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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是中国中医学和现

代医学现实并存的必然结果，是科

学发展和科学研究走向交叉、综

合、系统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必

然趋势。把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

旨在互相取长补短，融汇贯通，提

高临床疗效，发展新的医疗模式，

创新医学理论，弘扬中华传统医药

文化，以丰富世界医学，贡献全人

类。中西医结合是近50年中国医

疗卫生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

1 中西医结合的现状

目前，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是

被中国医学工作者大量采用的医疗

模式。当然，其层次有所不同，有

基层农村普及型的中西医结合医疗

模式；有大型医疗机构较高水平、

大量应用了现代医疗检测手段的中

西医结合医疗模式；有从事科学研

究的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后者是

富有创新性思维的实践。

尽管中西医结合已获得了一定

的共识，但也有不尽认同的方面。

有认为中西医结合使中医变了样，

甚至“西化”了；有认为中西医

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不在一个水平

上，谈不上结合；有认为中医学最

终应是世界医学的一部分等等。目

前不必强求一致，努力在继承中创

新，创新中继承，提高疗效，乃是

最佳的选择。半个世纪以来中西医

结合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1．1 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论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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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诊断、治疗模式和方法的创

立 由于病证结合、宏观和微观结

合、结构与功能结合，提倡病证诊

断和疗效评估的标准化、规范化和

现代化，取得了一系列在疗效和理

论上的创新。如骨折的动静结合；

部分急腹症的非手术治疗；综合治

疗多脏器衰竭；活血化瘀方药在心

脑血管病中的应用；针刺镇痛原理

及脏象本质的研究等，均取得较大

进展。

1．2 充分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

医学成就，从传统中医药中开发新

药 如青蒿一青蒿素，砒霜一三氧

化二砷及四氧化四砷，五味子一联

苯双酯，川芎一川芎嗪，苡仁一苡

仁内酯及青黛一靛玉红等的研究成

果。

1．3 中西医结合医学已列为一门

新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标准(GB)学科分类与代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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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列入了“中西医结合医学”。

1．4 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的建立

迄今全国已建立中西医结合硕士培

养点92个，博士培养点36个，共

培养博士、硕士1500余人。博士

后研究流动站6个。7所中医药大

学建立了中西医结合专业本科七年

制教育。

1．5 中西医结合人才 五十年来

已培养中西医结合高级人才7000

余人，中西医结合人员10万多人。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注册会员

48435人。

1．6 中西医结合医疗研究机构

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部、诊所等

医疗机构，已列为卫生部《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法定医疗机构，

全国有中西医结合医院57家，中

西医结合研究所15家。

1．7 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日益繁

荣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每年举行

全国性学术活动20多次，下设各

分科学会35个；各省、市、自治

区也都有分会。中西医结合刊物

15种。《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有

中、英、日文版，并开展了多层次

的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

2 中西医结合的原则

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和现代开

发研究，应遵循下述几个重要的原

则。

2．1 继承互补整合原则 科学技

术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继承性，传统

医药学有很多精华，现代医药学更

是日新月异，都应在认真学习、理

解、发展、创新的原则指导下，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取长补短或扬

长避短，互相补充整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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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应用现代医学理论和方法，

结合中医学理论，重视中医辨证论

治个性化治疗原则 中医药经验的

积累不少是个人长期实践的积累，

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尤其是对每

一个病人的动态变化治疗，是不可

忽视的宝贵经验，学习这种经验，

启发思维，可以成为创新的源泉。

中西医结合应紧密结合现代医学开

发研究。

2．3 尊重传统思维原则 要重视

经典理论和古今医案等经验的运

用。经典理论是临床经验的升华，

医案医话刊载了历代医生们成功的

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活的教材。

2．4 结合循证医学(EBM)原则

循证医学提倡将根据个人经验作出医

疗决策的经验医学，提升为依据科学

研究结论进行医疗决策，二者结合，

对提高中医药临床水平洵是有益。

2．5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原则

影响中医药疗效的因素很多，中药

的品种、产地、采集时间、药用部

位、炮制，制剂，工艺技术，质控

等等，均需规范化，标准化，以适

应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走向世界

的要求，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非药

物疗法也不例外。因此，中西医结

合研究要重视前瞻性的科学设计。

3 中西医结合的实践

3．1 求知一学习和理解 不论是

西学中，还是中医科班出身的医

师，学习中医药传统文化知识都要

求有中华民族精神，执着热爱，全

心弘扬，这种精神是力量，是支

柱，是很可贵的。首先要学习。过

去我们对西学中的要求是“系统

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中

西医知识体系有明显不同，中医知

识中，人文科学内容较多，如对

“气”的认识是西医所缺乏的，不

要“先人为主”，要先学习，不误

解，不曲解，再取精去伪。同时，

应注意提高现代医学水平，只有两

者都是高水平，才能创造中西医结

合新业绩。

3．2 求同一找结合点 中西医知

识不同，但也有类同点，应按照宏

观指导、微观介入的结合思路进行

实践。如对血瘀证，可从现代生物

血液流变学角度探讨。

3．3 求异一找交叉点 如骨折治

疗的东西方的动与静结合，筋与骨

并重的原则等。从这方面来探讨，

风格各异，范围很广，内容丰富，

这也许是中医或者西医日后在知识

更新、探究新疗法方面的切入点，

中西医结合研究可能由此得以深化，

互相补充整合。学科的不同点有可

能就是明天科学上的亮点所在。

3．4 求真一现代化和科学化 例

如评估疗效要求实事求是，要与当

代国际标准接轨。中医知识中有特

点的认识，如对证候的认识及其量

化标准的检定，也应重视，以求获

得中西医结合较全面的、客观的成

效和经验。

3．5 求新一创新是目的 例如对

中药复方配伍组成、中医证候本质

的发生机理的现代解释，中药剂型

的简便验廉方向的改革，探索中药

有效部位或有效成份的药物代谢学

和药物动力学的特点，中药“性

味”理论的科学原理等，这些方

面的中西医结合或与其他学科结合

都是中西医结合回应挑战，走向世

界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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