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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承
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解
决好中医药传承精华与守正创新的关
系，是近十年来中国一直十分重视的
问题，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是深入开展古典医籍精华的梳
理和挖掘。出版了汇集416种重要古
医籍的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积
极推进《中华医藏》影印出版，实施
中医药古籍文献和特色技术传承专
项，支持中医药古籍馆藏机构条件改
善和修复能力提升，开展海外中医药
古籍回归整理和少数民族医药文献整
理工作，建设国医典藏中医古籍数据
库等数字化平台，为传承古典医籍精
华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是加快推进中医学术活态传
承。对包括国医大师在内的200多位
名老中医、老药工的经验进行系统整
理和研究，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实现了数字化、
影像化记录，使一大批名老中医和老
药工的临证经验、学术思想和传统技
艺得以完整保存。持续推动学术流派
研究，建立了各家学说与学术流派知
识库，构建了当代中医学术流派的评
价体系。研究制定《中医药传统知识
保护条例》，推动建设中医药传统知
识保护数据库和保护制度，进一步完
善了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体系。

“在中医药传承方面，鼓励经典名
方的临床应用和新药审批，鼓励中医
药核心理论科学内涵的揭示——如气
虚、气滞、血瘀、痰饮、热毒、寒邪以及

补气、行气、活血、化痰、清热、散寒等，
对中医理论科学内涵、临床使用价值
的理解和推广，提升治病效果有重要
的意义。”韩晶岩说，在政府投入、科技
投入、基金投入上，应该加大对经典名
方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研究以及新
药审批的力度，加大对中医药核心理
论科学内涵研究的投入。

在这个过程中，韩晶岩提醒，如
果只是盲目地在中医药领域创造新词
汇、新概念，就违背了传承的宗旨，
这是需要克服的。

“传承，我们要科学地传承，去

除糟粕，把临床有效经典方和国医大
师、名中医等一批优秀的中医药人经
验方传承下去。尤其是对中医理论要
进行深入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香美说，

“要坚持西医学习中医，多学科交叉
融合，只有这样，才能把传统的中医
药学和现代医学融在一起，科学有效
地传承下去。”

陈香美表示，中医的特点是辨证
施治和个体化，如果完全按照西医的
循证医学去推动中医药的发展，那是
不完全科学的。

把中医药传承好创新好发展好
本报记者 熊 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对此，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主任韩晶

岩认为，这给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医药是我国人民长期与自然相适应过程中总

结出来的医学体系。中医药在数千年的临床实践中，

积累的防病治病理论和方法，在防治重大疾病、慢

病、新发传染病，特别是难治环节方面有明显临床优

势。传承中医药传统理论和方法，阐明其科学内涵，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韩晶岩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医药事业稳步发展，中

医学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中医药的传承、发

扬和创新因现代科技的融入迎来了新的机遇。

驱动发展
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发展中医药，要注重用现代科学
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
道路。那么，应如何进一步推进中西
医结合？主要抓手在哪儿？

“中西医结合是现代科学、现代
医学与中医药结合的医学体系。”韩
晶岩说，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发展
仅有200多年的历史——好比从长江
源 头 刚 走 到 三 峡 大 坝 ， 中 医 药 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好比从长江源
头走到了长江入海口，而这两种医药
距离大海都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一方面，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在中
医药发展历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数字化、信息化、生物技术是
把传统中医药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必
要途径。”陈香美说，现在是大数据
的时代，如何利用大数据驱动中医药
和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是这一代中医
药 人 和 中 西 医 结 合 人 应 该 完 成 的
使命。

为什么这样讲？首先，很多名中
医、国医大师有宝贵的临床经验，这
些经验经过几代人积累下来，要收集
起来，挖掘出更有效的诊疗方案，尤
其是在疑难病、慢性病、急症等方
面，这样可以留给后人以科学的、宝
贵的财富。

其次，在中医古籍整理方面，需
要真实可靠的大数据，为治病提供科
学证据，让全世界的医务人员能够共
享中国悠久的中医药医疗技术。

另外就是药学的发展，要用大数
据驱动新药的研制，比如把张仲景的
经典方不断优化、不断在临床实践中
积累数据，将之与信息技术、基因诊
断、蛋白质组学等生物技术相结合。

“这就要求我们在制药过程、在
临床诊疗过程以及在基础数据过程
中，都要追踪为什么有效、有效的原
理是什么。”陈香美说，“在今后，需
要加强中医药药效物质原理和有效性
评价方面的研究，推动中西医结合走
出科研诊疗新范式。”

