靠传

统的宏观辨证方法"难以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隐

潜证(+努力探索*研究如何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隐潜

证(的方法"对促进中医辨证学及'病证结合(诊断*辨

证论治发展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

%

%为 '隐潜

证(*宏观辨证'无证可辨($有病而无症状%*证候不明

显$有症状但构成'证的诊断要素(不齐备或不甚齐

备%*证候复杂以致辨证困难以及疾病发展过程中微

观变化尚未形之于外等情况提出了辨证方法"指出研

究方向及研究方法) $

8

%推动了中医学'证(本质的中

西医结合研究*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及临床与

实验$室%研究相结合研究"以及辨证诊断客观化$寻

找实验室检测指标%*标准化研究$制定中西医结合辨

证诊断或病证结合诊断标准%等)

C"

多年来"在沈院

士首创的'隐潜证(*'微观辨证(新概念启发下"各中

西医结合学科为揭示'证(的现代病理生理学基础*寻

找'证(的实验室定性*定量检测指标及其检测方法等

作了大量研究和探索"并发现了一些微观辨证规律和

有价值的实验室客观检测指标等) 展示了'证(本质

的'探微索隐(中西医结合研究广阔前景)

'探微索隐(概念"首见于唐代中医学大家王冰

$约公元
$9"

%

77"

年"号启玄子%撰0重广补注黄帝

内经素问序1"该0序1讲道#'然刻意精研"探微索隐"

或识契真要"则目牛无全"故动则有成"犹鬼神幽赞"而

命世奇盓"时时间出焉)(

,

#"

-这一论述"强调了对0黄

帝内经素问1'刻意研精"探微索隐(的重要意义#只有

对中医学的经典专心致志的精心研究$'刻意研精(%"

并能努力探究其深奥*隐秘的道理$'探微索隐(%"才

能真正认识和把握其精髓和要领$'识契真要(%+用其

指导临床实践则可达到诊疗技术精进熟练$'目牛无

全(%+运用经典著作的理论精髓指导医学活动"常常

可取得成功$'动则有成(%) 如此一来"则为医学发展

做出贡献的闻名于世的杰出人才就会不断出现$'命

世奇杰"时时间出焉(%) 其中"'探微索隐(乃王冰精

研0黄帝内经素问1"探骊得珠之真知灼见"代表了王

冰对学习和研究中医经典著作的一种学术思想*观点

和方法论)

对王冰所用'探微索隐(之内涵"中医传统上多按

训诂学*考证学*注释学等加以解释"如0王冰医学全

书1的释词是'互文句"即.探索微隐/"探索精细*深奥

$道理%) 微"精细) 隐"隐深"深奥)(

,

##

-按0现代汉语

词典1解释"'微(也指'微观( '微观世界(+'隐(也指

'潜伏的('藏在深处的() 或许当年王冰已不满足于

0黄帝内经素问1的宏观世界或宏观层次的研究"期望

中医药学深入对'天人合一(的天*地*人的微观世界*

微观层次"以及对阴阳*五行*脏腑*藏象*经络等中医

学理论进行微观研究"从而提出了加强中医学'探微

索隐(的微观研究发展方向)

联想沈自尹院士在探索'证(本质过程中"率先提

出'隐潜证(*'微观辨证(等新概念"恰恰是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方法探索'证(的微观病理生理变化和'证(

在微观隐藏的或潜伏着的未知'奥秘(的结果) 从唐

代中医学大家王冰提出'探微索隐(研究思路与方法

论"到当代科学院院士沈自尹提出'隐潜证(*'微观辨

证(新理论方法"既探微&探索微观辨证"又索隐&探

索隐潜证"不仅是文字对应"两相契合"惊人的思路默

契+王冰当年提出要'探微("沈自尹院士提出了'微观

辨证(+王冰当年提出要'索隐("沈自尹院士探索出了

'隐潜证(+'探微(与探测'微观辨证(+'索隐(与发现

'隐潜证("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真正体现了传承与创

新发展了王冰'探微索隐(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 也

可以说沈自尹院士用'微观辨证(和'隐潜证(的研究"

为'探微索隐(做出了现代科学的诠释"为注释或解读

王冰提出的'探微索隐(开创了新纪元"使'探微索隐(

方法论在现代科学层次上得到实践"真正实现了或实

现着唐代伟大中医学家王冰所追求的'探微索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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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医药学的梦想)

,

#!

-可见沈自尹院士乃真正传承与

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典范)

!

!

8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宏观辨证

即指传统中医辨证"主要是通过宏观的'望*闻*问*

切(四诊合参"收集患者的信息"运用中医理论分析*

判断*推理而做出'证(的诊断) 沈自尹院士认为#中

医'宏观辨证具有鲜明的整体观念"讲究内外环境的

统一性"比之西医的局部观点是有明显的优势"其不足

之处在于人体内在病变不一定都会在外表显露出来"

.证/的症状有时全部显露甚为典型"有时部分表现而

不易辨别"有时还潜伏着"要到一定阶段才表现出

来)(

,

!

-因此难免有其局限性) 微观辨证是对宏观辨

证的补充+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被学术界认为

是对中医传统'辨证(理论与方法的一个飞跃"它使中

医的'辨证(理论与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隐潜证('微观辨证(和'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

结合(概念的发明"以及微观辨证方法的探索研究"是

中西医结合创新性研究的凸出表现之一"是创新发展

中医辨证学的重要标志之一+成为传承与创新发展古

代著名中医学家学术思想*中医学方法论的典范) 它

对中西医结合或中医药科研均带来深刻启发"都应将

原本为古代中医学家研究和发展中医药的思路方法

'探微索隐("运用到科研实践)

!

!

C

$'阴阳常阈调节论($0素问!至真要大论1

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沈自尹院士通

过'肾阳虚($证%的研究"发现肾阳虚患者有时表面看

来阴阳是平衡的"其实是处于低水平的平衡"如肾上腺

皮质分泌减少时"垂体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则应增

加"但肾阳虚患者以上两种激素的分泌都低"说明肾阳

虚患者垂体与肾上腺皮质虽处于平衡态"但属于低阈

水平的平衡"并非正常) 所以"调节阴阳'以平为期("

不能只使阴阳达到低水平的平衡"而是要将低水平的

平衡"提高到正常水平的平衡) 正常水平的平衡是生

理状态"称为'正常阈() 调节阴阳应以达到正常阈为

目的) 即'阴阳常阈调节论(

,

#%

-

) 这一理论观点具有

普遍意义和实用价值"正如沈院士强调#治病不能以低

水平的暂时平衡为满足"更不能以症状缓解$而内部

仍处于不平衡"或失去了固有的调节能力%而被迷

惑,

#%

-

"含义深远) 可见'阴阳常阈调节论(为'阴阳学

说(的现代研究提出了重大命题)

综上所述"沈自尹院士率其团队是开创中医学基

础理论及中西医结合理论现代科学研究的先锋"他开

创的'肾(和'证(本质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引领了全国

中医学理论与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向着微观层次不断

深入发展"为揭示中医理论的现代科学认识和创建中

西医结合理论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为开展中医学

理论及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探索了思路与方法"其中

最值得我们学习和训练的是#他的科研活动总是从中

医学理论出发"以中西医结合理论思维做桥梁"以构思

中西医结合理论$概念%为落脚点) 心里总是装着中

西医结合理论研究) 他说#'中西医可以有多种多样

的结合形式"但必须升华到理论的高度作有机的

结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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