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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优势互补袁构建中国特色的卫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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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暴 发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坚持

中西医结合袁加快推广行之有

效的诊疗方案遥 大量患者治愈

出院的事实充分证明袁中医药

早期介入尧中西医结合治疗袁对
于提高新冠肺炎治愈率尧降低

病死率具有显著作用遥 中医与

西医联手打了一场漂亮的战

野疫冶袁再次证明中医药是中华

民族瑰宝袁中西医结合的构建

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具有野中国特色冶的医疗保健体系遥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工作方

针袁也是我国长期施行的基本国策遥 早在建国初期袁
毛主席就提出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冶野把中医中药

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袁创造中国统一的

新医学新药学冶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全国中医尧
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野中医尧西医尧中西医结

合三支力量共同发展袁长期并存冶的方针遥 1997 年提

出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是院中西医并重尧中医药现代

化尧促进中西医结合遥 2019 年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大

会袁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做出 野中西医并重冶 的重要

指示遥
西医学和中医学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袁它们对

疾病的认识和诊疗方法袁以及治疗疾病的用药原则都

不相同遥 中医学是整体观袁讲究系统思维尧辨证施治曰
西医遵循还原论思路遥 各有所长袁各有侧重遥 在突发

新发传染病缺乏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袁运用中医药

防治瘟疫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方法袁发挥中医药整体调

节尧提高免疫的作用袁激发自身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

力袁是一种有效的治疗策略遥
长期以来袁中西医结合在常见慢性病治疗尧增效减

毒方面已取得一定疗效袁获得广泛认可遥 医学界运用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袁也取得很多成果袁如对中

医证候尧经络本质的研究袁药学研究尧分子生物水平的

机制研究等遥 特别是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奖的青

蒿素研究袁就是运用中医药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袁将传

统中药上升到满足全世界需求的现代药物袁是中西医

结合研究成功的典型案例遥
然而袁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中医加西医尧中药加

西药袁或是西医检查尧中药调理遥 当前袁中西医结合的

医学模式尧临床架构尧医疗主体尚不清晰曰中西医结合

的临床应用原则尧特色优势尚不明确袁相应的诊断标

准尧疗效评价尧临床路径也未形成系统规范曰仍存在政

策不配套袁现行医师管理尧药品管理制度野以西律中冶袁
中医西化尧中药西管袁不适应中医药特点和发展需要等

问题遥
按照野整合资源尧优势互补袁强强联合尧协同攻关袁

中西融合尧提高疗效冶原则袁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袁
探索建立中西医临床协作的长效机制和模式袁促进运

行机制制度化遥 创建中医临床诊疗团队和西医临床诊

疗团队的协作诊疗互动机制袁发挥中西医各自优势袁多
学科尧全方位协作袁形成医疗尧教学尧科研相结合的中西

医协作机制遥
深入研究中医尧西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思维

方式尧对象内容和观察方法袁梳理异同点袁汲取两者之

长融合贯通袁创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理论尧临床用药理

论袁建立完善的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遥
建立中西医临床协作疗效评价体系袁促进协作成

果逐步推广应用遥 对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的临床实施

进行动态管理袁强化对临床病例资料的分析尧总结与评

估袁探索中西医结合尧病证结合治疗疾病的临床疗效评

价方法和评价标准袁形成基于循证医学研究尧长期随访

观察和远期疗效评价的机制和模式遥
强化中西医结合科研尧医疗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遥

建设中西医协作防治疾病的技术中心及推广应用平台遥
探索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新途径袁按照中西医结合人才

成长规律袁建立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

模式遥 同时袁探索将全日制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紧密

结合袁进行高等教育长学制尧分段式尧精英型培养改革袁
培养中医药经典理论扎实尧临床实践丰富尧西医学与传

统知识兼备的中西医结合高层次尧复合型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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