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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大环境下的中医学

谭元生#

$曾$勇!

摘要$中医学伴随着中华民族生存"繁衍"成长及发展#如今科学技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也为中医

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近年来#顺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学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表

现在中医学理论深入到分子水平"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临床诊疗技术得到不断创新发展"中药剂型呈现多样

化"教育模式学院化"专业细分化"行医方式多样化等$

关键词$现代科学技术%大环境%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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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步入到
!"

世纪中期时!现代科学技术一方

面高度分化!一方面又高度综合'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

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在如今的现代科

学技术大环境下!中医学发生了重大转变!表现在中医

学基本理论(辨证(论治(中药剂型等方面'

#

$中医学基本理论

随着现代科学与现代思维方式向微观和细胞学领

域的深入发展!给中医学提供了发展机遇!用现代的科

学技术将中医学传统理论提高到细胞(亚细胞乃至分子

水平! 以阐明疾病证候实质及其传变规律' 通过运用

原子物理学(现代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技术! 将

传统的中医学理论深入到分子水平进行研究! 来阐明

人体气血(脏腑经络的物质结构(代谢功能及病因(病

机(治疗方药的特点!更客观地认识中医学'

在众多的中医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尤以血瘀证研究最

为透彻!最具说服力' 传统理论认为!血瘀是在气滞(气虚(

痰浊(阳虚(阳亢(肝热等作用下产生!血液日渐浓(黏(聚(

滞(瘀!最终导致)血滞不行!血凝不流*' 借助现代各种技

术!研究发现血瘀证患者存在微循环障碍+

#

,

(血小板功能异

常+

!

!

%

,

(血液流变学改变+

7

,

(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

$

,等改变'

为此!临床医师依据患者血液方面相应的检查!进行诊疗'

如治疗高血压病时!若存在血小板(血液流变学等的异常改

变!就可诊断存在)血瘀*!并予以相应的活血化瘀药治疗!

与未加活血化瘀药比较!降压效果有明显不同+

:

,

'

!

$辨证论治

!

!

#

$辨证与辨病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是一种

创新' 所谓辨病论治! 是指先辨西医之病! 并在中医学

理论指导下进行中药治疗&或者结合现代医学对疾病的

认识以及现代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进行中药治疗'

同辨证论治一样! 辨病论治同样存在诸多不足! 因此目

前临床医师多采用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

综合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等证实患者疾病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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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是患者辨证分型不典型!这时将西医诊断结果和

中药药理研究成果相结合!并参照中医学基本理论进行

诊治! 使缺乏主诉的疾病得到及时(准确的治疗' 如绝

大部分高血压病患者早期无面色黧黑(肌肤甲错(口唇

爪甲紫暗(皮下紫斑等血瘀症状!但几乎所有高血压病

患者都不同程度的伴血液成分及流变学的改变+

8

,

!据此

治疗高血压病时加入活血化瘀药往往收到较好的疗效'

中医学临床资料的获取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

通过传统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实现的!较大程度上依

靠于医师个人的学术积累和临床经验水平' 现代科学

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种信息采集手段日益发达!大大提

高了临床诊断水平' 因此!大部分中医师开始结合现代

科技所提供的客观的诊断资料$如
T

型超声(

Z

线(

&)

(

核磁共振成像(心电图等的诊断结果%!进行辨病与辨

证!而不是墨守成规地仅依靠个人的望(闻(问(切'

!

!

!

$论治$任何事物不是孤立的!事物要发展都

和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周

围的事物是该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中医学诊疗技术

也不例外'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医学诊疗技术

在遵循中医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发展规律基础上!积极汲

取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地创新(发展(完善!丰富了中

医学临床诊疗技术'

!

!

!

!

#

$治疗工具$科学技术进步对中医学诊疗技

术影响最大的还是治疗工具的进步与发展' 秦汉时期!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记载的)蜜煎导*法治疗便秘!

