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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王振瑞

$$回顾中西医结合学术史"发现在中西医结合科研

工作中有几个问题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

#

$指导思想问题

#

!

#

$关于'保持中医特色(

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根本区别是科学形态的区别#

思辨和实证& 中医学属于思辨形态的科学体系)西医

学属于实证形态的科学体系&

中西医结合研究"就是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

上"主要由中西医兼通的医学人才"用现代科学方法"

发掘*整理*研究中医药学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科学"发

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药学& 也就是说"

中西医团结合作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基础)中西医兼

通的新型人才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体)现代科学方

法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医药学是中西医

结合研究的对象)丰富现代医学科学是中西医结合研

究的直接结果)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

药学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最终目标+

#

,

&

中国
!"

世纪
5"

年代以前的中医政策"可以说是

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在
#@6$

年之后的近
&"

年间"中

西医结合一直被视为发展中医的必要途径&

#@5"

年

&

月
B

-

#&

日"卫生部组织召开的'全国中医和中西医

结合工作会议("重申党的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

针"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发展"长

期并存"要依靠这三支力量"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

药学"推进医学科学现代化+

!

,

&

!"

世纪
5"

年代之后"

中国医学界逐渐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

并存的局面& 三支力量不是魏*蜀*吴鼎立的敌国"而

是海*陆*空并肩的三军"既配合紧密"又各具特色和相

对独立性&

#@5!

年
$

月
#B

-

!!

日"卫生部在衡阳召开的

'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最早提出

了'中医特色(问题"强调'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是发

展中医事业的根本方向(

+

&

,

&

什么是中医特色. 高层中医管理人员*中医理论

家*名老中医都对此进行了专门阐述"认为中医特色就

是中医的基本理论& 那么"'保持中医特色("就是用

中医理论指导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

&

,

&

对各级各类中医机构的中医队伍而言"倡导保持

和发扬中医特色是必要的"但若对中西医结合这支另

具特色的力量提出同样的要求"则不免过于草率和苛

刻"因为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的实证科学属性"决定了

其研究成果必将直接丰富属于实证科学形态的现代医

学"而不可能全部保持中医药学原有的思辨特征& 任

何一项中西医结合研究一旦开始"都将无法真正保持

中医理论的原始形态& '保持中医特色(本是中医界

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而不应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的

思想枷锁&

#

!

!

$关于'废医存药(

中药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中医理论体系

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指导中药运用的有效性& 在继

承中医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的基础上"运用属于实证

形态的现代科学方法"探讨更深层次的中药应用规律"

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重要任务"获得比中医理论体系

更加优越的关于中药应用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中西医

结合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所在&

既往开展的很多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实质

上是在中药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例如"'肾(本质研

究"就是从寻找补肾药的可测性客观指标开始& 研究

者以尿
#%

"羟皮质类固醇含量值代替了中医四诊材

料作为诊断指标"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证实了中医'辨

证论治(理论的相对性"证明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

相结合的必要性"并通过具体的科学研究工作"为补肾

中药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客观*稳定*可靠的应用指

征+

$

,

"这是他们取得的重大成就&

实际上"各种'证本质(的研究几乎都与药物相

关"而为什么一定要将实属于药物应用规律的研究认

定为'证本质(甚或'脏本质(的研究呢. 除了单维度

课题设计思路的局限之外"也许与忌惮'废医存药(的

责难有关&

青蒿素的研究和开发"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

医药学的典范"但是"此类研究成果却往往被当作'废

医存药(的例证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褒扬& 站在人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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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的高度来看"这种观点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青蒿

治疟的记载始见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0

+

6

,

"以后

历代方书虽仍有记述"但近代以来用青蒿治疟的经验

已濒于失传"其原因则是青蒿入汤剂煎煮后破坏了有

效成分"使疗效丧失因而渐被淘汰& 当然"这一原因在

青蒿素提取成功之前是无法得知的& 青蒿素的研究过

程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古代用药经验的过程"青

蒿素研究的成果是典型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 这一

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十分重要#中西医结合研究是发

扬中医药遗产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将弥补传统方法

的不足"而又无损于中医学的完整性"比如青蒿的中医

临床应用不会因青蒿素的提取成功而受到丝毫影响&

探讨特定治疗手段的应用指征和特定病症的有效

干预措施"精准地确定药物与患病机体之间的必然联

系"是所有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中西医结合研究只

要坚持发掘中医学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科学的正确方

向"就有可能为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贡

献"不必让'废医存药(的桎梏束缚自己的手脚&

#

!

