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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范式'理论看中西医结合临床发展

(((兼论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内涵与外延

蔡$晶$刘献祥

摘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西医结合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中西医结

合尚有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如何定义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内涵#外延!以界定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可行

的方法手段!培养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促进中西医结合临床疗效的提高等!都是值得深思的课题" 笔者回

顾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发展!从$范式%理论探讨中西医结合临床发展的模式!并从中抽提中西医结合临床的

内涵及外延!以期促进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发展"

关键词$$范式%理论& 中西医结合临床& 内涵& 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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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医学发展的需

要* 早在清末唐容川指出&西医有所长"中医岂无所

短'"提出&中西医汇通'时"中西医结合的溪源已自显

现* 解放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与实践"中西医结

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

中西医结合尚有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如何定义

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内涵+外延"以界定中西医结合临床

诊疗可行的方法手段"培养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促进

中西医结合临床疗效的提高等"都是值得深思的课题*

本文将从&范式'理论探讨中西医结合临床发展的模

式"并从中抽提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内涵和外延"以期促

进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发展*

$$

#

$何谓&范式'

&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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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和科

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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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的科学哲学概念"指从事某一科学研究

的参与群体所共同遵从的观念视界和逻辑理路"这种

观念视界和逻辑理路为之提供共同的理论范型和研究

框架"从而形成该科学研究共同的传统* 作为特定历

史阶段在某一研究领域处于主导或支配地位的规范性

信念"&范式'具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意义"是这一科学

研究群体成员对研究对象共同的思维方式和相似的研

究方法,

#

-

* 同时"&范式'这一概念还包含科学发展的

&常态科学$已有范式"知识积累%(危机$范式被质

疑%(革命$建立新范式"知识更新%'的规律性* 因

此"对某一学科&范式'的分析"将促进该学科的自我

认识和更新发展,

#

-

*

为探索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发展规律"笔者应用

&范式'理论"从现有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模式中概括

和总结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内涵和外延"并进一步探

讨中西医结合临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

方法*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2 &$

"

30

!

%

!!"$##!

!

$中西医结合临床&范式'

中西医结合临床是中医学和现代医学在临床实践

中自然结合的产物"对中西医结合临床成果进行回顾"

可以总结中西医结合临床的一定&范式'*

中西医结合临床的最大成就莫过于血瘀证与活血

化瘀研究* 陈可冀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以提高临床疗

效为目的"历经
^"

余年的努力证实"无论是劳力性心

绞痛还是自发性心绞痛"血瘀均是其重要病因病理"基

于此制定了一些广泛适用的冠心病心绞痛处方"如冠

心
!

号方+益气活血方等"减少了心肌梗死患者的并发

症"降低了急性心肌梗死的病死率,

!

"

&

-

)进一步采用多

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前瞻性研究证实"冠状动

脉介入术后活血化瘀法配合常规抗凝和抗血小板聚集

治疗能降低冠心病介入手术后再狭窄的发生率,

^

-

*

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研究在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肿瘤+重

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I7L7H7 -C>K7 H7IJ=H-K0H. I.@

#

OH0<7

"

WQXW

%及急腹症等方面均有深入的研究"并

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

-

"使得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研究

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中最活跃+最有成效的领域之一*

!""&

年&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被授予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成为我国中医药研究领域获此殊荣的

第一个研究项目*

在肿瘤治疗中"中西医结合临床也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在临床肿瘤治疗中都有一定的创新* 原卫

生部部长陈竺教授及其上海血液病研究所研究团队在

!"

世纪
8"

年代开始"从白血病细胞分化和凋亡的双

重药理学机制入手"证实了传统中药三氧化二砷联合

全反式维甲酸+化疗治疗白血病的有效性"使最凶险的

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
%

年无病生存率从不足

!%_

提高到
8"_

,

$

-

* 众多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者不但

从中医药中发现了三尖杉酯碱+羟基喜树碱+榄香烯乳

等许多实际有效的治疗药物"更从中医学整体观念+辨

证论治出发倡导&带瘤生存'+&个体化治疗'"取得了

较好的疗效"显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增效减毒+提

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的优势,

:

-

*

中西医结合在治疗危重病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

进展"从活血化瘀法救治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到菌毒并

治抢救感染性多器官功能衰竭"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中

西医结合急救方案" 降低了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患

者的病死率,

9

-

* 另外"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胰腺炎+

脉络学说构建及其指导血管病变防治等在临床广泛应

用"突显了中西医结合临床的优势,

8

-

*

从众多的案例中"不难看出中西医结合临床具有

的&范式'#

在指导思想方面"不偏废中医学或现代医学的理

论指导"尤其是中医学理论的指导* 中医学理论是一

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临床处方用药是在中医学理论的

指导下进行"不是简单地将某一病证情况下的某一常

用方药当成辨证论治* 同时"借鉴现代医学强调证据

的观点"充分应用现代先进技术手段"如循证医学的方

法等"获得中西医结合临床疗效的确切证据"证实其有

效机制"从而进一步探索和发展中西医结合临床的理

论+方法和手段,

#"

"

##

-

*

在实践目标方面"紧紧抓住临床疗效这一终极目

标不放松"一切方法手段都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标*

医学的目的是为公众的健康服务"并要为社会需求和

繁荣作贡献,

#!

