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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是中医发展的现实和必然选择

苏占清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发展的现实和必然选择& 提倡

医学结合者会持肯定的认识'

#

(

!反对结合者自然持否

定的观点!而持中立态度者对此亦会有不少的疑问)

笔者试对此分别作以初步的阐述)

#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发展的现实选择

中医应怎样发展* 存在怎样的问题* 唯有临床实

践才能较好地给以回答!因为它是中医存在的最终目

的!更是中医发展的根本动力) 而中医类期刊中关于

临床研究的论文正是临床实践的反映!它们为此能提

供怎样的答案*

从结合医学类期刊中得出文题的结论不会令人信

服!那么非结合医学类期刊+中医杂志,又能告诉我们

什么呢* 笔者对
!"#"

年-

!"#!

年+中医杂志,.临床

研究/ $

!"##

年为.临床论著/%栏目中刊载论文计

%$#

篇进行筛选!以疾病为研究对象者计
%II

篇!再

对所研究疾病的病名0诊断标准0疾病分类等进行统

计!计算其频数0构成比等!并据此进行分析!希望有所

启迪)

#

!

#

$病名

对疾病名称是中医病名还是西医病名!主要依据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

!

(

0+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

指南"中医病证部分,

'

%

(

0系列中医.普通高等教育

'十五和$或%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0+国际疾病

分类$

(&F

#

#"

%应用指导手册,

'

I

(及系列西医.普通高

等教育'十五和$或%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评定)

仅为中医或西医使用者分别归入中医或西医病名!若

两者皆用则归入.中西通用/!每篇论著计
#

频次!故

总计
%II

频次) 其中有
%

篇分别关于危重病0慢性

病0老年手术患者的论著因都涉及多种疾病'

$

"

:

(

!为方

便起见!亦各计
#

频次!因其内容!归入西医病名中)

中医0中西通用0西医的病名频数及构成比分别为

#%

$

%

!

:8J

% 0

$

$

#

!

I$J

%0

%!9

$

6I

!

::J

%) 中医病

名中!胃痛0耳鸣各
#

篇!中风
##

篇!共计
#%

篇1中0

西医病名通用中!肛裂0烧伤0不孕症0药物流产0毒蛇

$蝮蛇%咬伤各
#

篇!共计
$

篇)

可以看出!临床研究
H

论著中所使用的病名以西医

明显居多!约为中医的
!$

倍$

%!9H#%

%) 但如果细究

关于胃痛0耳鸣的
!

篇论著'

8

!

6

(

!可以看出是把它们作

为疾病的症状1至于.中风/!事实上早期为中0西医所

通用!只不过现在西医已很少使用这一术语) 这样看

来!中医病名已基本不再为中医师使用!这一现象也见

于其他中医类期刊) 于此!我们不免要问#中医病名将

走向何处*

'

#"

(

.中西通用/可否给我们一些启示* .肛

裂/0.烧伤/中医分别称之为.钩肠痔/0.火烫伤/等!

可以说是中医借用了.西医/病名1关于.药物流产/!

在中医院校教材中基本上是西医的阐述'

##

(

) 事实上!

翻阅中医院校的教材!如+中医儿科学,0+中医妇科

学,0+中医外科学,0+中医骨伤科学,等!不难发现弃

用传统中医病名而借用西医病名的现象已较为普遍!

且在中西医通用的病名!如不孕症0毒蛇咬伤等的阐述

中亦广泛借鉴西医认识'

##

!

#!

(

) 那么对于中医病名如

何扬弃* 如何借用西医病名* 有待立足临床进行深入

研究)

传统文化重视正.名/!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可见.名/的重要性!而疾病的名称即是一种.名/) 中

医弃用传统中医病名而广泛使用或借用西医病名!不

正是中西医结合在临床实践中的反映*

#

!

!

$诊断标准

临床研究
H

论著中的诊断标准!有中0西医疾病诊

断标准及中医辨证$证候%分型标准之分!包括如下情

形#$

#

%只有疾病诊断标准#中医和$或%西医疾病诊断

标准
%

种模式1$

!

%既有疾病诊断标准!又有辨证诊断

标准!即疾病加辨证#论著中只有西病中证0西病中病

中证
!

