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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与中医学

申晓伟#

"

!

$刘建平#

摘要$精准医学作为新兴的医学模式"强调了基因组学在临床疾病诊疗中的指导作用"将基础研究与临

床应用相结合# 本文通过论述精准医学和中医学关系"从中医证候诊断$治疗用药$预防疾病和用药决策等

方面探讨精准医学在中医学中应用的可能及意义"同时提出了实现二者结合模式的构想#

关键词$精准医学%中医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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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人们着力研究个体

化的疾病诊疗方法!主要基于基因对疾病发生影响'

#

(

的精准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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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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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精准医疗

计划+!国内外掀起了关于精准医学研究的热潮) 精

准医学准时,个体化等特点'

%

(与中医学的相关特点相

类似!然而其精准的特点与中医辨证又有所不同!现就

精准医学与中医学关系讨论如下)

#

$精准医学的定义及特点

#

!

#

$精准医学的定义

精准医学是指将个体疾病的遗传学信息用于指导

其诊断或治疗的医学'

:

(

!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随

着基因组测序技术快速进步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

学的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

式'

I

(

) 它通过结合临床和基础研究探索疾病的生物

学基础!以发现和更新对患者有更好效果药物和预防

措施!从而指导更好的个体化治疗方式'

7

(

)

为了促使精准医学的实施!美国科学院设计了对

应模型!为基础研究和医学的发现建立起一个共同的

生物学信息数据库!将通过网络搜索每位患者的基因

组学,表观基因学,蛋白组学,信号传导学,临床症状体

征及临床实验室检测数据!结合体内微生物学,外环境

暴露学,社会学等信息!建立个体信息库!通过协作建

立疾病信息平台!寻找疾病的分子基础及驱动因素!重

新将疾病分类!实现精准医学分类和诊断) 并在此基

础上!开展循证医学研究!对有相同病因,共同发病机

制的患者亚群实现精准评估,治疗和预防!打破以症状

和部位来命名疾病的模式)

#

!

!

$精准医学的特点

循证医学作为当今较为流行的医学模式!强调了

医疗实践应基于临床证据!提出证据的分级!促进经验

实践向循证实践的转化!同时又强调应用证据时应结

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做出明智合理的个体化诊疗决

策'

8

(

!即宏观证据的个体应用!这种医学模式的提出

促进了医学界对医学证据的研究和个体化治疗的实

施)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疾病分类诊断不准确和脱离真

实世界两方面制约了循证医学在临床上的应用'

$

(

)

而精准医学对疾病的重新分类和将基础研究成果同临

床实践结合优势!有助于对循证医学的重新认识)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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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驱动分子将乳腺癌分为十类!针对不同的驱动因

子对乳腺癌患者进行精准治疗!使多种乳腺癌的治愈

成为可能'

6

(

)

除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优势!精准医学在疾病的

预防和康复方面也具有很强的优势) 在疾病的预防方

面!精准医学可以根据疾病信息平台针对个人实施高

风险疾病筛查以及制定预防措施&有学者认为!精准检

测和精准调理充分体现了中医学*治未病+的预防理

念!通过了解易感疾病基因!结合中医的体质分型!运

用科学养生的方式调整饮食结构!或可防治易感疾病

的发生'

#"

(

) 而通过患者疾病信息平台建立精准出院

后康复管理系统!针对个人制定康复方案!对出院后患

者的疾病康复和控制有重要意义)

当然!精准医学也有其局限性!其一!精准医学的

许多内容还处于假说状态!尚不能保证每种疾病的发

生均具有特异性的基因排序改变&其次!要开展精准医

学需要建立全民的生物学信息数据库!生物信息的收

集和数据库的建立也存在一定的挑战'

!

(

)

#

!

%

$实施精准医学的现实意义

精准医学强调患者的最大获益!使传统的医疗模

式走向整合化!治疗上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对个人提供

疾病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和康复计划!高效配置了社

会医疗投入!以最小资源投入获取最大健康保障'

##

(

)

王辰'

#!

