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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学是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重要优势

和特色 ,中医药学的关键科学问题是我国自然科学领

域里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科学问题 ,近半个世纪以

来 ,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虽然取得了不少

成绩 ,但至今未能取得根本性突破 ,国内外西医学术

界至今不能理解中医证的理论到底是什么 ,不能明白

复方中药治疗疾病的现代医学原理。理性思考我国

中医药学关键科学问题的研究长期不能取得突破的

经验和教训 ,可以发现理论研究的滞后性和未受到足

够重视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对于理论研究

在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 ,和中医药学关键科学问题研

究中的作用和价值进行探讨 ,漏误之处 ,请指正。

1 　自然科学研究的分类

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两

类 ,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一方面 ,实验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基础 ,

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原始的数据资料和科学事实证

据 ;同时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验研究

可以验证理论模型和科学假说的正确性、可以检验

理论研究结论的正确与否。另一方面 ,理论研究对

于实验研究又有指导作用 ,理论研究得出的科学假

说和建立的理论模型可以指导实验研究 ,可以为实

验研究指明研究方向和目标 ,提高实验研究的效率、

减少或避免盲目性。

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的交互作用和相互促进 ,

对于科学研究和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因

此 ,正确理解和认识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的辩证关

系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

2 　中医和西医研究的区别

现代医学对于生命现象和疾病过程的研究和认

识 ,大多使用的是“还原论”原理 ,侧重于从微观水

平、病变局部、物质基础和/ 或形态结构的角度进行

研究 ,是一种实证性的科学理论体系 ,也就是说现代

医学对于生命现象和疾病过程研究和认识的每一水

平和层次 ,都力图或可以找到相应物质基础和/ 或形

态结构特征。纵观现代医学的发展历史和辉煌成

就 ,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如许多科学家倾其一生

的精力致力于一种生命现象、或单一物质分子的结

构和功能的微观研究 ;由于人类生命现象的极其复

杂性 ,有时要阐明一种生命现象和物质分子的结构

和功能需要几代科学家的持续努力。

现代医学非常重视生命现象的疾病过程的微观

水平研究 ,这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医学只有从微观水

平研究清楚生命活动的详细环节和具体过程 ,才能

从宏观水平掌握生命现象活动的规律 ,才能真正认

识和改造生命 ,正如恩格斯说 :“而如果我们不知道

这些细节 ,就看不清总画面。”

中医学对于人类的生命现象和疾病过程本质的

研究和认识 ,大多使用的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哲学

原理等 ,是一种“思辩”为主的经验性理论体系 ,侧重

于从宏观、整体和功能的角度 ,擅长对于人类的生命

现象和疾病过程进行宏观和整体性的表述性研究。

由于中医学发展的时代和地域局限性等原因 ,它没

有或基本没有生命现象微观水平的研究 ,以致无法

真正掌握人类疾病过程的变化细节和具体内容 ,严

重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速度 ,在现代医学飞速发展

的今天 ,其发展的速度非常缓慢。

3 　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的特点

我国开创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和中医药学关键

科学问题研究的主要目的 ,是要用现代科学理论和

技术 ,阐明中医学这种“经验性理论体系“中蕴藏的

科学内涵 ,使国外医学界可以理解和接受中医药理

论 ,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医药市场 ,为国家创造更多

的外汇。

显而易见 ,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掌握的一条基

本理念就是要用现代医学中各种“成功和成熟、最先

进的理论和技术”去研究和阐明中医理论中的科学

内涵、揭示出中医这种经验性理论体系中蕴藏的疾

病发生发展规律等 ,而不是要和西医去争先进行医

学微观水平的研究。因为中医学本身就是侧重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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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疾病的宏观、整体和功能的方面去认识疾病 ,缺

少微观水平和形态结构的研究 ;而且与西医相比 ,中

医专业人员学习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特点 ,

都使得中医人员从事医学微观水平研究的能力一般

要比西医专业人员差一些 (当然也会有例外) 。

4 　理论研究的作用

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和中医药学关键科学问题

的研究 ,是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研究来阐明中医

药理论的科学内涵 ,从理论上揭示出中医诊断和治

疗疾病的现代医学原理、将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理

论有机地结合和联系起来。根据这一研究领域的特

点和性质 ,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和中医药学关键科

学问题的研究既是属于实验研究的性质和范畴 ,但

更是属于一项重大的战略性理论研究项目 ,也就是

说 ,理论研究在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中占据主导的

地位 ,实验研究的作用和地位实属其次。下面就中

医药学的几个关键科学问题进行探讨和说明。

411 　中医证的现代医学属性

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证 ,因此 ,让国内外西医学术

界理解和明白中医证的理论是什么 ? 中医的证在现

代医学理论中是属于哪一类理论学说和概念术语的

范畴 ,是中医理论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首先回答的一

个关键问题 ,但我国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和争论也未

能阐明证的现代医学属性和概念。理性思考这个科

学问题的特性 ,很容易理解和明白这个科学问题是

一个属于理论研究的科学问题。解决这个科学问题

的途径和办法是 :使用现代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 ,运

用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 ,将中医证的科学内涵和概

念属性与现代医学的各种理论的科学内涵和概念属

性等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 ,从现代医学理论中找出

与中医证具有相同科学内涵和概念属性的理论概

念 ,就可以确定中医证的现代医学属性。经过系统

的理论研究 ,我们提出了中医的证是属于现代医学

理论中基本病理过程的范畴、是一类以细胞因子网

络紊乱为基本特征 (本质)的基本病理过程[1 ] 。

412 　病与证的关系

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单位是证 ,如阴虚

证、血虚证和血瘀证等 ;现代医学诊断和治疗疾病的

基本单位则是病 ,如高血压病、冠心病和肺结核病

等。因此 ,病与证的关系问题是中西医结合医学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 ,阐明了病与证的关系也

