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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既定政策!近几十年来从中医辨证和施治角度利用现代技术

研究中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阶段性总结回顾及深入

思考有助于现阶段中西医结合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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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实存在着

具有辉煌灿烂文明史

和历久弥新医疗经验

的中医药学!也存在着

当代日新月异发展的

现代医药学%我们国

家保护&扶持&发展中

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

并重的方针!鼓励中西

医互相学习!互相补

充!共同提高!推动中

医&西医两种医学的有

机结合!全面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立足医学检验专

业!很有必要了解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及近

几十年来基于现代技术研究中医的一些思路和成果!

以便更好服务于临床!助力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

发展%

$

!

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简介

$1$

!

中医学简介
!

中医承载着我国古代人民同疾病

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

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

成并发展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

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四

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

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

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

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

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

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1%

!

西医学简介
!

西医学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和预防医学!其研究思想主要是倾向于还原论观点!

强调分析&实验&定量的研究!对于人的健康和疾病的

认识注重生物学内容!注重形态结构和局部定位!注

重特异性的病理改变!特异性的病因和特异性的治疗

等%目前!西医学正开始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1&

!

中西医结合简介
!

中西医结合学术体系是中医

与西医之间的'桥梁(!是将传统的中医中药知识和方

法与西医西药的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在提高临床疗

效的基础上阐明机制进而获得新的医学认识的一种

途径%

%

!

现代技术研究中医的思路及成果举例

!!

自
-"

世纪
8"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利用现代技术

研究中医在皮肤性病学&妇科学&高脂血症&高血压&

肾脏病学&糖尿病学&睡眠医学&肿瘤学&影像学&神经

系统疾病&亚健康等学科和相关疾病的研究有一定成

果%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是临床和实验研究相结

合!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利用现代技术从药

理学&药物化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免疫学&生物化

学&分子生物学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试验得到的客

观数据来探讨其疗效或机制!使中西医结合的内容更

加丰富!更加客观!更具说服力%

%1$

!

西医诊断的'已病(与中医辨证的'证候(关系的

研究
!

中医所说的'证候(指疾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

某阶段以及患者个体当时所处特定内外环境本质的

反映!它以相应的症&舌&脉&形&色&神表现出来!能够

不同程度地揭示病因&病位&病性&邪正盛衰&病势等

内容!为辨证论治提供依据%中医的'证候(判断存在

一定的主观性%不管是临床哪一个专业!研究中医很

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在西医明确诊断的基础上进一

步中医辨证!然后或是进一步中医施治研究或是寻求

相对特异性指标用以微观辨证!为中西医结合发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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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的动力%

-"/"

年!上海中医药大学刘平教授等在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的'病证结合与中西医结

合医学学科知识理论体系的构建(一文中回答了两种

不同思维方式的医学体系如何才能有机结合+

/

,

#中国

科学院院士沈自尹教授的学术思想中也包括'辨病与

辨证相结合(

+

-

,

#中国科学院陈可冀院士更是强调病

证结合的临床研究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重要模式!甚

至更高层次提出临床医学本来就是整体!大力推动中

西医结合学术体系的建立+

!

,

%

因为中医的辨证具有相应的主观论断!如何更好

体现辨证的客观性&准确性摆在了大家的面前%)中

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0

年发表的'实用血瘀证诊断

标准(就是很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

7

,

#微观辨证在无

证可辨和证候不太明显&证候复杂的情况下显示出优

势!如研究证明!肾阳虚患者
-7H/8$

羟皮质类固醇普

遍低于正常+

.

,

!脾气虚患者唾液淀粉酶活性在酸刺激

后降低&木糖吸收试验降低+

0

,

!心气虚者心肌图异常!

肺气虚者肺通气功能损害等%这些可以作为中医辨

证的一种客观指标%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发表相应病证结合相关的文

章!如
-""/

年张琴等在)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发表

的'肝硬化黄疸中医证型研究(中提出肝郁脾虚型&气

滞血瘀型&热郁湿阻型&肝肾亏虚型与总胆红素&总胆

汁酸&

<

-

I

&血清透明质酸&

"

型前胶原&

#

型胶原含

量的关系+

8

,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刘绍能&吕

文良教授在)中医药信息*

-""-

年
.

