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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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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卫生局党组《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上做

出重要批示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西医结合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西

医结合作为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中肩负着重要使

命，也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其学术研究也独具匠心，硕果累累，得到了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医学同道的认

同。中西医结合医学在临床上的结合点是对同一患者用中、西医两种方法提高疗效；在理论上的结合点是用

现代科学方法，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阐明机制；而继承与发扬结合、普及与提高并重是其研究

的基本原则。当然，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有着自身的特点，急救医学现代研究突飞猛进，日益深入；中医急救

理论方法有待挖掘整理，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难度大，周期长，在临床实践中还会遇到许多困难。

陈竺部长最近指出：在现代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用现代生物学的手段，以中医这种原始和质朴的、讲究

整体、注重变化为特色的治未病和辨证施治理念来研究亚健康以及慢性复杂性疾病，是东西方两种认知力量

的汇聚，是现代医学向更高境界提升和发展的一种必然性趋势。这种汇聚使中西医的内涵不断丰富和进步。

我们的科学家应逐步突破中西医学之间的壁垒，建立融中西医学思想于一体的21世纪新医学，这种医学兼

取两长，既高于现在的中医，也高于现在的西医。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和奋斗l

说的何等好啊，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历史的责任由我们去承担，新医学由我们去创建。从一个病一个

病做起，融两种医学之长，优势互补，以疗效为核心，以方法为重点，在取得临床疗效、总结治疗规律的基础

上，深入研究其机制，争取有所发现、有所进步，从而推动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促进生命科学的进步。

l采用循证医学方法，发挥中西医结合临床优势

既往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的临床模式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中西医相互渗透，如中西医药共用，中

西医结合建立新疗法；二是中医治疗、西医辅助，如中医诊疗中参考患者的诊断指标来判断预后；三是西医诊

断、中医治疗，即西医明确诊断后，中医辨证分型用药。这些模式以“中学为主，西学为用”，是两种医学结合的

初级模式。虽然已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具有现实意义，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两种医学结合的模式仍有待创

新。当前，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趋势是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综合与分析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既要发挥

中西医结合整体治疗的优势，提高疗效，总结规律}也要从整体、器官、组织、分子层次去探讨其作用机制，创

新理论；两者并进，才能共同推动学科的全面发展。

中西医结舍急救医学有深厚的临床经验和丰富的药物资源，大量的临床实践已充分说明，应用中西医结

合治疗急危重症患者，具有显著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和提高其生活质量的优势。抓住这些可贵的经验，按照肯

定疗效、规范方案、发现机制的不同层次，递进深入开展研究。世界卫生组织(WHO)曾指出：传统医学的生命

力在于疗效，而疗效的证明在于临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重视Il盏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先进性，显得尤为重

要。临床DME原则和循证评价方法都值得认真学习与实践，自觉应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提供可靠疗效证据，

以凸显中西医结合疗效优势，也有利于推广应用。

2充分运用生命科学的高新技术，开创科研的新局面

中医药学侧重于整体宏观上认识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疾病状态，而现代医学则侧重于从微观上揭示生命

的真谛，尤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和X射线衍射蛋白空间结构的测定，奠定了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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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推动生命科学的深刻变革，并涉及生命和疾病最本质的内涵。当代生命科学的高新技术，从某种程度

上说是以信息科学和分子生物学为代表方向的，而两者又是彼此紧密结合和相互联系的。因此，开展高层次

的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的基础研究，善于把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与分子生物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是有效的

研究途径和思路。

近年来研究实践证明，现代生命科学的重大进展之一是能够揭示并干预基因的表达和调控，为疾病防治

带来了革命性的转折。中药是靠复方治病的，即使一味单药，也含有多种成分，其作用机制复杂，可能作用于

器官或细胞水平，也可能作用于分子基因水平，更有可能是通过多途径、多层次、多靶点的整合调节起作用

的。治疗现代复杂性痰病需要干预手段多样性，除了提高疗效外，也为研究疾病发生发展机制提供了契机。这

种原创的思维加之现代高新技术，往往带来原创优势，进而得到创新性的发现，开拓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研

究的新局面。

3重视理论创新，推动科学进步

一门学科的发展，归根结底有赖于创新能力和思维观念的不断进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西医结合急

救医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一种开放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体系。在时代的延续与变迁中，不断进行学术体

系的重构、蜕变和新生才能使之更具生命力。要以开放的心态，主动学习各种崭新的科学理论、方法与技术，

消化、吸收为我所用，逐步实现融会贯通、相互渗透，不断促进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茵毒

并治”防治多器官功能衰竭，“通里攻下”治疗急腹症，“动静结合”治疗骨折，“活血化瘀”治疗心脑血管痰病等

研究成果，都显示了中西医结合医学通过理论创新，促进了学科进步。当前，随着时代进步，疾病谱发生了重

大的变化，医学目的、诊疗观念及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如何适应新形势，在挑战中寻找机遇，是必须

面对的现实。因此，我们不仅要继承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发扬，使之随着时代的

前进走向新的里程，这就是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的目标和历史任务。

目前我国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临床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基础研究相对薄弱。

如何尽快提高临床研究水平，加大应用性实验研究，使基础科研成果应用于临床、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要完成这一使命和任务艰巨而光荣，可能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奋斗。所以，应坚持

主体发展与多元开放并进的精神，广泛开展多学科协作，吸取现代科学的精华，激发创新的睿智，革新停滞的

思维，实现自我更新和超越。
(收穑日期：2009—01—10)(本文编辑：李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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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2008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

——中国医学类期刊影响因子前20位排序表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排位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排位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排位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245 1 中成药 0．774 8 世界科学技术 0．678 15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1．101 2 中国中医药科技 0．772 9 ——中医药现代化
中国中药杂志 1。052 3 中华中医药杂志 O．718 10 上海中医药杂志 0．667 16

中西医结合学报 O．997 4 上海针灸杂志 O．710 11 中药药理与临床 0．641 17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0．894 5 针刺研究 0．708 12 中药材 0．639 18

中草药 O．814 6 中国现代中药 0．690 13 中医杂志 0．602 19

中国针灸 0．797 7 浙江中医杂志 0．688 14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 0．588 20

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2008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

——基础医学类期刊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前10位排序表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排位 期刊名称 总被引频次 排位

中国计划免疫 1．823 1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3 632 l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1．686 2 中华麻醉学杂志 3 310 2

中华高血压杂志 1．331 3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2 704 3

中华病理学杂志 0．921 4 中华血液学杂志 2 339 4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 0．91Z 5 中华病理学杂志 1 842 5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0．893 6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 696 6

Cellular＆Molecular Immunology 0．856 7 中华高血压杂志 1 687 7

中华麻醉学杂志 0．852 8 中国计划免疫 1 670 8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0．832 9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1 580 9

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 0．792 10 解放军医学管理杂志 1 55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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