(认为精准医学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学意义!可以

有效控制不合理药费支出!提高疗效,降低药品不良反

应!减少因此引发的额外医疗费用支出) 所以促进精

准医学应用!对我国的医疗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

$中医学特点

中医学起源于中国!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诊断

与防治以及养生康复的一门传统医学学科!至今已有

数千年的历史) 中医学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

的经验结晶!为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和世界医学

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医学理论体系具有两大

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

#%

(

)

!

!

#

$整体观念

整体是相对局部而言的!强调人体的统一性和完

整性) 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脏腑,经

络,组织,官窍等在生理上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病理

上相互影响!相互传变&同时中医学还认为人与自然,

社会环境之间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只有人体与自然

环境,社会因素协调一致!才能保持最佳健康状态!反

之易导致疾病的发生'

#!

(

) 中医学注重人体自身及与

自然,社会诸多因素相关联的整体观!无疑与当今所倡

导的*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不谋而合)

!

!

!

$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基本方法!包

括辨证与论治两个部分) 其中辨证是指将通过四诊

$望,闻,问,切%收集到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在中医基

础理论指导下!进行分析,综合!辨明机体在疾病发展

过程中某一阶段病位,病性,病因和邪正关系等$证

候%) 论治则是在辨证结论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治

疗原则及方法)

证候既可以表达疾病某一阶段的特征!又可以指

多种疾病共同病理特征的某个阶段!所以中医治病着

眼于证的异同!同一种疾病不同证候!治疗方法不同!

不同疾病!证候相同!治疗方法则相同!这就是所谓的

*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

如前所述!中医学强调整体观念!常常是在宏观角

度上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 而在临床上对具体证

候判定所依据的主要是通过四诊获得的一些症状或体

征!在获得这些资料过程中常会参杂较多主观因素!从

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医对疾病诊治的精确性) 特别

是还有一些中医证候!如*心阳虚+和*心阳衰竭+二者

的差别在于心阳虚损的程度!临床上很难精确地加以

区分) 因此中医学诊疗过程的不够精确性!制约了中

医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的疗

效的可重复性)

%

$精准医学与中医学的相关性

中医学强调辨证论治!也就是对于相同的疾病!还

要依据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症状和患者所处的具体

环境及体质状况采用不同的治疗策略!这就是上文提

到的*同病异治+!其核心充分体现了个体化治疗的思

想) 而精准医学是以每一位患者的生物学基础状态作

为确立治疗方法的重要依据!也同样强调个体化治疗!

可以说二者在治疗疾病的出发点有一致性) 但是中医

学在诊疗疾病中更多的着眼于症状,体征及患者所处

环境等的宏观因素'

#!

(

!而精准医学更多的强调基因序

列对疾病的影响'

#:

(

!因此二者的关键点在于中医学所

强调的宏观因素和精准医学所强调的基因序列的相关

性!本文从以下
:

点讨论)

%

!

#

$精准医学与中医证候

中医在诊治疾病时!关键在于准确的辨证!正确的

辨证是确定治疗方案的前提) 而*证候+作为中医学

中特有而非常重要的概念!具有极其复杂的涵义) 郭

蕾等'

#I

(提出证候应包括*证+与*候+两个部分!是一

个非线性的*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特

点的复杂系统) 而对这一复杂系统中的每个个体进行

规范化,标准化定义!找出每个中医证候的诊断标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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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困难)

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对

证候进行微观的研究!特别是蛋白组学,代谢组学,转

录组学以及基因组学等研究手段的广泛应用!为揭示

中医证候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方法) 如刘姬艳'

#7

(鉴定

并验证了载脂蛋白
&

#

!

在肺结核肺阴虚,阴虚火旺,

气阴两虚
%

个证候中有表达差异!因此认为
&

#

!

