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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 协同发展
张伯礼院士对中西医结合问题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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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摇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袁中西医结合事业在国家卫生政策的支持下袁历经 70 余年的风雨历

程袁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遥 然而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进程中袁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遥 张伯礼院士从历

史发展的层面论趋势袁强调野循序渐进冶的必然性曰从事业发展的层面论原则袁突出野优势互补冶的重要性曰从

医疗实践的层面论策略袁明确野提升疗效冶的目的性遥 为进一步推进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袁有效开展中医与

西医整合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遥
关键词摇 中西医结合曰 中西医整合曰 建议曰 策略

Gradual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ome Thoughts of Academician ZHANG Bo鄄li on the In鄄
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摇 HUANG Bo鄄zhen1袁 WANG Mei鄄ling1袁 HE Hai鄄xia1袁
GUO Yi1袁 BIAN Yu鄄hong2袁 WANG Lei1袁 LI Xin鄄ju1袁 ZHAO Shu鄄wu2袁 and ZHANG Bo鄄li1袁2 摇 1 College

of TCM袁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袁 Tianjin 渊301617冤曰 2 College of Integrated Tradi 鄄
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袁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袁 Tianjin 渊301617冤

ABSTRACT摇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 ' s Republic of China袁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as made rapid progress in recent 70 years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na鄄
tional health policy. However袁 there are still many unsolved problems. Academician ZHANG Bo鄄li empha鄄
sized the inevitability of gradu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袁 and the importance of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He also defined the purpose of elevating
efficacy with regard to medical practice. He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袁 and effectively developing related research work.

KEYWORDS摇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曰 complement of traditional Chi鄄
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曰 advice曰 strategy

摇 摇 野看病难尧看病贵冶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

亟待解决的难题袁原因有多方面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

随着生活方式转变引起的疾病谱改变和老龄化社会的

到来遥 中国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袁要满足 14 亿人的

医疗卫生需求袁必须走出一条中国式道路遥 与其他国

家不同的是袁中国实行野预防为主袁中西医并重冶的中

国特色医疗卫生工作方针咱1暂 遥 中西医结合历经半个多

世纪的实践袁取得了重大成就袁但也随着时代的变化面

临新的挑战袁如何面对与解决是持续发展中西医结合

事业袁使其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遥
2019 年 6 月袁中国工程院院士尧天津中医药大学

校长张伯礼院士接受野中医与西医的整合战略研究冶
课题组的访谈袁提出院野中医与西医两者各具优势袁在
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完全能够结合袁经过多年的实践与

理论研究袁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袁有很多经验可供借

鉴遥 中医与西医不仅能够很好地结合袁还能继续发展袁
向更高的层次迈进遥 但是事物的发展必须遵循客观的

规律袁所以中西医结合袁以至于中西医整合都需要循序

渐进尧分阶段尧分步骤地逐步推进冶遥 笔者现将张伯礼

院士对中国现阶段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的趋势尧原则

及策略的阐述整理如下遥
1摇 以史为鉴摇 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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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郾 1摇 审时度势袁重在坚守 摇 张伯礼院士指出院
野中西医结合是未来医学发展的必然方向袁中西医结

合将成为建立新医学的重要途径袁全体医务工作者必

须矢志不移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浴冶 咱2暂 遥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袁受到当时洋务派和改良派

野中体西用冶思想的影响袁西医诊疗技术逐渐进入中国

医药行业袁开启了长达近 180 年的中西医之争尧共存的

局面遥 西医学凭借外科尧产科等优势病种良好的诊疗

效果袁弥补了中医学的不足袁迅速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广

泛认同与接受遥 一些具有中西汇通理念的医学名家试

图通过创造野新医学冶突破两种医学的壁垒袁在实践的

基础上提升理论支持遥 囿于尚未认识到中西医两种医

学的本质差异袁以及对差异产生原因的深刻认识袁虽历

经百余年的尝试袁仍未能实现中西医汇通在理论层面

的突破袁最终处于野汇而不通冶的混合阶段咱3暂 遥 随后的

中医与西医在历经民国时期的野存废之争冶后进入各

自为政的局面袁期间秉承汇通思想的医家如恽铁樵尧陆
渊雷等仍旧为野新医学冶的发展不懈努力袁奠定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野中西医结合冶事业的基础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