种病证结合模式)

只有疾病诊断标准没有辨证诊断标准者计
#I$

篇!约占
I!

!

#$J

!其中只有中医诊断标准者0中西医

诊断标准均有者和只有西医诊断标准者分别为
6

0

#:

0

##6

篇!各约占
!

!

9!J

0

I

!

6IJ

0

%I

!

$6J

1既有疾病

诊断标准!又有辨证诊断标准者计
#66

篇!约占

$:

!

8$J

!西病中证0西病中病中证各
#:!

0

!:

篇!分别

约占
$"

!

""J

0

:

!

8$J

1这样就有
II

$

#: K!:

%篇论文

同时给出了疾病的中0西医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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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6

篇有辨证诊断标准的论文中!结合临床或

参考文献后自拟辨证标准者有
9"

篇!约占总数的

%"

!

#$J

) 参考文献
# L $

种不等!如陈国宏等'

#%

(结

合临床参考
#

种文献制定了慢性前列腺炎的辨证分型

标准!王江蓉等'

#I

(参照
%

种文献制定了艾滋病辨证分

型标准!尹燕等'

#$

(参照
$

种文献制定了子宫内膜异位

症辨证分型标准)

可见.疾病/诊断标准以西医明显居多!.疾病加

辨证/诊断标准中以.西医疾病加中医辨证/明显居

多!一方面反映了临床上中医广泛接受西医病名的现

实!另一方面反映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

已成为重要的中医临床诊疗模式!它是中西医结合的

重要成果'

#9

(

) 但
II

篇论著同时给出了中医及西医疾

病诊断标准!如吴伟等'

#:

(关于.冠心病急性心肌梗

死/的论著中即是如此) 一种疾病怎么可能有两种诊

断标准* 事实上!在这逻辑混乱的背后真实地反映了

当前中医向西医学习0借鉴的现实!如在.胸痹/0.心

厥$冠心病心肌梗死%/的中医诊断标准中即纳入了西

医的心电图0心肌酶谱相关内容!并且居于重要地

位'

#8

(

!在此把.冠心病心肌梗死/ 等同于.胸痹/0.心

厥/是否妥当* 如果是同一疾病!保留两种名称是否

必要* 中医能为西医的诊断标准做些什么* 从逻辑学

的角度看!随着认识的深入!一种疾病应该只有一种诊

断标准)

辨证标准中有近
#H%

是研究者结合临床或参考文

献后制定!分析其原因大体有三#$

#

%研究对象多以西

医疾病为主!传统中医学不可能对其辨证有较完备的

阐述1$

!

%有些疾病是新发现的疾病!如
#68#

年美国

首次发现艾滋病!

#68$

年中国境内首次发现1$

%

%现

有辨证标准不能切合临床!如在当前的中医院校教材

.中风病/章节及.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

'

#6

(中

即无.痰热阻窍证/!而张兰坤等'

!"

(依据临床制定了

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痰热阻窍证的诊断标准) 事实上!

临床中许多慢性病多是复合证型!现有的辨证标准有

些简单化!与临床有些距离) 不管怎样!自拟或参考文

献制定辨证标准的现象反映了中医临床工作者的探索

精神!尤其是在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方面) 当

前诸多中西医诊疗指南或共识即是其反映'

!#

!

!!

(

) 当

然!切合临床实际的辨证标准的确立仍有待大家依据

临床进行不懈地努力!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俗语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这.标准/即是非常

重要的规矩) 西医疾病诊断标准被广泛采用及其与中

医辨证标准相结合!不也是中西医结合在临床实践中

的体现*

#

!

%

$疾病分类及具体疾病

鉴于临床研究
H

论著中所研究疾病以西医病名占

绝大多数!故参考.