现代发明了栓剂&-千金要方.中用葱管导尿!现代发展

为先进的导尿术&最原始的针刺工具是)砭石*等!随着

冶铜冶铁技术的发展!现在多采用具有光滑锋利(易于

进针(不易断针(施针痛感小等优点的不锈钢针&又如现

代外固定治疗骨折的夹板材料有纸质(木质!也有杉树

皮!还有高分子材料等!新材料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小

夹板固定治疗骨折的疗效&还有结合现代外科手术与传

统针刺原理所形成的小针刀(刃针等'

!

!

!

!

!

$治疗手段$传统的中医学临床治疗技术!

大多通过药物直接作用于人体!依靠药物本身的力量来

发挥作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大大丰富了中医治

疗手段' 最为巧妙地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医疗法相结

合当属针灸术' 如针刺与电刺激相结合形成电针疗法&

用红外线等进行穴位照射!成为穴位照射疗法&将药物

注入穴位肌肉!利用药物的药理作用及药物对穴位的刺

激治疗疾病的水针疗法&利用)羊肠线*植入穴位内!持

续刺激治疗疾病穴位的埋线疗法&将外科手术原理和传

统针刺疗法相结合!发明)小针刀疗法*!)刃针疗法*!

对患部粘连的组织进行松解剥离!极大的减轻了外科手

术的创伤!明显增强了针刺的刺激作用!从而大大提高

了治疗颈肩腰腿痛的疗效'

另外!中医临床常用的治疗手段还有用于治疗关节

寒痹等的中药离子导入(中药热奄包(中医定向透药疗

法!药熨疗法&治疗皮肤(风湿等疾患的神灯照射疗法&

中药保留灌肠(牵引(蜂疗(钩针(自血等疗法亦在中医

临床使用广泛'

!

!

!

!

%

$治疗方案$对某种疾病而言!中医学临床

诊疗技术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治疗手段不断丰富的同

时!广大的中医药工作者及时探索与总结出了很多临床

中医学治疗方案' 其中!以毫针刺法的头针(体针(电针

及综合疗法治疗中风的研究最多!量化针刺手法治疗中

风后遗症(平衡阴阳刺法配合康复治疗中风后痉挛性瘫

痪(开音通窍针刺法治疗中风失语技术等!逐渐形成了

一批独特的理论和针刺方法!如醒脑开窍针刺法(十二

透穴刺法(颞三针疗法(张力平衡针疗法(全经针刺法(

神经刺激疗法(分期针刺法等+

9

,

'

%

$中药剂型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医临床仍以汤剂应用数

量最多' 汤剂具有吸收快(奏效迅速(溶剂价廉易得等

优点!但也存在需临用前新制(久置易霉变质(不便携

带(服用溶剂大(脂溶性和难溶性成分不易煎取等缺点'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中药的有效成份进行实验研

究(科学提取!当今的中药市场上!中药的剂型呈现多样

化!有颗粒剂$冲剂%(合剂(口服液剂(糖浆剂(注射剂(

喷雾剂(滴丸剂等剂型' 尤其注射剂的使用!可通过肌

肉(静脉给药! 直接参与疾病的治疗! 大大提高了中药

的临床治疗效果和地位$如生脉注射液等%' 口服液剂

以其服用量小!服用方便等深受欢迎!品种发展迅速'

特别是中药超微饮片!采用传统炮制技术(超微细

胞破壁技术及现代制剂技术相结合!对原中药材的细胞

破壁!使药物的有效成份充分释放!根据药材性质和粉

碎度不同!一般可节省药材
%"[

%

8"[

+

\

,

' 既保持了

传统中药能适应辨证论治(随症加减的特色!又克服了

其煎煮麻烦(服用不便的缺点&通过细胞破壁!使药物有

效成分充分释放!药效大幅度提高'

7

$医学模式

7

!

#

$教育模式$现代科技大环境下!沿袭多年的中

医学教育(培养人才的师带徒方式转变为学院式教育占主

流!辅以师带徒方式' 全国各省份及直辖市都开办了中医

药学校!为满足中医药人才的社会需求!大部分省份都开办

了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同时部分西医院校也开设有中医

药相关专业' 以大致相同的教材(基本一致的课堂教学方

法(差别不大的标本和实验操作!每年培养数以万计的中医

药学生' 中医院校讲授传统的中医经典理论和治疗方术!