&

$关于'中西医结合的基本理论(

#@B"

年基本确立的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指向十分

明确"那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努力发掘中医药宝

藏"不断丰富现代医学"使中国的现代医学逐步受纳转

化了科学形态的传统医药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

从而具有民族特点"并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 具有了

这些特征的现代医学正是中西医结合研究所要实现的

新医药学&

#@%%

年
%

月
!!

日-

5

月
#6

日"卫生部召开的

'全国中西医结合规划工作座谈会( 讨论制定的

/

#@%B

-

#@56

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十年发展规划0"却

将'现代科学方法(改为'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将

'丰富现代医学科学(改为'逐步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

本理论(

+

B

,

& 这种修正"影响了人们对'中西医结合(

概念的正确理解"极易将中西医结合研究引入歧途&

如果仍然按照/规划0的精神"以'逐步提出中西医结

合的基本理论(为目标"必将继续在寻找'结合点(或

'突破口(的冥行中屡屡碰壁& 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

的实证科学特征是不可能改变的"'脾虚综合征(*'急

性血瘀证(*'菌毒并治(等中西医结合新概念的出现"

是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标志"但此类概念的过渡性是

不应怀疑的"其中所含的思辨成分"必将被进一步实证

科学研究的结论所代替&

!

$科研设计问题

!

!

#

$要正确理解中医概念*命题或论断的真正

含义

中西医兼通的高级新型人才是中西医结合工作的

主体& 所以"'中西医兼通(尽管不能定为从事中西医

结合工作的起码要求"但至少应该是中西医结合工作

者自身追求的目标& 中西医结合专门人才"必须对中

西两种医学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理论做到基本掌握和基

本理解"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逐步提高和深化"争取

对研究课题所必需的中西医知识达到精通的程度&

正确理解中医概念*命题或论断的真正含义"对中

西医结合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不了解研究对象"

与不掌握研究方法一样"绝不可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

譬如"企图研究某种白色中药进入人体后"是否在

肺脏和手太阴经表现出高于其他脏腑和经脉的药物浓

度或其他由药物引起的可测性变化"以证实中药'白

入肺(等归经理论)再如"根据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

的理论"打开一种动物的胸腔和腹腔"对肺或大肠施以

某种理化刺激"然后观察大肠或肺是否在结构或功能

上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诸如此类的研究"无论研究者

具有多么先进的仪器和设备"无论消耗多少研究经费*

精力和时间"都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因为

'白入肺(只是五行归类方法在'白色(与'肺脏(之间

建立的"实际上并非必然存在的联系)中药归经理论是

对中药功效的一种脏腑分类方法"只表明中药作用的

脏腑趋向性"而丝毫没有药动学的含义)中医脏腑相表

里的理论"来源于经脉相表里的观念"肢体外侧属阳为

表"内侧属阴为里"手太阴经与手阳明经分别循行于上

肢前缘的内侧和外侧"因而谓之'相表里(& 后来古人

确立了经脉与脏腑之间特定的相互络属关系"才产生

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等脏腑表里相合的理论"脏腑学

说与经络学说的结合经过了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 只

有研究了概念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才可能真正

理解它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含义"才能把握其中的精髓&

中西医结合队伍的中西医兼通是必要的& 中西医

结合研究工作者应努力争取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达到

中西医兼通"以胜任自己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

!

!

!

