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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中西医结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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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传统医药学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基于科学体系自身的发展规律还

是医疗领域寻求最优效益的需求，都决定了在我国实行中西医结合是历史的必然。加强国

际合作研究，重视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临床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借助现代多学科的研究

方法与技术，提倡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和融合，以及鼓励西医工作者学习中医等都

是发展中西医结合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应抓住机遇，谋求发展，使中西医结合工作更上一

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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