另一方面，在韩晶岩看来，中医

药学中蕴含着现代医学尚没有看到的
认知，如血瘀、痰饮、气虚、气滞、
寒邪、热邪等，这些理论科学内涵的
破解可以推动医学的进步。

血瘀是血行不畅和内出血的状
态，靠验血的方法难以检测出血管内
血液循行不畅的状态。中医通过舌的
瘀点和瘀斑可诊断血瘀，研发的舌微
循环观察仪，可观察到舌丝状乳头内
微血管的血流不畅的状态。

血管阻塞后，气 （氧气和水谷精
微） 供应不足，在心肌线粒体产生三
磷酸腺苷 （ATP） 减少，心肌纤维状
断裂，是心肌损伤的原因之一。临床
多用强心药救治，但是，强心药消耗
能量，引起死亡率升高。

中医基于气虚血瘀理论，用补气
活血方法治疗，可以改善心肌线粒体
中的ATP合酶和ATP含量，恢复心肌
结构，改善心功能，发挥治本的作用。

微血管内皮细胞 ATP减少时，内
皮细胞缝隙链接开放，导致血浆白蛋
白和液体漏出，引发微血管周围水肿。
补气固摄方药可以恢复血管内皮细胞
ATP 含量，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缝隙，
防治液体漏出，更新了水肿治疗不治
血管壁、仅调渗透压的传统理念。

因此，“中西医结合可以从气血
理论、血瘀与活血化瘀理论为切入
点，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中医药原
理，说清楚、讲明白中医药疗效机
理。”韩晶岩说。

安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不断推进中医古籍传承和保护工作，目前藏有古籍3.3万余
册。近年来，图书馆运用数字化手段，使中医古籍更好服务中医药教学、科研及医疗。

左图：在安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古籍修复师茆可人进行古籍修复。
上图：安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邓勇介绍中医古籍的数字化情况。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11 月 3 日，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的毛泽东主席中学的中文课
上，第十四批中国援纳医疗队用银针、火罐作教具，以推拿、做操为内
容，让同学们在轻松愉悦的学习中体验中国传统医学文化。

图为中国援纳医疗队医生为学生讲解人体穴位模型。
新华社记者 陈 诚摄

推进创新
建立中国独有的新范式

创新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司长李昱介绍，十年来，通过临床和
机理研究，中医药在治疗缺血性中
风、非小细胞肺癌、糖尿病、慢阻肺
等一系列重大疾病、常见多发病方面
均取得重要进展，形成了一批中医药
特色治疗方案。

陈竺院士团队揭示了传统中药砷
剂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作用
机制，患者五年无病生存率升至90%
以上，获得舍贝里奖。

陈香美院士团队揭示了IgA肾病
进展新机制，中西医结合治疗使 IgA
肾 病 导 致 的 尿 毒 症 患 病 率 下 降
10.5%，疗效提高 20%，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

刘保延研究团队证实了针灸治疗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有显著优势，研究
成果得到国际广泛认可，推动了针灸
更好走向世界。

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通过
973计划项目支持，回答了经穴特异
性等一批重大中医理论问题，推动建
立了中医络病学、中医体质学等新学
科，丰富完善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人工麝香等一批珍稀濒危药材研
究成果，为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

了良好的支撑。
韩晶岩表示，中医药的创新主要

是阐明中医药在防治重大疾病、慢
病、新发传染病难治环节方面的临床
效果，揭示其蕴含的中医药核心理论
的科学内涵，揭示复方中药的物质基
础和作用机理。

“人体和疾病是复杂的，单一成

分的药物不足以调控复杂系统和网
络。复方中药的多成分，以及其对复
方体系的多靶点调控就是中医药的优
势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韩晶岩
说，传统西药的创新模式 （单一成分
作用单一靶点） 不足以解决防治重大
疾病、慢病、新发传染病难治环节的
问题。

因此，韩晶岩认为，中医药的创
新需要基于动态可视化、临床、动
物、细胞样本的多时间点的多组学研
究、大数据和生物信息学分析、有效
成分与靶蛋白作用的结构药理学解
析，分子生物学验证等多学科交叉、
有组织的一体化研究，需要建立我国
独有的用复杂方法研究复杂成分、网
络调控复杂体系的新范式。

“中医药的创新发展需要政策支
持、政府经费支撑、专家团队顶层设
计、企业参加，得集举国之力，开展
有组织的、多学科交叉的一体化研
究，并需要建立相应的机构、平台，
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中医药创新
中心等。”韩晶岩说。

近日，科技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共同发布了《“十四五”中医药科
技创新专项规划》，国家将持续加强
中医药科技支撑平台建设，推动中医
原创理论系统化诠释与创新，阐释中
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的核心病机，优化
防治方案，加强中药新药创制与中医
药关键技术装备研发，为中医药高质
量发展发挥好引领和支撑作用。

