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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联系实际 , 基础结合临床 ,

促进中西医结合肝脏病学科发展

刘  平

(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 , 上海 200433 )

[摘要 ]  突如其来的“SARS”进一步显示出中西医结合的临床优势及其生命力 , 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西医在认识疾病、治疗

疾病思维方法上的结合有其一定的互补性。西医以实验医学为基础 , 着眼于组织形态学或物质基础的改变 , 探究疾病发生、

发展的关键环节以求阻断之 ,“唯物”是其学术发展的核心 ; 中医是针对每个患病的个体 , 通过对患病机体在疾病过程中的反

应状态的综合分析 ,谋求机体功能的调整与回复 , 动态、“辨证”地对待每个患病的人是其科学特征。从理论上讲 , 两者具有较

好的互补性 , 也是思维方式结合的基础。“唯物”与“辨证”的结合与统一是中西医结合的关键科学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提高临

床疗效 , 这是本学科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同时要坚持“循证医学”的原则 ,加强中西医病证结合的规律研究 ,为学科发展奠定科

学基础 ; 坚持 "唯物 " , 进一步加强中药复方作用机制的研究 ; 积极开展临床难治性及常见肝脏疾病的研究与探索以显示学科

优势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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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ed TCM hepatology with western medicine
LIU Ping
(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Shanghai , 200032 , China)
[ABSTRACT]  The trea tment fo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 SARS ) that happened epidemically
this spring confirmed again that the integrated t 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ad its clinical ad-
vantage and vitality , and indicated that th is in tegration could benefit the pathologic understanding and
therapeutic st rat egies for the diseases .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 western medicine focuses on
the histological and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diseases . In order to probe the key mechanisms of the dis-
ease’s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 it t rys to develop the therapy targeting the mechanism .Materialism is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 tic of wester n medicine .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dividual patient and com-
prehensive analysis of all manifestations , with the academic charact eris tic of dynamics and dialectics , t radi-
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TCM ) focuses on the regulation and recovery of the body functions . T heoretical-
ly ,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s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 T heir combination and unity is the key
poin 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CM with western medicin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and
TCM development . T herefore , we mu 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 st rength-
en the in tegra ted study on“disease”of western medicine and“syndrome”of TCM , insist on“materialism”
and improve the under 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Chinese herb formula , pay effor ts on the clinical study
of difficult and common hepatic diseases ,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int egrated t raditional and weste rn medi-
cine on liver diseases .
[ KEY WORDS]  hepa tology , integrated t 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 J Chin Integr Med , 2003 , 1( 2) :81-83]

①  中西医结合肝脏病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 在老

一辈的带领下 ,已走过了艰难的历程 , 逐渐确立了自

己的学科优势与学术地位 , 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广

大肝病患者的认可 ,在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等难治

性疾病的治疗中显示出一定的临床优势 , 成为我国

肝病临床及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的研究 , 已成为国内肝病研

究的热点 ,不但已有中药Ⅲ类新药可供临床应用 , 中

药复方及中药有效成分的基础研究也有了显著进

展 ,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研究的学术文章已占领了我

国肝纤维化研究领域的主导。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

也已深入到细胞内信号转导等分子生物学的层次。

保肝、抗肝损伤的中草药有效成分或复方如甘

草甜素、联苯双酯、熊去氧胆酸、水飞蓟制剂、垂盆草

制剂、当飞利肝宁、苦参素制剂、丹参注射液、黄芪注

射液、茵栀黄注射液、肝炎灵注射液等也已受到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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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的广泛重视。这些药物虽在肝病临床上广泛应