并很大程度上引进了许多西医学的课程!开设相应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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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现了中医人才培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7

!

!

$服务模式$中医传统的服务模式是通过开设

诊所(药店坐堂为主+

#"

,

!以及行走于江湖的行医' 当今

社会!中医的服务模式相应发生巨大的改变! 在全国各

地大多数的中医师都进入各级中医医疗机构执业!所从

事的专业更加细化!行医方式多样化'

7

!

!

!

#

$分科$在中医学的早期!疾病的诊疗是不分

科的' 中医学的分科!最早见载于主要反映周代制度的

-周礼.!当时中医学已分为
7

科!即食医(疾医(疡医和兽

医!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医生并不是以某一专科而

出现的' 到宋代!医学分为
\

科!明(清两代的医学分科!

基本上沿袭元代'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学的分科发展显

著!再到目前的中医院!中医学明显细分' 就内科而言!

多分为心血管病(肺病(脑病(脾胃病(肾脏病(肝病(肿瘤

病(血液病(风湿病等科室' 科室的细分!使得中医师更

加专业化!疗效及安全性进一步提升'

7

!

!

!

!

$电子病历与电子处方$在信息化的今天!相

继有很多医院开展电子病历及电子处方工作' 医生及患者

依托信息化平台!通过电子系统可以随时查询就诊患者的

历次住院信息(门诊信息(检查检验报告!极大地方便了患

者!也很大程度上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 另外!从医疗安全

角度来讲!针对处方禁忌及中药用量不规范!电子处方系统

能即时发出警示!从而有效避免医疗差错的发生!医疗安全

在用药方面得到很大的提升!从而降低了医疗风险'

7

!

!

!

%

$网上医疗$借助于网络技术!部分中医院

建设开通地区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疗机构医疗服

务网!通过网上咨询!患者可以便捷地向相关领域的专

家进行远程医疗咨询' 同时!患者可较为准确地了解到

相关医疗服务信息!如查看医院(医生或科室网页!就可

以了解到相关医疗的机构专家(特色专科及优势病种等

信息!不仅方便了患者选中医(看中医!而且对打击假冒

名医(非法行医的行为起到很好的作用'

$

$科研

$

!

#

$基础研究$中医学充分吸收(借鉴现代化生

命科学的新成果!进行科学研究' 例如从分子学水平阐

明证候发生的基因表达与调控规律!证候发生及演变的

细胞分子学机制!以确定与证候有关的靶位基因&进行

单味与复方的药效物质研究&方剂的靶位整合调节作用

及其机制&经络和脏腑的相关性及联系途径&针灸调节

慢性病理疼痛和针药复合麻醉等等&疗效评价方法(指

标及标准(疗效评价的操作规范及示范性研究(中医证

候疗效评价方法和标准研究等等'

$

!

!

$临床研究$通过实验研究中药(推拿(按摩(

针灸(针刀(拔火罐(药膏等疗法在微观物质水平上的变

化!从客观层次上证实中医治疗的有效性!揭示中医学

治疗方法的科学之处!并加以完善'

:

$结语

中医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黄帝内经.至今已有

两千多年!如果从中华上古先人$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

氏% 采用的原始医术如巫医(吐纳(导引(砭术(大舞(针

灸(草药(金石等算起!中医学在我国至少有五千年历

史!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世界各

国许多传统医学都相继消亡! 唯有中医学尚存! 主要原

因是有一套能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 中医学的天人相

应(整体观等原则与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有

内在的相通之处! 在传统中医学理论模式中隐含着同

时代视为科学方法论的某些原理'

中医学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大进步!也越

来越受到海内外人士的认可!)简(便(廉(验*的中医在

我国卫生事业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患者仍面临)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中医学要走的发展之路还很长!

广大的中医药工作者应该不负众望!借助现代科学技术

不断发展中医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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