可能

为肺结核中医分型的血清潜在标志物之一)

以中医证候作为研究视角!分析微观层面的共性

变化!这往往与现代医学对疾病分期,分型上有所差

异) 如肖诚等'

#8

(探讨了
%%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

XW

%

患者活动期和非活动期寒热证候的基因表达差异!用

基因芯片技术检测静脉血中
&F:

^

)

淋巴细胞发现

XW

患者稳定期和活动期的表达基因差异与寒热证候

的基因表达差异不一致) 说明现代医学对
XW

分期与

中医对
XW

寒热证候分类都有各自的基因组学基础)

在中医学中引入精准医学的方法!无疑会对证候

的诊断准确性提供重要依据) 李戎等'

#$

(认为利用基

因芯片技术!对不同个体的*证+状态的基因组进行扫

描!绘出不同证的基因表达谱!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机

分析来建立*证+相关谱!可望从基因水平为证候的规

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研究提供可能)

%

!

!

$精准医学与中医治疗用药

将精准医学的理念引入中医学中!不但可以用来

精确辨证!同时还可以指导临床用药) 孙松娴'

#6

(通过

研究表明!

FRU%

具有明显的癌基因特性) 其在肝郁

气滞证型乳腺癌中分布比例最高!这提示对于
FRU%

高表达的患者要适当配伍疏肝解郁行气的中药!如柴

胡,白芍,郁金等)

有研究证实!人体基因的差异常常呈现出对药物

的特异性反应'

!"

(

) 因此精准医学还可以筛选出不同

基因群体对某些药物的敏感性!特别是某些基因群体

对某些药物的特异性反应!从而有效地防止药物副反

应的出现) 如炮附子,马钱子等毒性药物的用量在不

同患者身上差异较大!临床用药时不易掌握&如果在大

规模临床观察并结合患者基因分析的基础上!可望找

出不同基因群体对药物耐受的差异性!进而大大降低

用药副反应的发生率)

%

!

%

$精准医学与中医预防

早在.黄帝内经/就提出*治未病+的概念!当代学

者对治未病的诠释有三#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

复!这种预防思想结合气候,社会,心理以及个人体质

等因素分别从病前,病中,病后
%

个阶段探讨疾病的预

防) 疾病的发生与基因和环境因素关系密切!研究证

明多基因复杂性疾病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

果'

!#

(

!环境等因素对有关疾病的遗传信息表达有表观

遗传控制!而这种表观遗传修饰具有遗传性和可逆性)

正是因为其可逆性的存在!所以通过对环境等因素积

极干预能有效预防和逆转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这与中

医预防疾病的思想不谋而合) 中医的体质易感性与基

因表达具有一定关系!研究中医证候学与易感基因的

联系有助于积极预防证候的传变!这与精准医学所倡

导的预防策略颇为相似)

在广泛研究基因表达,基因修饰与中医保健,康复

措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不同人群对不同

中医保健方法的特异性!从而有针对地合理运用针灸,

拔罐,推拿,医疗气功等方法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

!

:

$精准医学与中医药决策

根据上述基础研究!运用精准医学的研究成果可

以更精确地指导中医疗法的选择与中医保健措施的应

用!有利于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在减少药物浪费和过度

医疗!指导医疗保险的投资方式等方面都将有重要

意义)

:

$小结

精准医学与中医学二者都十分重视对患者的个体

化治疗) 所不同的是!前者更注重人体基因序列等微

观层面的因素!后者则注重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及

体征!是在宏观视角认识问题) 将二者进行结合既可

以弥补中医学在诊疗中的不足!对提高中医,减轻药物

毒副反应乃至制订相关医疗政策等方面均有重要意

义) 寻找二者之间的结合点!需要建立患者疾病信息

平台!进一步研究中医药药效,中医药毒副反应与中医

保健康复措施对特异性基因表达形式的影响!这一工

程需要分子生物学者,中医学者,临床医生,信息技术

专家共同协作完成!这是当前科学研究者面前任重道

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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