期发表的'慢性乙

型肝炎肝纤维化辨证分型的研究(中总结出
8-

个证

型+

5

,

%中西医结合肿瘤领域积极运用现代技术研究

肿瘤中医证型的本质+

6

,

!研究多集中于基因组学&细

胞因子&蛋白质组学&第二信使分子类物质&免疫功能

等相关领域%

国内小样本通过对乳腺癌前病变进行
J;K</

基

因突变分析!发现乳腺癌前病变的中医证型与

J;K</

突变率密切相关!在肝郁血瘀和冲任失调型

患者中无
J;K</

基因突变!而在混合型乳腺癌前病

变中呈现较高
J;K</

基因表达率"

5.18L

$

+

/"

,

#有研

究将健康人和胃癌癌前病变患者分为健康对照组&脾

虚气滞证组&阴虚内热证组&胃络瘀阻证组!取新鲜胃

黏膜组织经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
KDMN-

基因的表

达!发现阴虚内热证&胃络瘀阻证
KDN-

阳性表达率

高于健康对照组和脾虚气滞证组+

//

,

%

蛋白质组学"

OE3>B3%B

$是继基因组学和转录组

学之后的生物学系统研究!于
-"

世纪
6"

年代初期由

P=Q=GM

等学者首先提出%基因组是相当稳定的实

体!而蛋白质通过与基因的相互作用不断地发生着改

变%一个生命体在其机体的不同部分及生命周期的

不同阶段!其蛋白表达可能存在巨大差异%

-"

世纪

6"

年代!申维玺等学者提出中医证的本质是细胞因

子+

/-

,

%设想中医证候的本质是细胞内基因诱生性表

达的细胞因子!证候的基本发病机制则是由于细胞因

子网络功能紊乱的结果!而细胞因子本身是多肽%研

究显示!肺癌&结核等病的阴虚证型和临床表现与白

细胞介素
$/

"

=?$/

$&白细胞介素
$0

"

=?$0

$&肿瘤坏死因

子"

RGS

$等细胞因子关系密切!导致阴虚证的病因使

=?$/

&

RGS

等细胞因子表达增强!与之拮抗的
=?$0

等

细胞因子表达相对不足!在临床实践中使用泼尼松

"强的松$等抑制
=?$/

&

RGS

表达的药物可改善阴虚

证的症状%基于更多相关的科研成果!有学者认为运

用蛋白质组学解码中医证候的物质基础是现代中医

药理论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可行路径之一%

环腺苷酸"

2<AO

$和环鸟苷酸 "

2IAO

$是广泛分

布于人体内的第二信使分子类物质!参与多种细胞代

谢和机能反应%

2<AO

和
2IAO

通常呈拮抗关系!在

正常情况下保持动态平衡%早在
/68!

年!美国生物

学家
IT?DJ#;I

提出用中医'阴(和'阳(概括生物

控制二元论学说%王琦等学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

定法对阳虚体质者进行检验分析!结果阳虚质血清

2IAO

水平较低!

2<AO

-

2IAO

比值较高+

/!

,

%黎杏

群等+

/7

,学者科研结果与前人认知大部分一致%

中医学对虚实关系以及虚症表现的描述!与现代

医学论述的免疫功能吻合度很高%李宏宇等+

/.

,学者

通过对比正常小鼠&脾虚造模小鼠和经四君子汤治疗

的脾虚小鼠!发现脾虚造模小鼠
R

&

J

淋巴细胞增值率

明显低于另外两组!而经四君子汤治疗的脾虚小鼠

R

&

J

淋巴细胞增值率与正常小鼠基本一致!表明治疗

脾虚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脾虚证与淋巴细胞免疫相

关联%以上总结不难看出!中医的'证候(是在西医明

确诊断某病后患者所处不同阶段身体状态的反映!以

'病证结合(为核心的中西医结合诊断辨证研究能使

患者得到更全面的治疗!同时能够通过微观辨证更客

观&准确地辨别证候%

%1%

!

中医体质学研究
!

