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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谈心胸外科的中西医结合之路

王"侃"林"宇

摘要"心胸外科的中西医结合看似困难!实则如文化的融合一样!心胸外科的中西医结合不仅是可能

的!而且还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笔者从中西医结合心胸外科的发展史起!论述中西医结合医学优势#争议

及困境!进而探讨中西医结合心胸外科发展方向"

关键词"心胸外科$ 中西医结合医学$ 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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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礼与黩武(驯顺与桀骜(创新与传统似乎是不可

调和的反义词!然而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却用上述的

矛盾来描述了一种文化的统一!并为她的书命名为

)菊与刀*

+

#

,

-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心胸外科意味着手

术刀!代表着先进的现代科技!而中医则意味着一碗

药(一枚针!代表着传统的.慢
!

中/!二者之间似乎有

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然而正如文化的融合!心胸外科

的中西医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

#

"中西医结合心胸外科发展史

我国外科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距今
% 5""

多年

前的商代!甲骨文中即有了.疥/和.秓/外科病名的记

载- 在元代!已有外科医生进行气管吻合手术的记载-

至清代!则有医家论述肺部震伤(肋骨骨折(胸骨骨折

等疾病的诊治-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医学逐渐在我

国兴起!

!"

世纪
%"

年代后期!开展了心胸外科手术!

但当时仅能施行心脏损伤缝合(动脉导管结扎(食管癌

切除等手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心胸外科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并逐步跻身于世界先进医学

之林-

""然而!相对于西医的蓬勃发展!中西医结合心胸外

科的发展却经历了一段漫长(崎岖的探索过程- 总结

中西医结合心胸外科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

阶段可称之为.寄生期/!建国以后!随着歧视中医政

策的推翻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重视!全国各地涌现

出一批批的中医院!并于
#75B

年在北京等四地高校

首次开设中医专业- 在一些中医院的外科逐渐开展一

些胸外科的手术!包括气胸(肺癌及食管癌等手术!并

或多或少地在术前及术后进行一些中医的传统治疗-

在此阶段的最大特征是心胸外科仅在中医院的外科中

依附生长!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专科!也未涉足心外科

体外循环手术- 第二阶段可称之为.萌芽期/- 直到

!"

世纪
7"

年代!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的中

医院才逐渐成立心胸外科专科并开展体外循环手术!

同时对中医药介入心胸外科的围术期治疗(麻醉(体外

循环等方面进行探讨- 此阶段各医院的心胸外科各自

独立发展!形成一定的专科特色和优势!也对中医学理

论在介入心胸外科的应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第

三阶段可称之为.发展期/! 近
#"

年来!我国开展中西

医结合心胸外科的医院越来越多- 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开展心胸外科手术的中医院或中西医结合医院超过

%""

家!涌现出如广东省中医院(江苏省中医院(新疆

自治区中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湖南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手术

数量较大(综合实力较强的中医院- 同时!国内一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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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及研究所在既往的研究基础上逐渐从分子水平(基

因水平对中医药治疗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

$

7

,

-

!

"心胸外科中西医结合的优势

中西医结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传统医学没有现

代化的医疗设备!无法对一些心胸血管疾病进行早期

诊断和治疗- 如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纵

隔肿瘤等患者大部分并无特异性的症状!仅靠传统的

中医望(闻(问(切恐怕难以得出相应诊断!即便诊断明

确!仅靠中药及针灸治疗是不能让畸形得以矫正- 因

此!吸收西医学的诊断及治疗手段!可以使中医的望(

闻(问切诊断更深入!为中医药治疗探索提供更广阔的

空间!结合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使中医学的治疗领域

得到扩展- 西医的心胸外科以手术为主要治疗手段!

中医在此方面并无优势!但在围术期的康复治疗方面!

现代医学尽管对其机理研究很深入!治疗手段却比较

单一!且治疗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中医在此方面却显示

出其无可比拟的优势+

#"

$

#$

,

!因此也成为目前中西医

结合治疗方面的热点- 近年心胸外科术后患者胃肠功

能紊乱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已有较多报道!研究发现通

过针灸(推拿(耳穴等传统方法治疗有助于心胸外科术

后胃肠功能的早期恢复+

#"

$

#5

,

- 而术后中医药对呼吸

系统的处理则可预防和减少术后肺部感染+

#B

,

- 中医

药还可明显减轻肺部肿瘤术后化疗并发症!改善术后

生存期+

#$

$

!"

