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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第二十五届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

学术会议学术纪要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

主办!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江西中医药大学&江

西省中医院&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江西省

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承办的'第二十

五届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暨
!"#$

年全国中西医结合诊治胃肠疾病继续教育学习班(于

!"#$

年
:

月
!"

"

!$

日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 会议

收到全国各省市寄来的学术论文
$9"

余篇!在大会进

行专题报告或学术交流的论文
IH

篇!参加大会正式

代表共
I""

余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危北海教授认

为!近年来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学术气氛活跃!进度较

快!尤其中医药的传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中医学

的理论研究则有待加强) 从推进中医药的学术发展角

度来看!发掘中医药的基本理论实质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因而就证的研究&营养支持与滋补脾胃的相关

性&指南的制定
$

个热点问题进行了阐述) 南方医科

大学南方医院张万岱教授从幽门螺杆菌$

JK

%感染的

诊断&治疗指征以及如何提高根除率等方面对国内外

JK

诊治的最新共识进行了解读)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胡伏莲教授则介绍了目前治疗
JK

感染的新途径与新

探索) 对传统三联疗法进行了调整和加强!在原传统

三联疗法基础上联合中药&益生菌&口腔洁治等以提高

JK

的根除率!此外!还强调了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进

行个体化的治疗是成功根除
JK

的关键) 第三军医大

学西南医院房殿春教授介绍了胃癌前期病变的中西医

结合的逆转研究!认为根除
JK

可预防胃黏膜癌变&诱

导分化剂对胃黏膜上皮瘤变有逆转作用&非甾体抗炎

药和
&FL!

抑制剂对预防胃黏膜癌变有一定意义&抗

氧化剂是否能预防上皮内瘤变仍存争议&中医中药对

胃黏膜上皮内瘤变的防治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中

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李振华教授介绍了唐旭东教授十一

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以及中药干预胃黏膜上皮异型增

生的多中心
M&)

试验!对中药干预胃黏膜上皮异型增

生的疗效评价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中医药治疗胃癌前

病变临床研究存在的问题&研究的重点&疗效评价技术

等几个关键问题及相应的完善措施)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吴云林教授结合几个临床病例强调

务必重视胃炎样胃癌及胃
+NO)

淋巴瘤的诊断) 中

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李理教授介绍了慢性胃炎和

胃癌前期病变的病理诊断!认为除肿瘤外病理不是诊

断胃病的金标准) 江西中医学药大学何晓晖教授从衡

法的基本概念&历史沿革&理论基础到衡法的具体运

用&用药用方!系统介绍了衡法在脾胃病中的运用) 南

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吕农华教授介绍了非静脉曲张上

消化道出血的规范化诊治!对
!"##

年亚太共识及

!""%

年中国共识进行了部分解读) 诊治体会是内镜

止血应在危重患者液体复苏!病情稳定后进行*

KK(

联

合内镜治疗是控制消化道出血的较好方案*对于再出

血高危患者!首次内镜止血成功后建议常规复查内镜)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姚希贤教授据有关指南

研究进展!结合临床经验对慢性乙型肝炎的抗病毒

问题进行了介绍!详细地讲解了抗病毒治疗适应证&

抗
JP3

药物特点与用药选择&优化治疗及补救治疗

等方面的问题)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刘成

海教授在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的现状与思考方面进行

了阐述) 通过大量动物与临床观察!他认为肝纤维

化与一定程度的肝硬化都是可逆的!有效病因治疗

是抗肝纤维化的首要措施!但是抗病毒等病因治疗

对于肝纤维化的治疗具有局限性!提出抗病毒
Q

抗

肝纤维化的协同作用!从'单抗(到'双抗(提高肝纤

维化疗效!建立一种有效的慢乙肝肝纤维化中西医

结合治疗方案!使慢乙肝肝纤维化的逆转率在目前

抗病毒治疗的基础上提高
#HR

)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田耀洲教授介绍了化肝通络方对原发性胆汁性

肝硬化的抗纤维化作用及机制探讨!认为化肝通络

方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结合
KP&

的发病机制

提出 '化肝通络方治疗
KP&

可能通过抑制胆管上皮

细胞凋亡和抑制肝星状细胞活化增殖等多靶点的免

疫调控来实现的()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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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教授对茵陈蒿汤对
7N,J

大鼠胰岛素抵抗的调控

机制进行了研究) 其研究表明茵陈蒿汤能够作用于

第一次打击中的
(M

环节!改善
(M

!其机制部分可能

为通过作用于
ENS

#

KT&!