体质与证候都是对人体生命

状态的中医描述!证候是指疾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某

一特定阶段个体所处特定内外环境本质的外在反映!

是诊断学概念%体质是个体生理特性的本质反应!存

在于人体生命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和不同状态%体质

与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有关!是连续不变的#证候是

由致病因素引发!是时相性的%

中医体质学说源于)黄帝内经*!后世医家尤其明

清时期多有创见%

/66.

年中医体质学成立!

-""6

年

王琦教授提出个体化诊疗!其后制定的)中医体质分

类判定标准*和)中医
6

种基本体质分类量表*是目前

较为公认的体质诊断标准%

6

种体质包括平和质&气

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

质&特禀质%如今大部分中医生在临证过程中形成了

辨体质&辨病&辨证'三位一体(的诊疗模式%

针对中医体质学的研究始终处于蓬勃发展的态

势!陈超等在
-"/8

年'中医体质学研究述评(一文中

对当前中医体质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述评!体

质的分类标准与辨识方法主要包括脉诊&舌诊&红外

*

55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5

年
/-

月第
!6

卷第
-7

期
!

=+>4?&@ABC

!

DB2B%@BE-"/5

!

F3(1!6

!

G31-7



热成像技术以及微观层面的外周血清炎症因子和基

因芯片等技术+

/0

,

%)难经*曰'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

阴之脉动也..寸口者!五脏六腑之所始终!故法取

于寸口也(!陈超在述评中总结了唐德志&陈清光&

?=

等学者客观采集的脉诊信息通过大样本对中医体质

进行辨识具有较好的可行性#舌象的变化能客观准确

地反映身体的本质状态!是体质辨识便捷高效的判定

方法!张军峰&陈清光等使用舌诊与体质调查问卷相

结合的方法研究舌诊识别体质#红外热成像技术是对

中医望诊的延伸!与中医学'司外揣内(的诊断原理吻

合!通过捕捉人体体表红外热辐射的变化直接反映机

体内在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变化!能够客观反映机

体的体质信息#微观层面!郑璐玉通过液相芯片法检

测痰湿体质人群外周血清炎症因子的表达!发现痰湿

体质特异性基因可能和与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的基

因
<G<OK.

&

R<TQ/

&

MTKM!

&

I<ODU

相关!佐证了

探视体质人群存在慢性低度炎症!是代谢综合征的高

发人群%有学者使用基因芯片对阳虚体质和平和质

人群的外周血白细胞基因表达谱进行对比研究!发现

阳虚体质者与产热相关基因表达下调!从分子学角度

验证了阳虚体质不耐寒的表现%但是!目前体质相关

的研究有广度而深度不足!付出大量研究工作却未能

得到更好的临床转化%

%1&

!

中医'施治(层面的研究
!

中医'施治(层面的研

究内容是最丰富的!各个学科不同病种的不同证候&

不同体质涉及中医治疗或中西医结合治疗和中医治

未病治疗等方方面面都有科研的痕迹!简述如下/

%1&1$

!

中医治未病相关实验研究
!

中医治未病分三

部分/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

现代'未病先防(相当于西医预防医学范畴!卓有

成效的就是各类疫苗%其实)黄帝内经*'上工治未

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就早已提出未病先防的概

念!)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开宗明义

的提出/'上工治未病!何也0(!第二句就给出了答案

'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医前期首先进行体质

判断!然后通过食疗&针灸&推拿&拔罐&艾灸&膏方&五

禽戏&八段锦&气功&太极拳&内服中药等方式调理%

每每到了三伏天的时候!患者和养生家门在各大中医

院&诊所排队贴三伏贴的场景也展示出了中医治未病

的特色优势%但是相关科研内容不多%

'已病防变(范畴有很多学者研究!上海中医药大

学的刘平教授等发表文章'扶正化瘀方与养阴柔肝方

预防大鼠实验性肝癌的研究(

+

/8

,

#胃癌防治过程中!