就是揭示了中医辨证治疗和辨病治疗的关系、摆正

了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 :病与

证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一个纯理论研究的科学问题。

当确定了中医证的现代医学属性和概念之后 ,病与

证的关系也就随之明确了。我们的研究表明病与证

的关系在现代医学理论中相当于疾病与基本病理过

程的关系[122 ] 。

413 　中医证的本质和发病学机理

中医证的本质是一个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并重

的科学问题。但是 ,理性反思我国近半个世纪的证

本质研究不能取得根本性突破的经验和教训 ,很容

易认识到 :要阐明证的本质 ,理论研究实际上比实验

研究更为重要 ,没有理论研究的突破 ,单纯进行探索

性实验研究无法阐明证的本质 ,我国半个世纪的研

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阐明中医证本质的有效

途径是 :根据医学模式的唯一性原理和病与证的统

一性原理 ,从研究和分析与证相关疾病的发病学机

理着手 ,找到这些相关疾病发病学机理和整体发病

学过程中所共有的相同或相似的发病学机理和发病

学环节 ,并与证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

析 ,从理论上首先找到中医证的本质和发病学机理 ,

建立起科学的理论模型和科学假说 ,然后在科学理

论模型的指导下进行验证性的实验研究 ,才能取得

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最终阐明证的本质。

进一步地仔细思考后 ,我们还可以得出以下的

结论 :理论研究是阐明中医证本质的最终途径 ,因为

人体内的任何物质和任何变化都没有标有“我是证

本质”或“我不是证本质”的“标签”,要确定哪些物质

或变化是证的本质 ,只有理论研究才能解决这一问

题。因此 ,中医证的本质和发病学机理的研究同样

是一个以理论研究为重的科学问题。我们的研究表

明中医证的本质是细胞因子、其基本发病学机理是

由于细胞因子网络紊乱的结果[325 ] 。

414 　复方中药的作用机理

我国人民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表明复方中药治疗

疾病具有较好效果 ,但复方中药的作用机理是一个

世界性的科学难题 ,我国数十年的实验研究也未能

揭开这一个科学之谜 ,取得使国内外科学界都能理

解和接受的研究结论。仔细地思考后 ,不难发现这

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属于纯理论研究的科学问题。

根据一般的科学原理 ,经过系统的理论研究后可以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中医证的发病学机理就是复方

中药的作用机理。用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阐明中医

证的本质和发病学机理后 ,复方中药的作用机理也

就随之迎刃而解了。根据中医证本质是细胞因子的

理论研究结论 ,可以得出 :复方中药的作用机理是调

节细胞因子网络的异常功能状态[627 ] 。

415 　中医辨证治疗疾病的现代医学原理

汉代的张仲景确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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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治原则 ,但中医辨证治疗疾病的现代医学原理至

今未能阐明。根据这个科学问题的研究内容和特

性 ,可以得出它也是一个理论研究的科学问题。在

阐明中医证的本质和发病学机理后 ,通过使用科学

的理论思维方法 ,正确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

合、抽象与具体等理论研究方法 ,将中西医两种医学

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就可以逐级阐明中医诊

断和治疗疾病的现代医学属性 ,中医学诊断和治疗

疾病的现代医学原理等。我们的研究表明 :中医辨

证治疗疾病是属于病理生理学治疗的范畴 ,辨证治

疗疾病的现代医学原理是通过使用复方中药 ,以多

靶点和多环节的作用方式 ,调节细胞因子网络的异

常功能状态 ,使其恢复到正常的相对平衡状态 ,从而

达到治疗中医的证和相关疾病的作用[8 ] 。

416 　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的结合点

中医和西医的理论体系不同 ,对于人类疾病过

程的认知方式不同 ,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原则不同 ,因

此 ,找到中医和西医理论的结合点 ,将中西医两种医

学结合和联系在一起 ,建立起统一医学的新医学模

式是我国医学界的最大愿望。仔细的理论研究后 ,

可以发现统一医学模式的建立更需要系统的理论研

究。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的结合点不可能通过某个

(些)实验研究找到 ,只有在阐明中医证的本质和发

病学机理的基础上 ,运用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 ,系统

全面地分析中医和西医的理论体系、概念学说 ,从整

体的水平掌握人类疾病的整体发病学过程 ,从理论

上找到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的结合点 ,才有可能逐

步建立起统一医学的模式。我们的理论研究结果表

明 ,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的结合点是细胞因子网络 ,

通过这个结合点可以将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结合在

一起[8 ] 。

为什么理论研究在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中具有

如此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这是由于中西医结合基础

研究本身的特性所致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医学理论体系 ,两种医学理论中的各种理论学说、

概念术语和功能表述等都是不相同的 ,因此 ,要用现

代医学理论研究和解释中医学理论的各种理论学说

和概念术语 ,要将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有机地

结合起来 ,只有在理论研究找到突破口的基础上进

行实验研究 ,才有可能达到目标。

5 　结 　语

综上所述 ,理论研究在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和

中医理论现代化研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没有理

论研究的突破 ,单纯进行探索性实验研究无法使我

国的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取得根本性突破 ,无法从

整体水平阐明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现代医学原

理。因此 ,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必须牢牢掌握这项

研究的特点 ,根据不同性质的科学问题采用不同的

研究方法 :属于理论研究的科学问题 ,就组织一些懂

中医理论的西医专业人员和中医人员共同分析和研

究 ,将两种医学理论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 ,用理论研

究的方法解决这些科学问题 ;属于实验研究的科学

问题 ,应在理论研究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基础上进行

验证性的实验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早日解决中医药

的关键科学问题 ,实现中医药理论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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