通路异常的相关因子起

效!同时还得出茵陈蒿汤常规剂量的作用优于高剂

量与复方益肝灵片!高剂量与复方益肝灵片作用相

当) 北京医院许乐教授报告了脂肪性肝病中西医最

新研究进展!其研究结果表明强肝胶囊治疗
7NUOE

方面的研究有了一些进步!可以说具有治疗
7NUOE

的特异性!但是仍需更大范围的基础研究以及临床

研究!以进一步探讨其作用靶点和疗效机制) 其认

为未来应着眼于治疗脂肪性肝病的机制研究!进一

步探讨信号转导通路与脂质代谢异常&氧化应激与

炎症的关系) 中日友好医院的姚树坤教授介绍了肝

癌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策略!发现中药抗肝癌机理主

要是针对病理状态起作用!对健康状态作用较小!即

很少影响正常细胞的生长代谢!中药是通过提高患

者免疫力进行整体调节!而非直接杀伤肿瘤细胞来

达到抗肝癌的作用)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梁健教授就艾迪注射液对原发性肝癌患者生活质量

的影响进行了系统评价!得出目前艾迪注射液结合

西医治疗的疗效在改善原发性肝癌患者生活质量的

临床研究的方法学和报告质量尚低!还不能为临床

应用提供可靠证据) 建议今后的研究应该采取严格

的
M&)

方法!进行长期随访!重视阴性结果!期待更

多更可靠的循证医学的研究结果指导临床实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陈
!

教授详细阐

述了炎症性肠病的临床诊断与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范恒教授对复

方苦参汤对溃疡性结肠炎$

V&

%大鼠
EFM

#

"

#

<22-W

#

/=@#

#

PD5

#

!

信号转导通路的干预作用进行了研究!研

究表明
EFM

#

"

#

<22-W/=@#

#

PD5

#

!

可能参与了溃疡性

结肠炎的发病过程!复方苦参汤可能通过干预
EFM

#

"

#

<22-W/=@#

#

PD5

#

!

信号通路从而达到治疗
V&

的目

的) 江苏省中医院沈洪教授则从症状学评价&内镜学

评价&病理学评价&实验室检查评价&生活质量评价&疾

病活动指数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

评价方法) 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医院吕宾教授介绍了

肠道屏障与肠功能障碍!指出肠道是人体最大的消化

器官&免疫器官&贮菌库!在某些情况下是细菌毒素侵

入人体的危险通道!因此!肠道屏障对危重疾病的发

生&发展&转归具有重要影响) 其研究结果表明!早期

中药干预对肠黏膜具有保护作用!在改善肠上皮细胞

功能方面!承气汤和谷氨酰胺具有同样增强细胞代谢

修复组织的作用)

哈医大二院刘冰熔教授举例讲解了胃深层间质瘤

胃壁全层切除治疗&胃壁的全层缝合&经食管黏膜下造

隧道行食管固有肌层肿瘤全层切除术&经口内镜下肌

切开术&经隧道内镜下全固有肌层切除治疗固有肌层

起源的食管黏膜下肿瘤&内镜下逆行性阑尾炎治疗术

等现代消化内镜微创治疗技术)

本届学术会议交流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中西医

结合消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代表了当今该领域的研究

水平!此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李军祥$何晓晖$甘$淳$危北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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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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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

年
#!

月
!:

日$%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

!"#!

版#&"简称%

&N' X ('&M

&#对外公布$

同时
!"#!

年度'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名单也新鲜出

炉)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获得'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该项成果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图书馆共同

发布) 报告统计对象为我国正式出版的学术期刊$利用
*-1 4Y ,D=-@D-

的数据$旨在建立健全适合

反映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的文献调查和科学分析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