大量实验证实!中医药可以通过多靶点的调控来逆转

胃癌前病变的进程%治痿防变胶囊"党参&白术&半

夏&枳实&白花蛇舌草&三七等$可显著提高慢性萎缩

性胃炎"

K<I

$模型大鼠胃黏膜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

"

MTD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IMU$O*

$活性!显著降

低一氧化氮"

GT

$&一氧化氮合酶"

GTM

$&丙二醛

"

AD<

$和脂质过氧化物"

?OT

$含量+

/5

,

%

有实验印证了'瘥后防复(理论的应用!例如探讨

了葛根散对结直肠癌小鼠肝脏微环境中细胞间黏附

因子
$/

"

=K<A$/

$表达的影响!发现葛根散对实验小

鼠总胆酸"

RJ<

$&谷丙转氨酶"

<?R

$&谷草转氨酶

"

<MR

$&谷胱甘肽"

IMU

$&丙二醛"

AD<

$及肝脏系数

等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葛根散对稳定肝细胞&

减少肝细胞破坏具有重要作用+

/6

,

%

%1&1%

!

方剂加减后疗效评价标准和内部机制的研究

!

各位学者在这个领域异常活跃!但疗效评价标准基

本都是沿用西医标准!用信号通路数据解释内部机制

是当前科研主流%知网检索关键词'方剂(

V

'信号通

路(可以找到
."

余篇文献例如/胡慧丽发表在)光明

中医*

-"/8

年
/"

期'复方茵陈方加减汤治疗慢性重型

肝炎疗效评价(应用生化肝功项目验证疗效+

-"

,

#杨倩

等发表在)四川中医*的'健脾祛湿活血方加减治疗

=

,

<

肾病蛋白尿临床观察(用尿蛋白总量指标验证疗

效+

-/

,

%目前针对经方'方证结合(的研究是热门!因

为经方药味不多&疗效显著!阐述内在机制同时借助

现代技术研究微观机制是研究中医的上佳手段%

%1&1&

!

中西药联合应用治疗某种疾病疗效评估及内

在价值的研究
!

中西医结合领域针对很多疾病都采

取中西医结合治疗!主要是中西药联合应用治疗疾

病!如高血压病&肿瘤&糖尿病等%中西医结合治疗肿

瘤能够标本兼顾!扶正与祛邪结合!局部与全身统一!

可有效地增强疗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中医学与

手术&放化疗联合能够增强疗效&预防复发转移&改善

胃肠和凝血功能&改善术后粘连&减轻放射性炎症损

伤&改善生活质量%如田华琴教授推崇运用中西医结

合方法治疗三阴性乳腺癌!并提出'三阴性乳腺癌全

程管理(的干预理念%从三级预防到治疗时期各阶

段!综合运用手术&化疗&放疗&介入治疗等中西医结

合手段!将中医&西医联合运用!治疗各阶段中西医结

合思维贯彻始终!回顾性分析
76

例乳腺癌术后患者

的无疾病生存期及各种危险因素对其影响%结果
!

年无疾病生存率
6"1""L

#三个危险因素对
DSM

影响

无统计学意义!考虑与中医药干预后复发率降低有

关+

--$-!

,

%舒鹏等+

-7

,将
-..

例胃癌
==

期&

===

期术后患

者随机分为
-

组!试验组
//.

例给予健脾养胃方联合

ST?STN7

"奥沙利铂
V

氟尿嘧啶
V

四氢叶酸$方案化

疗!结论复发率和骨髓抑制率都优于对照组#付利

然+

-.

,针对
./

例肺癌患者试验组
-0

例给予手术治疗

和回生口服液!结果显示试验组纤维蛋白原和
D$

二聚

体较单纯手术组明显降低%中医学与内科联合治疗

肿瘤有增效作用!也能减少毒副反应!改善生活质量%

川穹嗪注射液联合硝苯地平治疗食管癌的研究+

-0

,

#

AB>&

分析结果显示!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可提

高结直肠癌患者的客观缓解率!改善其生存质量和免

疫功能!减少毒副反应的发生+

-8

,

%肿瘤的免疫治疗&

无创及微创治疗及姑息治疗联合中药的研究结果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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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优于单纯西医治疗%其他学科中西医结合治疗科

研成果都很丰富!不再一一列举%

%1&1'

!

单味中药有效成分提取及作用机制的研究
!