-

* 扬中西医学所长"避中西医学之短"

切实提高临床治疗的有效性* 在临床有效的前提下综

合应用中医及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和方法* 一方面抛

弃中医对现代医学或现代医学对中医的成见"广泛采

用中医+现代医学的治疗经验+思维理念和方法手段)

另一方面也反对治疗措施的不必要堆砌"因病制宜"选

择恰当的治疗方案*

在参与人员方面"既有中医专业的人员"也有西医

专业的人员"还有药学+病理学等各方面人员"广泛接

纳各学科人员的参与* 多学科人员的参与打破了单一

学科的壁垒"有利于中西医结合临床吸纳新知识+运用

新方法+产生创新思维"带动学科突破和发展*

&

$现有&范式'中总结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内涵和

外延

中西医结合临床的现状反映了中西医结合临床的

现有&范式'* 对&范式'的分析"不难看出中西医结合

临床是在中西医结合基本内涵前提下建立的* 关于中

西医结合基本内涵的探讨"虽然有多种不同认识"如陈

士奎先生+凌锡森先生都在深度和广度上对中西医结

合概念进行阐述"但是多数还是认同.中西医结合学

会章程/对中西医结合医学概念的表述#&运用现代科

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继承和发展中国医

学"取中西医之长"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逐步融会贯

通"为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

医药学*'

在&中西医结合'基本内涵前提下"中西医结合临

床的内涵是#建立在中西医结合医学体系基础上"运用

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继承和发展

中国医学"取中西医之长"以提高临床疗效为根本目的

的临床医学实践和临床医学研究* 中西医结合临床的

外延"即适用范围有#综合运用中医学+现代医学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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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方法研究疾病的临床表现及其病因+病理"对患者

实施诊断和治疗的所有有关专业和学科"包括中西医

结合内科学+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中西医结合骨伤科

学+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中西医

结合老年病学+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中西医结合眼科

学+中西医结合耳鼻喉科学等多种专门学科*

^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涵的外延的&范式'意义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涵+外延的定义必将促进人们

对中西医结合临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的理解"即

&范式'"做进一步的反思和规范*

中西医结合临床是现有医疗体制下的独有特色"

其存在既是医学发展的一个形式"更是诊治病患的切

实需求,

#&

-

* 因此"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发展"首先要强

调以提高临床疗效为核心的学科发展目标* 要深入思

考如何判断中医+西医或者中西医结合的适宜病证及

其最佳治疗方案"以提高中西医结合临床的诊疗水平)

如何应用中西医结合提高临床诊疗水平"提早预防"及

时诊治"降低病死率或减轻病症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延长患者生存期)如何建立中西医结合临床的诊疗规

范"共享各科已有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成果*

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要在政策层面制定切实可行

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执业范围* 要实事求是地认证什么

是中西医结合临床可以执行的医疗项目"要对中西医

结合临床与中医临床+西医临床做出合理的界定* 如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伤科学+中西医结合临床妇产科学"

应能开展适当范围的临床手术"这既是这些学科本身

长期临床实践积累的结果"也是中西医结合临床提高

临床疗效优势所在* 如果过分限制中西医结合临床的

诊疗手段"将抹消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其他临床学科的

区别"削弱中西医结合临床的诊疗特色和优势"从而降

低临床疗效*

在人员培养方面"要继续普及和提升中西医结

合临床专业教育"在本科+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工

作阶段"培养和强化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思维和科

研探索能力,

#^

-

* 要坚持老一辈中西医结合专家开创

的&西学中'+&中学西'局面"要鼓励具有现代医学+

药学背景甚至数学+物理+计算机等专业背景的人员

学习中医"同样要促进中医学背景的人员学习西医

和其他现代科学知识* 要广泛吸收和培养具有各方

面现代科学技术的中西医结合人才"促进现代科学

技术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应用* 难以想象只知晓中

医或只知晓现代医学的人"能理解+掌握+发展中西

医结合临床事业*

中西医结合临床还面临着其他问题"如在理论基

础上如何突破中医学理论和现代医学理论的差异"整

合形成中西医结合临床的理论基础)在治疗方法上"如

何避免中药加西药的混合而达到真正的结合* 这些问

题的提出既是现有&范式'的困惑"也是现有&范式'的

意义* 因为"从&范式'发展的观点来看"目前研究都

将是未来研究的基础和可能的突破点*

%

$结语

医学是关乎人体生命健康的科学体系"人体是最

复杂的有机体* 因此"其中涉及到的&范式'并不会是

单一&范式'的简单模式* 中西医结合无论是在临床

上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获得了

参与人群的基本共识"成为认识生命+诊疗疾病的又一

&范式'* 然而"对生命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中西医结

合临床的认识和提升也是无止境的* 笔者对中西医结

合临床内涵+外延的探讨一方面是对中西医结合临床

现状的回顾"更重要的是期望以尚不很成熟的观点引

发各界人士对中西医结合临床的探讨"以促进中西医

结合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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