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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促进中西医结合"提高临床疗效及医学水平

王"阶"乔夕瑶"高嘉良"陈"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于
!"#$

年
$

月
#

日

起施行"其中第三条指出"发展中医药事业应当遵循中

医药发展规律"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国家鼓励相互

学习"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中西医

结合) 中西医结合综合运用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探

索*研究及治疗疾病) 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可以提高

临床疗效"促进医学科学发展)

#

"中西医结合的政策支持"中医学是我国的传

统医学"至今已有
& ;""

年的历史%西洋医学自明末清

初传入我国"也走过了两个多世纪) 两种医学理论及

相关临床应用在我国长期并存"共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中

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建国初期为克服缺医少药的

困难"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提出+团结中西医,工作方

针) 上世纪
;"

年代"国家正式开办两年制的西医离

职学习中医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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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

学,%他在西医学习中医班的批示中说到 +如能在

#%;9

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
$" I9"

人的西医

离职中医班"以两年为一期"则在
#%<"

年冬或
#%<#

年春"我们就有大约
! """

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

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

年后中

医药行业成为院士的几位大家"如陈可冀*沈自尹*吴

咸中"以及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都是当年西学中班的

学员"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工

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共

同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并强调中医传统不能丢)

#%%$

年提出中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是#中西医并重*中

医药现代化*促进中西医结合) 同年"世界中西医结合

大会在中国举办)

!""%

年'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也提出+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中西医结

合,

-

#

.

) 特别是
!"#<

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重申

+坚持中西医并重,

-

!

.

"既体现了对中医药发展政策的

一贯性"也赋予了+中西医并重,新的内涵)

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已有
!&& "##

个"各级研究

机构
99

个"从业人员
!# %%9

人"全国中西医结合专

业在校研究生共
! <$;

人-

&

.

%出现了一批在国内外具

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青蒿素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

屠呦呦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更是将中西医结合

推向高潮"这些成绩的取得正是国家政策大力促进中

西医结合的结果)

!

"存在的问题

!

!

#

"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和性质还未得到更多

人的认可和关注"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是#运用现代

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知识和方法"继承和发扬祖国

医药学"取中*西医药之长"逐步融会贯通"加强中西

医结合研究"促进中西医结合人才成长"促进医学科

学的繁荣和进步"建立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

但其概念与性质目前还缺少学术界与社会的广泛关

注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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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的理论体系还未完全形成"一

个理论体系应该包括基本概念*内涵*特征"理论基础*

应用原则"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地位*精神实质等) 医

学领域中的理论体系主要涉及医学模式*医学系统*临

床构架*医疗主体*医疗模式*医学目标等方面) 因此"

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还未完全形成)

!

!

&

"中西医结合的双重诊断*双重治疗已有雏

形"也在很多临床机构运用"但还未梳理并形成系统规

范"中西医结合的双重诊断*双重治疗在实践中积累

了大量的经验"但其临床应用原则*特色优势等尚未梳

理*总结与提升"相应的诊断标准*疗效评价*临床路径

也未形成系统规范)

!

!

:

"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机构还不能满足人民群

众的诊疗需求"目前"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中西医双重

诊断已经非常普遍"更多的人民群众需要优质的中西

医双重治疗服务模式"而中西医结合机构的数量和质

量均不能满足诊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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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的人才培养还存在较大的欠缺

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规划(

-

:

.中特别提出+鼓励西医师全面*系统学习中

医,"但从目前的学术氛围与社会环境来看"西学中在

知识体系*培养目标与服务定位方面较多停留在诊疗

技术层面"较少考虑和谋划中西医结合的理论研究"难

以培养出高级的理论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

"促进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建议

&

!

#

"将中西医结合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坚持中

西医并重"推动中西医结合"建立中西医互补的卫生医

疗服务体系"协调发展中西医"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

民健康"可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好健康与卫生的贡献)

把中西医并重"中医药发展"促进中西医结合上升到国

家战略"创造中国的新医学新药学) 对此进行总体布

局和规划"应成为新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这就需要构建#一是界定中西结合概念和范畴"确

立共同愿景及终极目标) 二是中西结合基础研究及理

论方法的构建"做好高科技新方法与中医问题间的对

接) 三是中西医结合临床体系的建立"形成中西医结

合完善的诊疗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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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与构建理论体系"建立完善的中西医

结合基础理论体系是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关键环节"两

者的结合不应是简单的中医加西医*中药加西药"或是

西医检查*中药调理"而应组织医疗机构*医学院校的

中西医结合专家"深入研究两者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的思维方式*对象内容和观察方法"梳理异同点"汲取

两者之长融会贯通"创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理论*临床

用药理论"论证中西药联合应用*中西药并用*中药西

用以及西药中用的合理性*适用范围及优势"形成中西

医结合医学"服务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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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创新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医学界

对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很多研究"如对中医

证候*经络本质的研究"药学研究"分子生物水平的机

制研究等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 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

素研究"就是运用中医药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将传统

中药从植物上升到满足全世界需求的现代药物"可谓

中西医结合研究成功的代表) 应深入围绕传统经验及

社会需求进行的对接"总结出适宜的研究方法"获得成

果推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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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练临床优势并推广运用"经过几十年的

相关研究"中西医结合的双重诊断双重治疗在优势互

补及增效减毒方面已经获得了医学临床广泛认同)

如#恶性肿瘤*冠心病*高血压病*慢性心衰的中西医结

合都有一定临床疗效) 值得认真梳理*系统总结*推广

运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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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医院管理*人才培养相应政策"制定

政策强化中西医结合医院建设和人才培养"按照中西

医结合人才的成长规律"建立以本科教育为规模*研究

生教育为高端的专业培养模式"鼓励高级西医学习中

医"名中医深入进行科学研究"以此完善高层次人才培

养体系) 另外"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中西医结合医师考评制度的强化"都需政府扶持"从而

提高诊疗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中西医结合诊疗服务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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