$要善于对复合性研究对象进行分割研究

中医学的很多概念具有复合的含义"这就需要在

研究课题的设计阶段"即应该对种种复合性概念予以

必要的'分割("确定这些'复合概念(中所包含的客观

事实和真理性思想要点"进而深入研究某一方面的客

观规律& 如果始终把各种复合性概念或命题当作完整

的研究对象"以图探求其整体的'本质("则必将离'本

质(日远一日& 譬如关于'脾(的研究"研究者最后对

'脾本质(的定义"实际上只是'脾主运化(的不太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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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脾主思(*'脾主升清(*'脾

主统血(等脾的重要功能都舍弃在了'脾本质(之外&

研究脏腑功能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将多种功能

统归于一脏"并不一定是这些功能之间真正存在着某

种必然的密切联系& 多种功能之间的联系是古代医家

根据病证观察和疗效归纳而建立起来的"中药治疗作

用的多样性是建立这些联系的最重要的依据和基础&

譬如"健脾益气方药多次治愈了'脾失健运(的病症"

又多次治愈了某些出血病症"这样的经验逐渐积累*反

复验证从而被确认为客观规律后"再上升到藏象*病机

理论时"'主运化(和'主统血(便成了脾的两个重要功

能& 每一个中医理论命题都有其逐步形成的历史"如

果对此缺乏起码的了解"就很难把握其中的真谛&

历经几十年的经络研究"也同样存在着忽略概念

内涵复合性的问题& 经络到底是什么. 要想回答这个

问题"首先应该历史地*完整地理解经络的概念"如果

忽视了概念的形成过程和完整含义"则往往说的并不

是经络& 研究者们先后提出了多种假说"但其依据大

都是孤立的*片面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着眼点仅

仅局限在循经现象和经脉循行路线的理化特性上& 虽

然假说之前冠以'经络(二字"但实质上已经远离了经

络的完整概念"影响了人们对经络的正确理解&

'事实是科学家的空气("科学家只有凭籍事实才

能搏击长空& 中西医结合研究"应当着眼于古代医家

理论表述和经验记载中反映的若干事实"运用能够揭

示更深层本质的实证方法"逐一进行深入细致的分割

研究"再将这种'还原(研究的成果联系起来"进而探

索其间存在的必然规律&

!

!

&

$要考虑研究手段与研究对象的适应性

现代科学方法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

自己所掌握的具体方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能"能够解

决中医药研究中的哪些问题"研究者必须具有清醒而准

确的认识"否则势必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譬如"经络的功能至少是神经*体液功能的复合"

研究经络现象必然涉及神经系统这一人体未知因素集

中的领域"而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的神经科学还远远

落在欧美国家的后面"循经感传及其他经络现象的研

究必将受到研究能力和条件的限制"这是应该预知的&

可是"为了尽快架起一座沟通中西医学的'桥梁("并

保持国际领先地位"还是首先跟着朝鲜人的虚假报告

步入了形态学探索的歧途"而后又追随着日本人的脚

步在那条具有感觉传导特性和若干理化特性的经脉线

上倾尽全力& 就研究规模而言"中国的经络研究确实

居于国际领先地位"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方面却

总是被外国人牵着鼻子亦步亦趋"虽然投入了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仍未能探得经络的本质何在&

举此为例只是为了说明"在确立研究方向时"首先

必须充分考虑所能掌握的研究手段是否与课题的研究

难度相适应& 早在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刚刚兴起的

!"

世纪
B"

年代初期"中西医结合专家即强调过理论

研究必须为临床服务的思想+

5

,

& 经络研究的重点应

该放在针灸治疗方法上"以提高针灸疗效为中心"从神

经*体液角度探讨其效应机制"从一穴一法开始"逐步

研究其更深刻的客观规律"进而创立优于传统经络理

论*能够更有效地指导针灸临床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

&

$科研协作与宏观指导问题

&

!

#

$提倡团队精神"加强科研协作

遵循着共同研究纲领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学

者"通过或疏或密的学术联系"构成了一个科研群体"

即中西医结合研究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由多方面

的人员构成"热心于用现代科学方法从事中医药研究

的中医*西医*'中学西(*'西学中(和其他科技工作

者"都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做出

了贡献"都是中西医结合学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提

倡科学共同体的团队精神"加强科研协作"是保持中西

医结合学术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中西医结合所面临的科学问题是极其复杂的"需

要临床医师与基础科学研究人员的密切配合& 科学研

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可重复性"在中西医结合基础

研究方面"对某一机制*某一疗效的研究"也与临床研

究一样"需要进行多中心*多侧面的反复验证"不能仅

靠一家之言来判定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目前

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大多以课题立项的形式相对独立

地开展"而像青蒿素研究那样大规模的协作攻关项目

太少"许多研究尚处于各自为营的状态"不同项目的研

究者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导致低水平的重复较多"相

互借鉴不够&

政府部门和学术团体应当加强学术交流与科研协

作平台的建设"可以考虑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对有争

议的结论或最新取得的成果进行重复验证"为后续的

研究和临床工作提供可靠的指导&

&

!