(&F

#

#"

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

际统计分类/ 标准'

!%

(对其进行分类!统计各类疾病频

数及构成比1鉴于当前.神经系统疾病$如癫痫%/0.精

神和行为障碍$如抑郁症0精神分裂症%/已引起政府

重视!故对这两个类别亦作以简略统计1此外!统计出

居前
#"

位的疾病及其频数) 同样为简便起见!将前述

%

篇关于危重病0慢性病0老年手术患者的论著除

外'

$

"

:

(

) 需指出的是#$

#

% 在
(&F

#

#"

中!.脑血管病/

属于.循环系统疾病/!因此依据该分类将.脑卒中/

计
!%

频次归入.循环系统疾病/ ) 事实上!尽管长期

以来国内临床及普通高等教育相关教材将.脑血管

病/归入.神经科/或.神经病学/中!但目前已有向

(&F

#

#"

接轨的趋势!如
!"##

年.中国心血管病预防

指南/中即将.脑卒中/归入.心血管病/

'

!I

(

) 当然!严

格意义上来讲!.脑血管病/是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共

患疾病!.循环$主要是血管%/病变是因!.神经$组

织%/损害是果) $

!

%鉴于目前中医界将.中风/基本

等同于西医的.脑卒中/!故将.中风/归于.脑卒中/!

相应地计入.循环系统疾病/中)

.

(&F

#

#"

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

其类目表主要包含了
!#

章的内容!即分
!#

类) 由于

临床研究
H

论著是关于已明确疾病的研究!因此.第十

八章 症状0体征和临床与实验室异常所见!不可归类

在他处者/这一分类自然除外1此外!.第二十章 疾病

和死亡的外因/ 0.第二十一章 影响健康状态和保健

机构接触的因素/不是.关于疾病的分类/!因此亦除

外) 这样仅就
#8

类相关疾病的频数及构成比作以统

计) 各类别及其所占频数0构成比由高到低依次是循

环系统疾病$

9%

0

#8

!

I8J

%!内分泌0营养和代谢疾病

$

%8

0

##

!

#IJ

%!泌尿0生殖系统疾病$

%9

0

#"

!

$9J

%!

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疾病$

%$

0

#"

!

!9J

%!消化系

统疾病$

%%

0

6

!

98J

%!某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

0

6

!

"6J

%!呼吸系统疾病 $

!6

0

8

!

$"J

%!肿瘤 $

!#

0

9

!

#9J

%!精神和行为障碍$

!#

0

9

!

#9J

%!神经系统疾

病$

##

0

%

!

!%J

%!皮肤和皮下组织疾病$

:

0

!

!

"$J

%!

损伤0中毒和外因的某些其他后果$

$

0

#

!

I:J

%!血液

及造血器官疾病和某些涉及免疫机制的疾患 $

I

0

#

!

#:J

%!妊娠0分娩和产褥期疾病$

%

0

"

!

88J

%!眼和

附器疾病$

!

0

"

!

$6J

%!耳和乳突疾病$

!

0

"

!

$6J

%!起

源于围生期的某些情况$

"

0

"J

%!先天性畸形0变形和

染色体异常$

"

0

"J

%)

可以看出!栏目中所涉及疾病分类达
#9

类!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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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类的
88

!

86J

!既反映了中医临床工作者探索西医

疾病及进行结合的广泛性!亦反映了+中医杂志,临床

研究内容的丰富性)

神经系统疾病中帕金森病
I

频次!癫痫0偏头痛0

面肌痉挛0动眼神经麻痹等各
#

频次!总计
##

频次!

构成比为
%

!

!%J

!相对偏低!提示这一方面的工作有

待加强1精神和行为障碍中失眠0血管性痴呆0抑郁症0

勃起功能障碍的频次分别是
I

0

%

0

!

0

!

!而网络瘾0精神

分裂症0阿尔茨海默病0儿童注意缺陷多动症等各
#

频

次!总计
!#

频次!构成比达
9

!

#9J

!看似不太低!但结

合临床上失眠0血管性痴呆0勃起功能障碍0阿尔茨海

默病等亦可在它科诊治的情形!其有此频数亦不为怪)

问题是抑郁症0精神分裂症频数实在不高!而它们是在

精神科极为常见且危害甚大的精神和行为障碍'

!$

!

!9

(

)

分析其不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医对此类疾病的认

识与西医相比有不少差距!另一方面在于当前国内中

医师很少接触这些疾病!除非你工作在西医院的精神

科或医学心理科!事实上关于抑郁症两篇论著中的临

床资料即来自西医院的精神科或医学心理科'

!:

!

