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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概况及未来思考

杨云松

摘要#基于文献研究"笔者对中西医临床研究的内容从思路方法角度作了概述"认为主要有两类内容"

一是依靠临床经验将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相结合"二是借助现代科学研究将中医辨证的灵活性限制在西医

对病的认识上"实现微观辨病和宏观辨证的结合# 基于这些内容"作者从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未来目标$

任务$可行途径$具体工作几方面对其未来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述#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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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从近代就已经开始了' 民国

著名医家张锡纯把石膏和阿司匹林合用治疗热病"取

得了良好效果' 这种中西医临床结合形式是把中西药

合用' 中医科学化一派普遍认为需要用科学方式来研

究中医"临床治疗上主张中西医两法合用"辨证与辨病

相结合' 建国初期"准确来讲"

#:6:

(

#:9;

年之间"

中西医结合处于摸索阶段"其临床医疗活动带有一定

的尝试性"总体医疗水平提高不显著'

#:9;

年至今"

中西医结合医疗活动内容越来越丰富"医疗领域也越

来越宽"总体医疗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从起初仅仅

只是在某几类疾病的中西药治疗结合"到现在几乎各

科的疾病都采用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并且结合形式也

是多种多样)

#

*

' 在肯定所取得成绩的同时"对中西医

结合临床的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不得不进行思考'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未来目标是什么+ 中西医两法

能否结合运用"它们是协作关系"还是融合关系+ 中药

西药化和西药中药化研究对临床发展的意义何在+ 中

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可行途径是什么+ 临床工作者们

该如何去做呢+ 笔者就此问题撰文陈述己见"以供

交流'

#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内容概述

从笔者查阅的资料来看"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

形式尽管非常丰富"但是"就其思路方法而言"研究内

容不外两大类'

一类内容是依靠临床经验将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

相结合' 在疾病治疗中"中西医各自独立发挥作用"两

者共同协作"以求取得较好疗效' 这种结合主要体现

为中西医两法合用' 它是把中西医两种理论技术综合

运用于同一疾病的治疗' 即两种医学思路"两种医疗

手段"用在同一患者身上"但两种医学间保持各自的独

立性' 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在于疾病是复杂多变的"单

纯的中医治疗或西医治疗都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医在临床治疗上自然就需要结合

起来' 通常有两种结合形式"一种是中西医两种诊治

方法同时运用"即同时使用中西药"分别收效在疾病发

展过程的某一阶段"采用中西医药物各自之所长"以消

除相应的疾病症状"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 比如尚天

裕)

!

*以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成功案例能进一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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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一点' 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中西医两套诊治

骨折的理论和技术结合起来"吸取中医手法复位沉,

稳,巧,快的特点"吸取西医
]

线检查,麻醉有利于骨

折对位对线准确的优点"取得了源于中西医"又高于

中西医的治疗效果' 这种临床结合通常有
%

个目

的#取长补短&药效协同作用&减少副作用和用药量'

另一种是中西医诊治分段结合"即按发病过程中不

同阶段的特征"选择中西医其中的一种方法进行治

疗"以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 这是从疾病的治疗全

过程中把中西医诊治法有机结合起来' 建国初期"

吴咸中院士开展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充分

体现这一思路)

#

*

' 他对于急性肠梗阻提出了-四定.

原则"即定证型,定病因病位,定可逆性与可复性,定

标本缓急"根据这一原则"把急性肠梗阻的治疗分为

两类#一类是非手术的综合疗法"以中医中药治疗为

主"必要时进行手术&另一类是早期手术治疗"手术

后结合中医药治疗'

另一类内容是借助现代科学研究将中医辨证的灵

活性限制在西医对病的认识上"这样就能实现微观辨

病和宏观辨证的结合' 在疾病治疗中"中医可能会部

分或全部失去自身的独立性发挥作用"西医却始终保

持独立性"中医失掉的内容已经融入到西医之中' 通

常有这样几种形式#第一种是采用中医独立辨证施治"

借助西医对病的认识来检验疗效' 如
#:97

年何邦

宏)

%

*以当归芍药汤治疗
6%

例细菌性痢疾"临床疗效

观察显示#

6"

例痊愈"平均住院
7

!

;;

天' 第二种是采

用-唯方唯药.的形式论治' 即不进行中医辨证施治"

而直接选用与西医确诊疾病对应的专方专药或其它中

医特殊方法治疗' 如
#:99

年太原传染病院用中成药

香连丸治疗急性菌痢
%;

例"口服"每日
% @

"西医检查

结果显示#大便培养在用药三天后转阴)

6

*

' 解放军某

医院用黄柏提取物盐酸小檗碱治疗细菌性痢疾
;%

例"

西医检查结果显示全部治愈)

9

*

' 第三种是采用中西

医结合诊断分型辨治' 即通过寻找西医认识的某一类

疾病的不同亚型"或某具体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与中

医证候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进行中医的辨证论

治' 如急性胆道感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

*

"分为气滞

型"以-痛.为主"相当于胆绞痛或轻度的胆道感染&湿

热型#以-黄.为主"相当于化脓性胆囊炎,胆管炎,总

胆管结石等&实火型#以-热.为主"相当于急性坏疽性

胆囊炎,急性化脓性梗阻性胆管炎"胆道休克等' 吴咸

中)

#

*根据中西医结合诊断分型对急性阑尾炎分为
;

种

类型#实热型炎症初期&实热型成脓期&实热型破溃期&

实热型包块期&虚中挟实型炎症初期&虚中挟实成脓

期&虚中挟实破溃期&虚中挟实包块期' 第四种是宏观

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实际上也是辨病与辨证结合

的形式' 即在中医辨证论治时结合西医对病的微观认

识以及现代科研对中医药的微观解析成果进行考虑'

