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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无所谓大和小，我们
认为全面的健康才是正确的。
全民健康，不是一个人健康就
是健康了；全身健康，不是一个
器官健康了就健康了，我们要
呵护所有的器官一起老；全程
健康，是注重全生命周期的健
康；全能健康，不光是所有指标
正常就健康，还要注重身心健
康，要活出来精气神。

针对疾病预防，我们提出
“三间健康学”，即空间健康、人
间健康和时间健康。人是一个
整体，不仅要尊重自然、适应社
会，还应当在适宜的时间做适

宜的事情。整个世界都是跟着
自然界在变化的，所以人要尊
重时间和自然。

很多人认为有病要治，但
病都是治好的吗？数据显示，
人类的疾病1/3不治也好，1/3
治也不好，1/3治了才好。1/3
不治也好靠的就是人体自然
力。人类医学只有几千年，在
此之前的几百万年没有医生，
人类就是靠自然力来繁衍发
展，医生只是扶持自然力对个
人健康提供一定帮助而已。

什么是人体自然力？我们
认为，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自主生存力；第二，
自相耦合力；第三，自发修复
力；第四，自由代谢力；第五，自
控平衡力；第六，自我保护力；
第七，精神统控力。我们要维
护、检测和研究人体自然力，激
发人体的自然力来促进健康。

至于治病则需要三个境
界，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心理学
和人文。人们一般在体检结果
中看到什么指标异常，就会觉
得这就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其
实有的时候指标很正常，但身
体就是不舒服，我们医学上指
标的参考数值就是高高低低

的，在这高低起伏
中间有一个平均
数，这平均数仅代
表了某一个人的某
一个时刻。当然，
健康非常重要，必
须把所有相关影响
整合起来考虑，不
能头痛医头、脚痛
治脚，特别要注意
维护人体自然力。
（本文依据樊代明
院士于第二届科学
与大健康高端论坛
发言整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伯礼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各
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创，也
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根据
去年在武汉疫情期间的经验总

结，我们发现新冠肺炎病毒在
第一个星期是感染力、复制力
最强的时期，但也是治疗的最
好时期，大部分病人在第一个
星期可以控制，第二个星期进
入康复，病毒一般可以在3-7

天转阴；但也有一部分病人因
为治疗不及时，或者因为本身
的基础病让机体免疫过度被激
活，释放出大量的炎性介质引
起炎性风暴，对机体造成二次
打击，最终使机体脏器功能受
到影响。

西医关注病毒，中医关注
证候。因为中医是辨证论治
的，不知道证候就没有办法治
疗。根据这几次新冠肺炎疫
情的救治特点，我们发现，对
于新冠肺炎轻症和普通型病
人使用中药就可以治愈，而重
症患者则需要用中西医结合
的办法。除了呼气支持和循
环支持以外，中药可以起到重
要作用，例如，使用血必净注
射液、生脉注射液等药物，可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炎性介质
的释放，阻断病情恶化。在这
次疫情中，针对病人脏器的损
伤，中西医结合的方式都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对恢复期的患
者，我们也是采用中西医结合
的方法。

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
到，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
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
也是中医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的生动实践。要用科学的方
法解读中医药，同时也对中医
自身发展、中医理论的作用机
制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中医
药是防治重大传染病的一个
非常有力的手段，中医有知情
权和参战权，如果再有疫病，
中医队伍成为主力军的一部

分参加战斗，为西医同道研究
疫苗和特效药争取更多时间。

中医药还有一大特点是治
未病。养生保健是中医药的一
大特色，《皇帝内经》中提出“顺
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
处、节饮食而慎起居、坚五脏而
通经络、避虚邪而安正气”。随
着健康产业高速发展，中医药
产业也达到万亿元的规模，中
药大健康产业已达3万亿元。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
后疫情时代，我们要遵循中医
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
业化，推动中医药为健康中国
作出更大贡献。（本文依据张伯
礼院士于第二届科学与大健康
高端论坛发言整理。）

■中国中医药报记者 徐 婧

9月10日，第二届科学与
大健康高端论坛在京举办。与
会嘉宾聚焦道地药材与中药材
标准提升这一话题，进行了深
度研讨。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
表示，中药资源是中医药健康
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
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
基础。道地药材是在特定自
然条件、生态环境地域内所生
产的药材。为了落实国务院
发布的《关于促进医药健康产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要
求，加强完善以“质量标志物”
为核心的质量标准评价研究，
健全以《中国药典》为核心的
国家药品标准体系，为中药技
术规范和质量控制标准，为强
化标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提
供科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策
略，实现质量的传递性和溯源

性，才能有利于质量创新体系
建设和质量标准提升，促进中
药产业健康发展。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王喜军表示，道地药材和质量
提升相互关联。道地药材是一
种优质药材的代表，只有优质
的药材才能生产出优质的中成
药以及与健康相关的产品。在
生产中成药的过程中，让产品
在不同阶段都是高质量的，这
样的过程才能达到“药材好、药
才好”。

全军中医药研究所研究
员肖小河表示，进入新时代，
我们日益增长的健康美好生
活需求呼唤更加安全高效优质
的中药产品，人们既要科学理
性地看待中药质量和存在的问
题，更要与时俱进地加强中药
质量研究与标准建设，让中医
药更好地增进人类健康福祉，
同时也实现中医药自身的健康
持续发展。

“综合施策，为中药优质优
价提供政策保证。中药优质优
价是中药标准化建设的重要目
标和出口。”肖小河说。

应怎样建立适合道地药
材的标准体系？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研究所许海玉说：

“方证代谢组学就是一种很
好的帮助我们找到质量标志
物的方法。除了重视药材本
身的质量属性外，还要了解
怎样去表达它的有效性和安
全 性 ，以 及 表 达 方 式 是 什
么？这就要求我们利用方证
代谢组学这些创新的概念来
做这件事。”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专家马秀
璟表示，在质量标准体系制定
过程中，凝聚业界发展共识非
常重要。同时，也要鼓励利用
现代新的技术和新的方法，建
立更加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质
量标准体系，保障中药质量，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来自河南省信阳市新县

大别山老区的河南羚锐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冯国鑫表示，要从源头上把
控，让中药质量得到保证。

“通过把控中间环节，保证
每批产出的中药、中成药都是
同样的含量标准。未来中药企
业要继续严把药材质量关，努
力提升生产工艺，为健康中国
作出更大贡献。”冯国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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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肿瘤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樊代明

第二届科学与大健康高端论坛圆桌对话三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专家马秀璟在论坛

上针对道地药材进行发言。 刘新武摄

中国工程院院士、肿瘤生物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樊代明在论坛上作主题
报告。 李明放摄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在论坛上作主题报告。刘新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