!8

(

)

居前
#"

位的疾病及其频数依次是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

!$

%0脑卒中$

!%

%0冠心病$包括冠状动脉支架

介入术%$

!#

%0类风湿关节炎$

#!

%0艾滋病$

##

%0乙型

肝炎$

#"

%!肺癌$

6

%0支气管哮喘$

8

%0骨性关节炎

$

:

%0高血压病$

9

%0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9

%!这体现了

中医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病0

冠心病0脑卒中%0糖尿病0肿瘤等的重视!亦反映了中

医对西医感到棘手的一些传染性疾病如艾滋病0乙型

肝炎等的积极探索!亦同样说明+中医杂志,与时俱

进!把握了时代重点疾病) 须知!当前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已严重威胁国人健康!并对社会及经济发展产生重

大负面影响'

!6

(

!而艾滋病0乙型肝炎等对人们的影响

亦有类于此'

%"

!

%#

(

)

一般说来!认识事物既要其资料全面又要重点突

出!而期刊中涉及的疾病种类广泛0威胁国人健康的重

大疾病亦比较突出!不也正是中西医结合在临床实践

中的有力证明*

以上可以看出!+中医杂志, .临床研究
H

论著/栏

目中的论文!从病名到诊断标准0从疾病分类到具体疾

病!无不反映了临床上中西医结合的现实) 事实上!中

医院校广泛开设西医课程0中医院广大中医师学习西

医及聘请西医专家参与临床工作的现象!也是中西医

结合的反映!即其现实的选择)

!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发展的必然选择

#9

世纪中叶!西医依附于传教缓慢进入我国!开

始了对国人西医观念的启蒙!以后逐渐加速!如今成为

独立的科学体系!民众的态度亦由最初的怀疑0排斥转

为认同0接受'

%!

(

!如今在维护民众健康上处于事实上

的主导地位) 反观中医却面临自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生存发展遭遇了严重危机!近代以来逐步退

缩到近乎补充的境地!以致一些中医院住院患者的治

疗中大都采用西医的措施!仅比西医多了一付汤剂)

在这一进一退的过程中!既有中医自身的谋求自强!亦

有西医的阻滞或推动!复因政治0经济0文化诸多因素

的作用!使得中西医结合成为一种必然)

近
#""

多年来!中医曾经历了解放前的交汇与冲

突!或主张汇通!或主张科学化'

%%

(

) 以唐宗海0朱沛

文0恽铁樵0张锡纯等为代表的汇通派!受洋务派0改良

派所主张的.中学为体0西学为用/思潮的影响!认为

中西医各有所长!主张两种学术汇通!并从理论和临证

方面提出一系列的认识和方法!其核心虽在.保/或肯

定中医!但亦不否认西医的理论!尤其是张锡纯主张

中0西药并用!曾专写一篇.论中西之药原宜相助为

理/

'

%I

(

!并付诸临床实践!可以说是中西医临床结合的

初步尝试) 以丁福保0陆渊雷0谭次仲0时逸人等为代

表的医家!受.五四/ 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

思潮的影响!认为中医经验可贵0但理论不科学!主张

以科学方式整理0改进中医'

%%

(

!其对中医的批评虽有

些偏激!但其目的在于改造0发展中医!亦确实指出了

中医的短处即其科学性不足$在自然医学领域%!认识

到科学化当是其一个发展方向!为解放后中0西医在理

论上结合指出了一条途径) 另需指出的是!民国期间

一些曾留学欧美0日本的西医归国人员!主张学习日本

对待汉方医学的政策消灭中医!于
#6!6

年
!

月南京

政府召开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上通过余云岫等人提出

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
!

卫生之障碍案/!虽由于中医

界的抗争0国民政府内部维护中医派的支持等原因!废

止中医案被迅速撤销!但之后事实上种种歧视限制中

医的政策0措施!使得中医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举步维

艰'

%$

(

!但另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发展!

