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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中西医结合医学将成为我国主流医学

杨"媛#

"杨树德!

摘要"中医学"西医学和中西医结合医学并存是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的过渡时期#最终中医学和西医学

要殊途同归#形成新的较为完美的中西医结合医学$ 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中涵盖了中西医学的优势和

精华#是中医学和西医学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中西医结合医学终将成为我国主流医学$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医学%主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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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西医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已成为医林

同仁的共识) 追求完美的医学既是人们的憧憬"也是医

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医学(西医学和中西医结合医学

并存"是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的特殊过渡时期"中医学

和西医学最终还是要殊途同归"形成新的较为完美的中

西医结合医学) 因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中涵盖

了中西医学的优势和精华"也是中医学和西医学的传

承(创新和发展"终将就自然而然地取代了中医学和西

医学)

中医学和西医学难分伯仲"各有千秋"要相互包

容"不能相悖) 两者只有互学互鉴"取长补短*

#

+

"共同

发展"形成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才是我国医学发展的

正确方向*

!

+

) 方向决定未来"因而"中西医结合医学

将为我国未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潜在力和创新力的

新医学)

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和不足"中医学注重宏观整体"

西医侧重微观局部*

&

+

"二者都是不全面的医学理论体

系) 中西医结合来自中医学和西医学"又高于中医学

和西医学*

%

+

) 这充分说明中西医结合医学不等于中

医学和西医学的简单相加"而大于二者之和"它们是非

线性关系)

人体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体"各器官$脏腑%相

互联系并配合"共同完成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局部和

整体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中西医结合在诊治上要最

大限度地发挥中西医各自的优势"要宏观与微观(整体

与局部(辨病与辨证(扶正与祛邪(治标与治本等相结

合"全方位(多层次(多环节(多靶点整合调节"以改善

机体失调的病理状态"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只有这

样"医疗质量才能大幅提升"而只有提高疗效"才是医

学发展的,硬道理-"才是衡量医学发展的,金标准-"

也是探究医学的最终目的)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医疗体系之

一"它体现了不同文化包容和发展的精神"是传统和现

代相结合的整合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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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

与合作的典范) 它既融合了东方,天人合一-的整体

观和,道法自然-及,大道合乎自然-的自然观"又吸收

了西方医学微观,细胞分子-的局部观) 若能达到真

正的,天人合一-"人的健康素质就会大幅提高"寿命

就会大大延长"疾病的发病率就会显著下降) 所谓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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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局部"就是要从细胞分子水平上揭示生命现象与疾

病的本质) 疾病的发生及发展"是基因结构改变和功

能障碍所致) 因而"运用,基因疗法-就是对症治疗的

根本措施)

中医学理论和治法符合宏观物质世界的自然规

律"西医学理论和治法则遵循微观物质世界的自然规

律) 中医宏观物质世界和西医微观物质世界的奥秘"

还远远没有被人们所认识"而中西医结合医学把两者

有机整合"深入探索"一定会有大的创新(突破和发展)

中西医结合不但要把中西医的理(法(方(药有机

结合"并要与时俱进地融入现代科学技术新成果"形成

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理(法(方(药医学理论体

系"还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所以中西医结合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要不断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一言以蔽之"中西医结合是不断地中医西化和西

医中化的过程和结果"也就是中医学要融合西医学的

,微观局部辨病-"西医学要融入中医学的,宏观整体

辨证-"也是专病专方和辨证论治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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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具有

中西医的优势"又不断汲取现代科技新成果"中西医结

合医学才能成为我国现代化的新医学) 如图
#

所示)

图
#

$中西医结合示意图

短短半个多世纪的医学实践"已引起医学模式的

转型和医学理念的转变) 医学模式由 ,生物'''社

会'''心理-向,生物'''社会'''心理'''环境-转

型"医学理念由治疗疾病向预防疾病和提高健康水平

方向转变) 这符合我国,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

和中医学,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治未病-的思想以

及
!#

世纪预防医学时代的要求)

回顾并反思中西医结合艰辛探索与实践的历程"

随着它的深入和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提

高) 经过一代又一代医学工作者和精英们的不懈努力

和毕生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如应用三氧

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开创了治疗白血

病的先河"获得了我国科技大奖和世界临床医学奖&在

慢性乙肝抗纤维化的临床研究中"使肝纤维化的
O%

期$早期肝硬化%的逆转率达
%Y

!

!YZ

"为解决肝纤维

化的医学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用青蒿素治疗恶

性疟疾对全球疟疾的防治做出了重大贡献"荣获
!"##

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和
!"#7

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在慢性骨髓炎和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治疗

骨折上"破解了世界骨科领域历史性的难题"为世界骨

科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按血瘀证论治"在西医常

规处理的基础上加活血化瘀中药"在防治心脑血管病(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再狭窄等诸多疾病的治疗

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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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表明"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和方向是完全正确

的) 要想真正实现中西医结合"任务重大而艰巨"使命

光荣而神圣) 还需要进行漫长(艰苦(扎实的探索与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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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以更加包容的精神和更加开放的姿态"兼收

并蓄"取长补短"把伟大的中西医结合事业不断推向前

进"为人类防治疾病和增进健康做出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中医学(西医学和中西医结合三个医学

并存"是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的特殊过渡时期) 中西

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中涵盖了中西医的优势和精华"

也是中西医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

中西医结合实践"人们对中西医结合的前景充满了美

好的期待和愿望) 富有创造性的全新医学模式(全新

医学理念(全新医学理论体系和全新的中西医结合医

学"一定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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