上袁毛主席作出指示院野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

工作人员袁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袁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

生工作而奋斗冶 咱4暂 遥 中医与西医组成统一战线袁共同

提高诊断和治疗水平袁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

康遥 随后中医与西医以着力解决临床问题为根本目

标袁以提升临床疗效为目的袁进行了中西医结合的初次

尝试遥 各地区以野西医学习中医冶进修班的形式为临

床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西医结合人才袁极大地推动了

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遥 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汇通学派

不同袁此时的中西医结合医学重视中医与西医的本质

差异袁从实践中进行反思袁或以西医病理机制阐述中医

病机要义袁或以中医术语概括西医疾病传变规律袁多数

研究以相互借鉴为主遥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打破了近

百年中西医对峙的局面袁虽然仍有需要面对和解决的

瓶颈问题袁但两者的结合已是大势所趋袁呈现出和谐发

展的态势遥 2020 年 2 月张伯礼院士在接受新华社采

访时明确指出院野中国有两套医学保驾护航袁真正把两

套医学研究清楚并且优势互补袁不仅能实现中西医结

合袁还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冶 咱5暂 遥 由此可见袁中国

70 年的中西医结合发展道路袁从国家领导人到卫生行

业的专家尧学者初心未改遥 面对瓶颈问题袁张院士始终

以冷静的分析告诫社会院野 中西医之争是没有意义的袁
疾病并不分中西袁谋求疾病防治疗效的提升才是根本浴
此类争论或因于无知袁或因于利益袁均不应成为当今中

西医结合事业的障碍冶 咱6暂遥
综观中国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历史袁每一步均镌刻

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袁从野中体西用的中西汇通冶 咱7暂 到
野学术思辨的中西结合冶 咱8暂 遥 中医与西医在中国历经

近 200 年的磨合袁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袁正在逐渐走向

野整合冶与野融合冶遥 诚如张伯礼院士指出院野中西医

结合不仅是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袁还是世界医学向更

高层次发展的必然趋势袁应遵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规律袁有计划尧有步骤地逐步推进冶 咱2暂遥
1郾 2摇 权衡中西袁推动整合 摇 张伯礼院士指出院

野西医学是在还原论指导下袁基于解剖尧生理尧病理上

的分析科学袁注重形态结构和病变局部曰中医学是在系

统论指导下袁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人体自身平衡

协调的整体医学袁注重人体功能状态和整体调节咱9暂遥
两种医学站在不同角度把握人体的健康袁具有等同的

科学价值袁有很强的互补性遥 站在维护人体健康的

同一立场上袁中西医完全能结合袁但结合时不可急于求

成袁应该分阶段进行尧循序渐进冶遥
建立在中西医结合发展基础上的中医与西医的整

合袁强调将中医与西医最先进的理论知识和最有效的

实践经验加以整理袁并根据社会尧环境尧心理等因素进

行完善袁得出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遥 张伯礼院士从

中医学的野整体观念冶角度对中西医整合医学的基本

特征进行了分析袁强调中医学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辨识

疾病的方法袁不仅关注疾病状态袁更可以用来提升人体

完整生命周期的生活质量袁这种全方位的整体观念既

源自于中医学袁又高于中医学遥 因此袁野多维度的整体

观念冶将成为中西医整合医学的基本特征之一遥 中医

学蕴含优秀的传统文化尧核心学术特色尧适宜技术规范

等内容将极大地推动中西医整合医学的发展袁有助于

更全面尧更深刻地认识疾病袁进而为人民提供最佳医疗

方案遥
2摇 中西合璧摇 优势互补

中医与西医虽是两套不同的医学体系袁但在维护

健康的目标上却是一致的遥 张伯礼院士指出院野中西

医各有优势袁西医对于一些急危重症的救治手段是无

法替代的袁然而在慢性病改善功能方面中医的优势又

是很突出的袁中西医具有非常强的互补性袁应取长补

短尧协作攻关遥 中医与西医绝不是截然对立袁更不是敌

对双方袁而是保障人类生命健康的盟军袁应携手共同应

对疾病遥 中国有两套医学一起为国人提供服务袁这是

中国人民的幸福浴 中西医结合也必将成为建设中国特

色医疗模式的伟大创举袁为世界健康事业贡献耶中国

式办法爷冶 咱10暂 遥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0年 9月第 40卷第 9 期 CJITWM袁 September 2020袁 Vol. 40袁 No郾 9 窑员员圆猿摇 窑