亦为解放后中西医结合打下了西医方面的基础)

承接中西医汇通0中医科学化的余绪!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有计划0有组织

的西医学习中医0中西医结合研究!产生了.中西医结

合/概念!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过中医

界$尤其是结合医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在科研0医

疗0教育0基地建设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9

(

)

如以陈可冀0吴咸中0沈自尹等院士为代表的西学中开

拓者分别在心血管病0急腹症0肾阴阳本质等领域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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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重大成就!以王永炎0张伯礼0石学敏0吴以岭等院士

为代表的中医先行者分别在中药防治甲型
M#5#

流

感0血管性痴呆0醒脑开窍针法0络病学说等方面取得

了不俗成绩'

%9

!

%:

(

) 此外!肖培根院士对中药资源的开

发利用研究'

%8

(

0韩济生院士运用针刺镇痛及治疗海洛

因成瘾0黎磊石院士及其团队应用草药雷公藤治疗慢

性肾炎0张亭栋等从砒霜中研制出的三氧化二砷注射

液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0屠呦呦等从青蒿中研制出

青蒿素类抗疟药防治疟疾均已产生了广泛性影

响等'

#"

!

%:

(

)

从.中西医汇通/0.中医科学化/到.中西医结合/

大体上反映了中医走向现代化这一前后连贯的早0中

期的漫漫历程) .汇通/反映了中医主动去.结识/西

医!.科学化/体现了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去整合0改进

中医!而.中西医结合/则旨在追寻中0西医的真正.融

合/!目前已经取得的一些成绩正是部分.融合/的表

现) 当前两种医学尚处于.融合/进行中!除了政府的

参与外!以陈凯先0陈竺0孙燕0陈香美等院士为代表的

具备现代科学背景的西医大家!已经认识到中医的潜

在价值!亦投身其结合中!分别会在中药开发0白血病0

肿瘤0肾病防治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

%:

!

%6

(

) 在这一

结合过程中!西医人员由于其接受现代科学教育的背

景及其较少中医学理论的羁绊!使得他们更加易于创

新0做出成绩!西医及西学中人员的非凡表现即是证

明1而如今的中医人员!也迥异于传统上的师带徒!其

自小接受现代科学的熏陶!只不过在大学阶段接受了

I L:

年的传统中医课程!更何况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亦

接受了西医教育!因此在其内心深处!现代科学的思想

亦会在潜意识里逐渐开花0结果!在中西互动中加速中

西医结合) 在此情形下!中医自然会像希腊医学那样

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

I"

(

!从而在中西医结合这一伟大

的医学实践活动中有可能实现西医的本土化0中医的

现代化!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医学即中西医结合

医学) 究其实质!中西医结合不单是中医与西医的结

合!也是中医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毕竟西医是与科

学技术结合最好的医学1而现代科学技术是中医走向

现代历程所不能回避的!因此这一结合自有其历史的

必然性)

当前!随着疾病谱的改变0医学模式的转换!传统

中医已经难以适应临床实践的需要!一个显而易见的

事实是中青代及以下的中医师不具备西医知识即难以

开展医疗工作) 在此情形下!中医必须发展0变革!无

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大多中医工作者已经接受了

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并已采取行动!+中医杂志, .临床

研究
H

论著/栏目中的论文即是一种体现)

也许有人会认为!广泛使用西医病名0诊断标准

等!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新理论0新认识!不能算作中西

医结合!殊不知中西医结合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层

面即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 在其早期是两种理论在临

床实践中的相互为用!即在实践层面上的初步结合!再

形成感性认识!以后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理性认识!

遵循实践0认识0再实践0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辩证发

展过程这一规律) 因此!那种期望不经实践上的初步

探索即达到理论上的真正结合无疑是不切实际的)

从病名到诊断标准0再到疾病分类及重大疾病!无

不体现了广大中医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开展中西医结

合的现实) 那么!应怎样结合* 依据实践与认识的辩

证运动规律及+中医杂志, .临床研究/栏目所提供的

信息!可以推知只要我们立足临床!合理接受西医病

名!以西医疾病作为突破口!制定切实可行的辨证标

准!探索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诊断模式!积极

参与到防治当前危害重大的疾病中去!将有望加速这

一结合过程!推动中医步入现代历程!使中国医学在世

界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从而为维护我国和世界人

民的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

$致谢!张毅欣0宁厚旭0陶家平医师对本文给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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