图为 10 月 22 日，贵州省铜仁市
玉屏侗族自治县中医院的医务人员正
在配药。 胡攀学摄 （人民视觉）

第十九届世界中医药大会
11 月 26 日 在 巴 西 圣 保 罗 开
幕，为期两天的大会以“推动
中医药高质量全球发展，为增
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做贡献”
为主题。此次会议是世界中医
药大会第一次走入南美洲。

图为在世界中医药大会
上，一名中医（右）为嘉宾把脉。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摄

古书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亲戚家喝酒，喝醉了，半夜起
来口渴，四下里找不到水，见石槽里有水，就舀了一碗喝了。第二天醒
来，他看到石槽里都是红色小虫子，好像肚子里也有了蛆虫一样，肠胃
很不舒服。天天都在胡思乱想，这个人就病了。

名医吴球去给他看病，知道他的病是因疑而起，就找来一些红线，
剪成一断一断，好像红色小虫一样，与巴豆、米饭搅和在一起，让病人
在黑灯瞎火的屋子里吃了，然后在便盆里倒入不少水。很快，病人泻出
了很多东西在便盆里。吴球打开窗户让病人看，病人心情大好，调理了
半月就痊愈了。

心病尤需心药治。吴球治心病的做法，是典型的精神疗法。此外，
杯弓蛇影、檄愈头风等成语里讲的都是此类治心病的故事。古人有心病
的人挺多，今天有心病的人也不少。比如有的人焦虑抑郁，很多情况下
其实也是被莫须有的事情困扰，不能有针对性地解除疑虑而导致心病加
重。这与社会上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有关，心理健康科普工作
亟待加强。

在这方面，中医药大有用武之地。一方面，可以推动其与现代心理
学理论及技术融合发展，为公众提供符合我国国情、文化特点和价值观
的心理健康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心理健康服务中
的作用，加强中医院相关科室建设和人才培养，促进中医心理学发展，
请“吴球”给今人看看心病。这也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题中应
有之义，不是吗？

请“吴球”给今人看看病
魏昶昊

本报北京电（王春艳、戴欣）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肝病医学
部杨永平/纪冬/陈艳团队，经过9年深入开展慢性乙型肝炎中西医结合治
疗的临床研究，相继在国际肝病顶级杂志发表了重大研究成果，为中西
医结合策略降低肝癌发生提供了高等级的证据。

乙型肝炎病毒和肝纤维化是肝癌发生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肝癌是全
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病死率高。“双抗”（抗病毒联合抗纤维化）
疗法可同时抑制病毒复制和阻止肝纤维化进展，是目前可及的进一步降
低肝癌发生率的有效策略。目前尚无抗纤维化的合成药物 （西药） 正式
获批应用于临床，而中药因其“多靶点、多途径”的特点，在阻断甚至
逆转肝纤维化方面有着独到的优势，国内已有多个中成药获批用于慢性
肝病肝纤维化/肝硬化的治疗。

发表在 《J Infect Dis》（感染病学） 上的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72 周
后，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纤维化和肝硬化的逆转率明显高于单独抗病毒治
疗组，证明中西医结合治疗可逆转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甚至是肝硬化
的疾病进程。

今年，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及后续开放队列研究
的结果在《Journal of Hepatology》（肝脏病学） 发表，明确了三项重要结
论：中西医结合的“双抗”治疗有效性高；适应性广，可用于绝大多数
慢性乙肝患者；安全性强，联合治疗的非肝癌发生率以及非肝脏相关死
亡率、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不高于抗病毒单药治疗。

该项复方中药临床研究成果在国际顶级期刊的发表，科学地回答了
“中药如何有效、为什么有效、如何使用”的问题，为慢性肝病的精准治
疗开辟了新道路，破解了国际质疑，提升了中医药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
位，不仅在肝病界，在整个中医界都具有重大突破性和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西医结合治疗乙肝取得突破性成果新视野▶▶▶

医声▶▶▶

本报电（陈得）
日前，由中国中医药
信息学会主办，中国
中医药信息学会膏
方分会、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直门医院、中
国民间中医医药研
究开发协会食药康
养产业分会等承办
的第六届中国膏方
大 会 采 取“ 线 上 直
播 + 多 平 台 同 步 转
播”的方式召开，推
动中医膏方产、学、
研、用融合发展，促
进了基层医务工作
者业务能力提升，在

中医膏方的传承发展和推动中医药食
药健康的科普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会启动了“中医药适宜技术基
层扶持培训”和“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
膏方科研课题”项目，中国中医药信息
学会膏方分会将利用中医膏方“医养
结合、内外兼修”的优势，提升基层医
生中医膏方适宜技术，强化中医膏方
科学创新水平和竞争力，通过与多地
中医药社会组织、企业加强合作，使项
目覆盖全国更多医疗工作者和膏方从
业者，推动产教研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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