用 ,但国际认可的甘草甜素、熊去氧胆酸的发现均非

源自我国 ,其他除联苯双酯外 , 大多尚缺乏大样本且

较为细致的有说服力的临床观察资料 , 缺乏指导临

床应用的足够证据。

本期《中西医结合学报》刊出的一批中西医结合

肝病临床与基础研究文章 , 涉及作者及其研究群体

长期的研究成果 , 能部分显示出中西医结合肝脏病

学的优势与特点。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应该是

思维方法上的结合 (目前理论上结合还是困难的 ) ,

即中西医认识疾病、治疗疾病思维方法的合一。西

医以实验医学为基础 ,着眼于组织形态学的改变 , 探

究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环节以求阻断之 ,“唯物”是

其学术发展的核心 ;中医是针对每个患病的个体 , 通

过对患病机体在疾病过程中的反应状态的综合分

析 ,谋求机体功能的调整与回复 , 动态、“辨证”地对

待每个患病的人是其科学特征 ;从理论上讲 , 两者具

有较好的互补性 , 这也是思维方式结合的基础。只

有在此基础上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 基础结合临床 ,

持之以恒地研究下去 , 才能有效地促进中西医结合

肝脏病学科的发展。

1  自信心的建立是中西医结合肝脏病学科生存与

发展的关键

严谨的方法即“唯物”是获得可靠结果的基础 ,

是进入国际学术领域的通行证 ,也是自信心的体现。

自信心是学科学术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 对中西医结

合研究工作尤为重要。敢为人先 , 勇于提出新观点

以及敢于否定自己都是自信心的体现。我们的研究

结果需要他人的广泛重复验证直至认可 , 更需要学

科内部的重复研究与争论 ,不断完善 , 才能确立自己

的新观点。20 余年来较为漫长的中医药抗肝纤维

化研究历程便是一典型的实例。肝纤维化可以逆

转 ,中医药可以逆转肝纤维化 , 在我国肝病学界虽已

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 , 但打“ ?”者仍然有之 , 还未得

到国际上广泛的认同。这是正常的 , 不但需要时间

的证明 ,更需要学科自身的继续努力。当前 , 国际上

对肝硬化是否可以治疗 (或逆转 ) 已提出了挑战。以

往部分资料已显示 , 中医药在这一挑战中是有较大

潜力的 ,重要的是要严格采用国际上认同的方法获

取严谨、确凿的资料证据 , 明确可以治疗或逆转的肝

硬化病理特点 ,在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

表论文 ,逐渐争得学科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 这应该

是一可行的道路。老一辈中西医结合肝病工作者为

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当前已是确立坚强自信心

的时候了 ,我们要坚信学科优势 , 加强合作 , 开展积

极有效的学术争论 ,不断提高本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2  循证医学方法的建立是加强中西医结合肝病病

证结合研究的基础

20 余年来的研究历程表明 , 中西医结合肝脏病

研究大有可为 , 但其优势尚未充分显示出来。参与

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还明显不够 , 在国际有影响力

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还甚少。究其原因 , 方法学

可能是主要因素之一。目前看来 , 中医药在肝脏病

治疗中的作用要获得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 , 并非中

药或中药复方的化学成分是否一定明确 , 关键是方

法学是否可靠 ,药材、药物的标准与质控是否明确 ,

是否是按照随机、对照、重复及盲法的基本原则 , 是

否能采用国际上认同的判断标准 , 是否具有长期 (3

年、5 年 )治疗随访的临床资料。如中医药在提高肝

硬化、肝癌等晚期慢性肝病患者的生存质量与生存

率方面有一定优势 ,但尚缺乏确凿的有效证据 ; 至于

其治疗方法 ,可以是中医灵活的辨证论治 , 也可以采

用较为固定的复方 , 但较大病例样本的长期随访的

有效统计学资料却是必不可少的。

“病证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重要特点之一 , 也

是中西医结合学科的重要基础工作。但目前中西医

结合肝病涉及中医证的研究太少。病是确定的 , 证

是动态变化的 ,每种疾病中中医证的分布与演变规

律如何 ,尚缺乏严格的、较大样本量的临床流行病学

调查分析资料。本期刊出了“肝炎后肝硬化中医证

候特点的临床调查研究”一文 , 尽管采集病例的样

本量还较小 ,中医四诊信息的采集方法还有待于进

一步完善 ,资料的分析处理尚需探求更优的数理统

计学方法 ,但毕竟已是运用流行病学调查、现代数理

统计学处理分析中医证候分布的一个良好开端 , 初

步表明肝炎后肝硬化的中医证候是有一定规律及现

代病理生理学基础的。今后若有更多的中西医结合

肝病工作者提供更多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 如我国最

常见的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癌以及脂肪肝的中

医证候特点 ,实态分布 , 证候特点与疾病分型、病理

变化的关系等 ,中西医结合的工作定会随之而不断

发展。

中西医结合肝病研究要坚持“循证医学”的基本

观点 ,突出病证结合的研究。病理组织学变化、实验

室检查是证据 ,临床症状与体征、生活质量同样是事

实 ,最重要的是在循证医学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

科学的设计 ,实施过程中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 获得

与实际相符合的高质量的观察资料 ,从中发现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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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肝脏病研究在中西医理论上的结合、发展医

学理论作出贡献 , 开创中西医结合肝病研究工作的

新纪元。必须力戒浮躁 ,积极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 ,

从基础工作做起。

3  中药复方作用机制的阐明是中西医结合肝病病

证实质研究的切入点

中西医结合 ,准确地说 , 应是中医药与西医的结

合 ,这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重要特点与优势。中医

辨证论治内容包括理、法、方、药等方面 , 它们是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理”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 ,