中药成分复杂!多靶点作用!研究难度大%单味药有

效成分提取后相当于一味西药!便于研究挖掘内在机

理及临床疗效%获得
-"/.

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我

国药学家屠呦呦从晋代葛洪)肘后方*中获得启发!从

中药青蒿中低温萃取发现青蒿素!并进一步合成双氢

青蒿素加磷酸哌喹治疗疟疾!现在致力于更多医学领

域研究青蒿素的临床价值%砒霜治疗白血病源于民

间中医偏方!哈尔滨医科大学张亭栋教授是一位奠基

式人物%中科院院士陈竺和工程院院士王振义用全

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对急性早幼粒白血病进行

联合靶向治疗的科研成果从分子机制上揭示了
<R$

;<

和砷剂如何将白血病细胞诱导分化和凋亡!从而

达到疾病治疗的目的%以上
-

个影响巨大的案例为

研究中医的后来者指明了方向%

%1&1(

!

方药中有害物质的研究
!

是药三分毒!但一

定要可控!一定要利大于弊%药食同源!中药无外乎

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三大类!难免有损害人体的物

质存在%早在
/--5

年张从正)儒门事亲*中提出'十

八反十九畏(%针对中药材的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含

量&微生物含量国际上有严格的标准%)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简称)中国药典*!具有法律效力%方药中

关木通&生何首乌&生半夏等存在的毒副作用已引起

中医药学专家的高度重视!日常管理处于禁用或慎用

级别%相关科研文章很多!如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

医院的刘瓦利教授等发表的'外用含铅方剂治疗湿疹

皮炎临床观察及血尿铅测定(

+

-5

,

#上海中医药大学刘

平教授等专门了论述'重视中药的肝损伤(

+

-6

,

%

&

!

现代技术研究中医的思考

!!

中&西医本属不同的医学体系!两者之间内在的

联系及结合目前取得一些成绩!但离真正的中西医互

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几点思考与大家共勉%

&1$

!

加强运用高科技手段针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

!

中医的基础理论研究非常重要!气血阴阳&外感六

淫&五脏六腑&经络穴位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如果利用

高科技手段都能搞清楚的话!那就离中西医互通更近

一步了%中医所说的酸甘化阴辛甘化阳也会有合理

的解释!甚至发现相应的物质基础#肝主筋肾主骨内

风外风等内在机理也会一目了然等等%医学发展本

身需要其他各个行业技术和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研究

中医更是这样!甚至从传统思路解放出来去研究!如

从能量角度研究中医五行学说&从胚胎发生学研究中

医经络穴位等%

&1%

!

建立高素质的科研团队研究中医
!

首先强调团

队概念!不要散兵游勇&单打独斗!要形成合力来攻坚

克难!甚至是大规模的科研团队大数据研究#领导者

既要懂中医也要懂西医!要有很强的科研能力!找准

科研方向持之以恒去做#针对不同中医证候造模问题

集中研究突破%

&1&

!

强调检验医学的作用
!

检验医学发展日新月

异!在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免疫组学等领

域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高科技在检验医学的应用将更进一步促进医学包括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中医&西医针对某种疾病的

不同认识将是检验医学研究中医的突破口%如针对

感染性疾病!西医认为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导致疾病的

发生!重点采用抗生素杀菌&抑菌的治疗达到治愈疾

病的目的#中医认为主要是内环境的改变导致外邪入

侵!讲究扶正祛邪但以人为本!更多通过调理内环境

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检验医学可以研究内环境的

具体变化来研究中医治疗此类疾病的内在机制%

'

!

小结与展望

!!

中医治疗疾病立足于自然&社会中的人这个整

体!重视人体在当时环境中对疾病的本能反应!以此

推断出疾病的性质!进而进行相应的治疗%中医的证

候更多是中医生根据四诊合参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

的主观性!且中医大家之间都可能有不同的结论%西

医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束缚!医生对大多数疾病的致

病因素所知甚少!只是针对众多发病因素中一小部分

入手治疗且不一定是最恰当的!这可能是现代医学一

直发展但总是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相信当科

技无限发达的那一天!中西医会殊途同归&融为一体!

让我们树立'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工作!为中西医结

合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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