2郾 1摇 思维方式的互补摇 中医学理论在中国古代

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袁形
成了野天人相应冶野形神一体冶野脏腑相关冶的整体观念

和野同病异治冶野异病同治冶的辨证思维袁擅长从整体上

宏观调控人体的健康袁注重人体各部分之间的平衡关

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袁但这也导致了其对于实

体的物质结构并未进行深入研究遥 而现代西方主流医

学的认知模式由于受到古希腊哲学与现代还原论思维

的影响咱11暂 袁其特点是通过实验研究物质性的实体结

构袁研究水平从人体器官尧组织尧细胞到分子尧基因水平

等袁建立在解剖尧生理尧病理学的基础上袁善于从微观角

度解决具体的局部问题袁但缺乏各局部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遥
基于此袁张伯礼院士指出院野中医与西医思维方式

的差异导致认识疾病的角度不同袁中医学注重宏观上

的整体把握袁现代医学注重微观上的局部研究遥 中西

医结合的关键是既关注宏观袁又兼顾微观曰既研究功

能袁又注重结构曰既考虑各部分间的平衡关系袁又关注

每个部分的状态变化遥 只有全方位尧多层次地认识疾

病袁才能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冶 咱9暂 遥
2郾 2摇 诊疗技术的互补摇 张伯礼院士提出院野医学

的发展经历了从救死扶伤到防治疾病袁再到维护健康

的过程遥 医学以维护健康为最高宗旨袁让人不得病的

医学才是好医学冶 咱12暂 遥 从维护健康状态的养生与防

病袁到改善疾病状态的诊断与治疗袁中医与西医均存在

相互结合的必要性遥
首先袁在疾病预防方面遥 中医学强调野治未病冶袁

包括野未病先防冶野既病防变冶野愈后防复冶三个主要内

容遥 在数千年的实践中逐渐总结出诸多行之有效的养

生及预防方法袁如食疗药膳尧针灸推拿尧导引按跷尧太极

功法等袁皆具有野简尧便尧廉尧验冶的特点遥 现代医学凭

借先进的诊断方法对人体内关键指标进行量化分析袁
达到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的目标遥 在不同时期尧不同

人群中以中医先进的预防理念作为研究方向袁结合西

医客观的检验方法作为验证工具袁两者优势互补袁能够

促进预防医学理念的更新与检验水平的提高遥
其次袁在临床疗效方面遥 张伯礼院士提及中西医

结合始终强调院野中医和西医各有所长袁优势互补可以

给患者更好的医疗照顾冶 咱13暂遥 如同面对 2020 年初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袁张伯礼院士将中西医结合的疗

法概括为院野通过实践发现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轻

型患者袁中医药完全可以治疗遥 但是到了重型阶段仍

旧应该以西医为主袁西医的呼吸支持尧循环支持等生命

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袁中医学此时应以配合为主冶 咱14暂 遥

由此可见袁中西医结合须始终以保证临床疗效作为主

旨遥 中医野辨证冶尧西医野辨病冶袁野病证结合冶参考时间尧
地域尧体质等因素进行综合治疗遥 基于此袁张伯礼院士

强调院野病证结合思维是中西医结合非常重要的学术

贡献袁是中医临床思维方式的创新成果冶 咱15暂 遥 近年来

随着临床常见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疗效研究袁在病证结

合思维指导下袁采用基于文献回顾研究与临床大样本

的数据分析技术袁已经明确看出中西医结合疗法具有

良好的适用性袁其疗效评价明显优于单纯中医或西医

疗法遥
3摇 提升疗效摇 以人为本

张伯礼院士指出院野中西医结合应以健康幸福的

需求为导向袁以临床问题的解决为目标袁以疾病疗效的

提升为根本遥 秉承中医思维袁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袁用
现代科学的方法揭示中医学的深刻内涵遥 围绕当今西