以证立法 , 以法统方 , 方中有法 , 方是由药组成的 ;

“理”贯穿在法、方、药之中。从另一侧面也可认为

“方”是理、法与药的结合体 ; 一些有效的经方、成方

大都有其鲜明的配伍特点和理论基础 , 多为医学理

论精华和临床宝贵经验密切结合融汇集积而成 , 与

特定的证候 ( 即“方证”) 有较明确的对应关系。可

见 ,“方”是辨证论治实验研究中具有可操作性的切

入点 ,“以方测证”可为阐明部分证候的机制研究提

供较为理想的资料。采用证候例方进行治疗性试

验 ,以药效为基础 , 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

组织病理学方法和其他先进技术研究和评价机体的

基因、蛋白质、细胞、组织器官等层次的结构和功能

改变 ,可为揭示相关病证的病理实质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中药的应用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 有较

大的灵活性。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 , 要坚持证候与

治法方药的统一性 ,更需结合现代研究设计思路 , 注

重方剂配伍的研究 , 探求能针对疾病病理变化的个

性或特异性的药物。如慢性肝炎与脂肪肝临床均可

表现为中医湿热证 ,均可采用清热化湿的方药治疗 ,

而具体的方剂、药物可有所不同 , 但为什么不同 ? 即

同属清热化湿类药物 ,能否选用对慢性肝炎、脂肪肝

的病理变化更具针对性或相对特异性的药物 ? 这对

提高临床疗效、充分显示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是非常

重要的。

医药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方面。要注意中

药的特殊性 ,重点是中药的质控 , 包括药材的产地、

采集的季节、药物的炮制以及药物加工全过程的质

量控制。加强与企业界的合作 ,积极、有效地开展中

药新药的临床再评价 , 获取可信的有价值的临床证

据 ,指导临床科学、规范地用药。

4  对难治性及常见肝脏疾病的研究与探索是中西

医结合肝脏病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

我国是慢性乙型肝炎的高发地区 , 慢性乙型肝

炎及肝硬化、肝癌的治疗仍是一关系我国国计民生

的重大问题。如何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 , 加强临

床与基础研究 ,仍是中西医结合肝病工作者的重大

课题。本期刊出了部分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 , 显示

中西医结合在这一重大研究课题中可以作出应有的

贡献。但仍需要在加强严格临床试验的同时 , 结合

病理机制 (如慢性乙型肝炎的免疫病理机制 ) 研究 ,

进一步探讨中医药治疗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 ,我国的脂肪肝、酒精性肝病有明显增加

的趋势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 PBC) 的确诊病例也

在陆续增加 ,药物性肝病 ( 包括中药肝损伤 ) 也是不

容忽视的问题 ,应该引起我们中西医结合肝病工作

者的高度重视。本期刊载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脂肪

肝、酒精性肝病及 PBC 的一些文章 , 这些研究虽然

还是初步的 ,但显示出中西医结合在此类肝病的治

疗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希望能引起中西医结

合肝病工作者的关注与兴趣 , 进一步加强该方面的

研究 ,如根据中医药治疗这些疾病的突出优势与难

点 ,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 , 探索何种情况下单用中医

药为好、何种情况下中西药并用最佳以及何种情况

下不宜使用某些中医治法方药。

“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 , 也是我国优

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

影响。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 推进中医

药的现代化。中西医并重 , 共同发展 , 互相补充 , 可

以为人民群众更加完善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江泽

民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的教育、医药

卫生界委员时的讲话 )。我国是一肝脏病高发的国

家 ,我们中西医结合肝病工作者肩负的任务是艰巨

的 ,当通力协作 , 求真务实 , 努力开创中西医结合肝

脏病研究的新局面。
[收稿日期 ]  2003-06-09   [本文编辑 ]  凌昌全

更  正
  本刊 2003 年第 1 卷第 1 期中文目次页编辑委员中的“董竟成”应为“董竞成”, 第 7 页第 1 栏倒数第 13 行中的“ T 细胞”应

为“干细胞”, 第 15 页作者单位名称英译应为“Hear t-kidney Depar 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China- Japan Friend-

ship H ospital”, 第 19 页第 1 栏第 3 段中的“D/ d”、“Dd”和“dd”应分别为“I/ D”、“DI”和“II”,第 19 页第 2 栏第 2 段及参考文献

14 中的“沈小瑜”应为“沈小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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