!

$注重宏观指导"谋划顶层设计

中西医结合研究者大多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

不容易详细了解研究的整体动态和特别进展& 为了减

少或及时纠正各项具体工作中的共性错误"及时总结

可以互补的各项研究成果"需要一批能力出众的专门

人才"对有代表性的具体研究工作加以比较分析并进

行整体的综合研究"提出宏观的指导意见& 一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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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应该注重发展战略的研究和顶层设计的谋划"而

这在中西医结合队伍中却是尚嫌不足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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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民族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国际学术大会

暨第十三次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呼吸系统疾病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为进一步弘扬民族传统医学文化"发扬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在诊治疾病方面的优势"扩大民族传统医学在国内外

的影响力"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同时为探讨中医及其他民族传统医学$现代医学以及中西医结合认识和干

预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新进展"由复旦大学$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青海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新疆医科大学$内蒙古中医药发展管理局$甘肃省中医药发展管理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主办"青海省医药卫生学会联合办公室$云南滇西技术大学$新疆和田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青海省中医学

会$青海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海省藏医药学会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承办的
G

第三届民族传统医学与现代医

学国际学术大会暨第十三次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呼吸系统疾病学术研讨会
G

将于
!"#$

年
#"

月
!&

日%

!%

日在中国

青海省西宁市召开&

征文内容$'

#

(民族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国际学术大会)有关各民族传统医学'包括维医$蒙医$藏医$回医$傣医$

苗医$壮医等(与现代医学发展史及哲学基础#各民族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认识和干预优势病种进展及比较#中药及民

族药物'包括维药$藏药$蒙药等(研究与开发进展& '

!

(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呼吸系统疾病学术研讨会)各民族传统

医学和现代医学认识和干预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特点和新进展#中西医结合认识和干预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特点和

新进展#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的诊断和治疗经验以及综合防治策略#呼吸系统少见病与疑难病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各

民族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结合防治呼吸系统疾病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及新药研发&

大会交流语言$民族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国际学术大会交流语言为英语"提供同声翻译#本届全国中西医结合防

治呼吸系统疾病学术研讨会交流语言为汉语为主& 两个大会均须提供中英文对照
HH*

&

征文要求$'

#

(凡未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的论文均可投稿#'

!

(论文可提交英文全文"也可提交中文全文"

但需附
&""

字左右中$英文摘要"并注明论文题目$作者$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

(论文需用
;1?I

格式排

版"小四号字"

#26

倍行距"标准字间距#'

$

(参会论文以附件形式发送电子邮件至
JCI1<=!""$A#!B2C18

#'

6

(若无条

件上网提交论文者"请将论文用光盘邮寄至大会组委会秘书处&

截稿时间$

!"#$

年
@

月
&#

日'以邮戳或电子邮件寄出时间为准"逾期恕不受理(&

会议地点$青海会议中心"具体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黄河路
#B"

号&

学分授予$参加本届民族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国际学术大会授予
!

类学分
B

分#参加本届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

呼吸系统疾病学术研讨会授予
!

类学分
B

分& 两个大会都参加者授予
!

类学分
#!

分&

联系方式$联系人)董竞成"电话)

"!#

"

6!555&"#

"传真)

"!#

"

6!555!B6

"

7

#

89:.

)

JCI1<=!""$A#!B2C18

#杜

懿杰"电话)

"!#

"

6!555&"#

"传真)

"!#

"

6!555!B6

"

7

#

89:.

)

KI>/!""$A#B&2C18

#联系地址)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

#!

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邮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