医的难点问题袁中医学对其补充袁乃目前中西医结合的

成功经验冶 咱16暂 遥 张院士以吴咸中院士与陈香美院士在

治疗急腹症与 IgA 肾病中的突出成就为例袁指引我们

从优秀案例的理论阐述与诊疗互补中发现思路尧凝炼

方法袁为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方向与总体思路提供

了指引遥
3郾 1摇 吴咸中院士治疗急腹症摇 急腹症发病急袁变

化迅速袁并发症多袁病死率高遥 吴咸中院士以中医学

野六腑以通为用冶的理论袁采用野通里攻下法冶为切入

点袁根据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原则创立了急腹症不同时

期的野治疗八法冶遥 在明确良好的临床疗效后袁有针对

性地择选了野通里攻下法冶 野活血化瘀法冶 野清热解毒

法冶野理气开郁法冶的代表处方进行了实验研究袁不仅

阐明了中医药在治疗急腹症方面的机制袁更打通了与

西医学联络的桥梁袁在急腹症中西医结合疗法中比较

全面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遥 解决了西医手

术疗法无法处理因肠黏膜屏障损伤造成细菌尧内毒素

移位的问题袁这就是野从中医角度解决西医难题冶的典

范遥 吴咸中院士认同中药在非手术疗法中对于急腹症

治疗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袁同时强调对确有手术指征

的患者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手术治疗咱17暂 遥 由此可见袁
中西医结合必须本于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尧不同症状

特征进行有机的结合袁实现各自优势的互补袁才能最大

限度地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患者的病死率袁提高临

床疗效遥
3郾 2摇 陈香美院士治疗 IgA 肾病摇 IgA 肾病是慢

性肾脏病中常见尧多发的难愈性疾病袁位居尿毒症病因

之前列遥 陈香美院士首创野西医辨病 中医辨证 生

物标志物冶的诊断标准袁将中医与西医诊断的优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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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联合袁并通过野生物标志物冶明确复杂证候的关键要

素袁对中医辨证进行了客观化评价袁成功建立了野 IgA
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新方案冶袁为中医学准确参与治

疗 IgA 肾病 5 个病理分期提供了科学依据咱18暂遥 基于

此袁因 IgA 肾病导致尿毒症的发病率下降 10郾 5%袁治
疗效果提高 20%袁极大地延缓了 IgA 肾病发展成尿毒

症的进程咱19暂 遥 不仅如此袁在中西医结合治疗 IgA 肾病

的过程中解决了野提升临床治疗效果冶 咱20暂 尧野减少西药

不良反应冶 咱20暂和野抑制肾小球硬化冶 咱21暂 等西医面临的

疑难问题遥 在应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攻克医学难题中获

得了突破性进展袁其研究思路与方法值得中西医结合

研究工作者普遍借鉴遥
综上所述袁张伯礼院士对于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

展战略袁在趋势尧原则及策略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而

深刻的思考遥 趋势方面院野以史为鉴袁循序渐进冶遥 必

须始终紧紧抓住时代的变化袁审时度势袁因势利导袁
做中医学在辨治疾病过程中最为擅长的工作袁同时

全面继承中医学优秀的理论与临床成就袁在传承中

凸显中医学的临床诊疗优势遥 有计划尧有步骤地在

实践应用中提升中医学理论的科学内涵袁逐步实现

与现代医学的完美对接袁最终实现经由野中西医结

合冶到野中西医的全面整合冶遥 原则方面院发展中西医

结合事业是当代中国医疗的主要特色袁现阶段应大

力倡导两套医学并行遥 中西医在维护患者健康上求

得共识袁秉承野优势互补冶的原则袁取长补短尧协作攻

关袁今后必然能够实现中医与西医的全面整合遥 策

略方面院中西医结合应以人为本袁以疗效为最终目

标遥 为促进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的提升袁张伯礼院

士总结中西医结合优秀案例袁指出野围绕当今西医的

难点问题袁中医学对其补充袁乃目前中西医结合的一

条捷径浴冶遥 理解与把握张伯礼院士对中西医结合关

键问题的解读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尧调整方向尧
明确目标尧优化道路袁对更好地发展中西医结合事业

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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