,

- 总之!围术期中医药治疗可减少手术

并发症!提高手术成功率!促进患者康复!改善患者生

活质量-

中西医结合促进两种医学的发展- 传统的中药并

不适合所有的人群!通过现代科学的方法提取中药有

效成分制成片剂(胶囊(针剂(透皮贴剂等则适用于大

部分患者!包括心胸外科术后患者- 中草药(中成药的

毒性(致癌性等的证实也不需要在艰险的.神农尝百

草/中摸索数十年(甚至数百千年!现代医学的研究可

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确凿的证据- 对于西医而言!

尽管心胸外科对疾病的病理生理认识已达到分子甚至

是基因的水平!但对疾病的治疗尚不完善- 而中医学

的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全身调理或许是现代

医学的有益补充!中医学在几千年的摸索出来的.汗(

吐(下(和(温(清(消(补/等治法!或许可以予现代医

学以新的治疗思路-

%

"心胸外科中西医结合的争议与困境

心胸外科中西医结合的争议#如前所述!西医的心

胸外科是以手术为主导的治疗手段!因此中医往往处

于从属的地位!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也是以西医的疾病

为其基本框架!疗效评价亦采取西医的标准!因此有人

担心以西医为主导有丧失中医性质之虞!也有人认为

这只是一种.整合/!而不是水乳交融的结合- 另外!

心胸外科中西医结合的具体方法(切入点等也存在较

大的争议-

心胸外科中西医结合的困境#从目前的趋势而言!

全国的中医院(中医研究院均以内科传统治疗为主!对

心胸外科的重视程度不够!造成中西医结合心胸外科

的发展缓慢!处境尴尬-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中西医结

合心胸外科的群众基础较为薄弱!绝大部分患者和医

学同仁不相信中医院也能开展心胸外科的高难度手

术!很多患者到中医院就诊是为了传统的中医治疗!而

非手术治疗-

W

"心胸外科中西医结合的方向

尽管目前心胸外科中西医结合方面有着各种的争

议!但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中医学有各家学说争鸣的传

统!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应对各种学说兼容并包!至于最

终结局是殊途同归!还是各领风骚!或许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在争鸣的环境中可以使中医学得到发展!今后

心胸外科的中西医结合发展应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

#

%抛开历史的桎梏"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中医药应该广泛吸收循证医学(动物实验等现代科技

的研究手段!不能因要保持中医的.纯粹/而固步自

封- 临床经验固然重要!但也有可能是将错误传递了

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因此需要借助循证医学的方法来

进行研究- 仅以人体来评价药物的疗效!既不科学也

不符合伦理!而且只能让中医药的发展越来越落后于

现代医学- 中医药应与现代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及临床医学紧密结合!使基于经验的传统临床医学转

变成为与现代生物学知识和实验方法相结合的整合

医学-

$

!

% 甘心做配角"在心胸外科中手术刀无疑是处

于主导地位!然而就如)易经*所言!.一阴一阳之谓

道/!除了手术!在围术期处理(体外循环(麻醉等领域

尚有很多中医药发展的空间- 例如将传统中医治疗手

段应用于心胸外科围术期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

题- 中医学在几千年历史中!发展了中草药(针灸(推

拿按摩等各种治疗手段!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心胸外

科手术前的调理及术后的康复治疗中- 而这些方法也

仅仅是祖国医学宝藏中的九牛一毛!中西医结合心胸

外科的很多领域仍值得深入挖掘和发扬壮大-

$

%

%开展高水平的(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

究"尽管目前国内已有不少中医院开展心胸外科手

术!不少医院已在围术期治疗(麻醉(体外循环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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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尚较

少高水平的(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 例如针刺

麻醉早在
B"

年代就已取得较为深入的基础研究及

在胸外科的临床应用!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心胸

外科的针刺麻醉仍限于国内极少数的医院- 因此!

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开展高水平(大规模(多中心的

临床研究将是今后中西医结合心胸外科的其中一个

重要的方向-

经过多年的孕育生长!在两大医学体系中传承创

新!中西医结合心胸外科现已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现代

医学与传统中医学的结合必将成为中医学伟大宝库中

的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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