如
#:$7

年"厦门中医院,福建中医药研究所等单位"

在实验基础上结合中医学理论"提出慢性支气管炎标

证,本证相结合的分型方案"同时建立了上百个客观指

标"运用电子计算机"评价证实了方案的合理型)

#

*

'

此外"他们还对慢性气管炎的肾虚患者在呼吸,循环,

消化,泌尿,神经,内分泌各系统和免疫方面的病理改

变进行了研究'

!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未来思考

如果从近代算起"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活动到现

在该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这些年里"尽管中西医结合

人士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驱动这些工作的思维方式不

外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使中医和西医更好地协作来实

现最佳疗效&二是如何让中医和西医更好地融合"试图

提高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确性' 如何看待这两种思维方

式+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未来的思维方式应该怎样+

要说清这些问题"需要从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未来

目标入手' 试问
#""

多年来"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研

究为了什么+ 为了取消中医"为了发展中医"这不是目

标"因为临床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疾病问题"

取得更佳的治疗效果' 既然如此"那么中西医结合临

床研究的目的不也应该是这样的吗+ 明确了这个目

标"那么临床工作者们今后的任务就应该是研究如何

把中医和西医两种诊治技术科学,合理,有效地结合起

来实现这个目标' 前面所述的两种思维方式能否完成

这个任务呢+ 第一种形式里"中医和西医在疾病治疗

上的协作是有效的"它能完成中西医结合临床的研究

任务"这从前面提及的事实中"无论是尚天裕论治骨

折"还是吴咸中论治急腹症"二者的成功都很好地说明

了这一点'

第二种形式里"临床研究者们用辨病来限制中医

辨证施治的灵活性"试图提高它的针对性或者说精确

性' 这样的做法是否能完成任务+ 从中医本身来看"

病和证的结合是否对发展中医有利"以及它是否一定

能提高中医辨证本身的治疗效果"笔者不敢贸然下结

论"毕竟这需要拿出证据来说明' 但是"有件事实是可

以确定的' 如果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完全融合"那么

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中药西药化"中医现代

化&一种是西药中药化"西医中医化' 目前"前一种结

果的出现占主流"后一种也被少数人提倡' 这两种结

果对临床发展有何意义+ 就前一种结果来讲"中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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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内容和形式已经改换成西医西药"中医的辨证论

治技术已经舍弃"中医已经不复存在了' 即便这样"与

单纯的西医治疗技术相比"经过西医西药化改换后的

中医中药并未取得超越它的治疗效果' 事实上"它也

不可能做到' 就第二种结果来说"基于对疾病线性因

果关系进行考察"西医西药治疗本身已经靶向明确"很

有针对性"并且西医学是建立在实验分析基础上的"这

些都是中医所不具备的' 传统中医只是一门经验医

学"它的辨证论治技术不是依靠实验建立的"它的治疗

靶点不如西医明确' 既然如此"如何能够把西医西药

改换成中医中药"再者"这样的改换能够取得超过单纯

西医西药的治疗效果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基于前

文的分析"笔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用西医辨病来限

制中医辨证"试图实现两者的融合"这样的思维方式并

不能完成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任务"也实现不了未

来目标' 因此"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未来发展的途径

并不是中西医融合"而是中西医协作"换句话说"中西

医需要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二者最佳的

协作形式' 这个途径是可行的"它不仅对临床发展有

利"对继承中医也是有利的'

确定了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未来目标和可行途

径"在具体的临床研究工作中我们考虑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对一个确诊的具体疾病而言"中医和西医各自能

够解决哪些问题' 第二"要明确中医和西医治疗同

一疾病的优劣长短"具体来讲"哪些问题西医能解

决"中医不能解决"哪些问题西医不能解决"中医能

解决"有些问题中西医都能解决"谁解决的效果较

好"如果把两种医学结合运用能否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三"借助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去分析中医和西医在

解决同一疾病时存在优劣长短的原因"以及中西医

结合解决某些问题取得优于单一医学的治疗效果的

原因' 第四"依据分析所得原因"或为西医增加新内

容"或为中医增加新内容"总的来说"它为医学发展

做出了贡献"临床疗效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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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雷公藤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经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批准"定于
!"#$

年
7

月
!!

&

!7

日在江苏省徐州召开'第六届全国雷公

藤学术会议(# 会议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主办"将就近年来我国雷公藤研究中

的新成就$新进展及研究热点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 大会将邀请国内外雷公藤研究方面的知名专家

和学者参加会议"欢迎从事雷公藤的基础$临床研究人员和相关人员踊跃投稿和参会#

征文内容#)

#

*雷公藤的基础研究%)

!

*雷公藤相关制剂的研究%)

%

*雷公藤在各科的临床应用#

征文要求#应征论文须提供全文及
6""

%

;""

字左右的摘要"请将论文及摘要的电子稿用
<

"

=,>3

发到大会组委会专用信箱
A?MZLB#!74C2=

"并注明'雷公藤投稿(# 稿件中请务必注明单位详

细地址$单位名称$邮编$作者姓名及联系电话#

截稿日期#

!"#$

年
9

月
#"

日#

联系方式#卫凤莲"

"!#

$

;#;;96:$

或
#;"#:6;#6;"

#

说明 #本会将对符合要求的论文作者发会议通知"其论文将编入大会论文集并发论文证书# 参

加会议者将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

类学分
7

分"会议还将评选优秀论文"并颁发奖励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