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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医褥优势疾病谱

口石圣洪
∋

王宗勤

郑小燕 (成都厚生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 ) ∗� � + �,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 )∗ � � + %,

摘 要 − 本文采用对 比和类 比方法
,

借助现存调研 文献
,

提 出中医 药优 势疾病谱的观 点
,

并探

索确定中医药优 势疾病谱 的思路
,

强调确 立中医药优势疾病谱的 重要性
。

本文认为
− ∗

∃

中医药文献载

述其 药效的宽泛性与 实际应 用 的局限性形成反差
,

需要站在学科发展的 高度
,

用不 断的实践知识对

传统 中医药理论 重新评价和修正 . �
∃

中药
、

西药隶属于 两个不 同的 医学体 系
,

必然充分体现所隶属的

医学体 系的特 色 .  
∃

面对 日新月异的现代 医学
,

中医药应探索隶属 于 自身特 色的优 势疾病谱 . /∃ 对中

医药优势疾病谱 的研究
,

有助于深入探讨
“

中医 药究竟能解决什 么 问题
”

这一命题
,

是指导临床正

确使用 中药
,

提高中药疗效与声誉的 重要举措
。

关键词 − 中医药 优势疾病谱 中 医药现代化

必须承认
,

在西 医学 如此先

进发达 的今天
,

中医药的优势 明

显受到冲击和动摇
,

我们应该重新

审视我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取 向
,

尤其是中医药究竟能够解决那些问

题
,

均值得中医药工作者深思
。

一
、

中医药应用现状分析

我国县级以上 (包括县级 ,的医

院有 ∗% / %∗ 个 (� � � ∗年统计 ,
,

其中中

医医院超过  � �( ,所
,

一般医院都设

立了中医科
,

农村
、

民间也在广泛

应用 中医药
,

应该说中医的诊疗活

动基本上遍及 了全 国各地
,

这是非

常鼓舞人心的川
。

但从具体情况看
,

除了少部分教学 医院 (主要 是 中

医院校的附属 医院 , 坚持以 中医

中药为主要诊疗 手段外
,

大多数

中医院是以西 医西药为 主的
,

中

药 的使 用以 中成 药居多
。

有 些地

方是在西 医诊断治疗的前提下使

用 中药
,

很 少考虑
“

为什 么要用

中药
” 、 “

不用西药行吗
”

等技术

性 问题
,

这种现象突 出的表 现在

住 院病例上
。

而 门诊单独使用 医

中药的机会较多
,

但某 些零散个

案又缺乏 系统性
。

国外虽然也 在

收稿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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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思路与方法

运用 中医药
,

但多为针灸 治疗 手

段
。

从现有文献 (特别是临床学科

的教材 , 记载看
,

中医药所治疾病

涵盖面特别广
,

几乎是无所不治
。

这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

需要我们

去总结
,

去反思
,

并站在学科发展

的高度去重新评价和修正
。

二
、

宏观比较分析中西药的

优势与不足

化学药 品基 本上是 以单个化

学 成分针对人体的一些 单靶 点
、

单因素进 行一些对抗 性 的治疗
。

这些对抗性治疗的特点是见效快
,

副作用 大
,

易 产生药物依 赖性
,

也容易发生药源性疾病
。

中药复

方具有多个化学成分
、

多个组份
,

针对多靶点
、

多环节
、

多 因素的

综合性调节作用 的优势
。

中医药

学重视人的整体
、

人 与 自然界的

相互联系
,

重视调整机体内在的

抗病能力及邪正双方在体内消长

变化
,

并针对疾病发展过 程 中的

不同特点进行辨证施治
。

现代医

药学应用现代科学 的技术和方法
,

在 日益深人 的层次上微观认识 机

体的结构
、

代谢和功能特点
,

能

准确地 认识疾病的本质
,

有针对

性 的对 病因和局部病理生理变 化

进行 治疗
。

中药西药隶属于两个

截然不 同的医学体系
,

必然充分

体现 所 隶 属 的 医学 体 系 的特 色

(见表 ∗ ,Δ, 〕
。

西药的毒副作用 突出
,

但又

无 良策解决
,

苦恼着 医药界
,

更

在折磨着人类
。

据 �� 世 纪 Ε� 年代

我 国药 物不 良反应 监测 机构预测

材料表 明
,

每年 因用药不 当而住

院治疗者约%� 万人
,

死亡达 ∗ Ε∃ �万

人 毛 Φ
。

关于西药产 生毒副作用的机

制
,

有些 还仅 限于 在个 体差 异
、

过敏 体质
、

耐 药性 等的解 释 上
。

然而这些解释对 临床 的实际指导

表 ∗ 中
、

西药特性对照

项 目 中 药 西 药

来 源 天然动植物
,

矿物 化 学合成品
,

天然动植物提纯品

成 分 多组份或 多成分
,

纯度低 成分单一
,

纯度高

使 用依据 辫证施 治
,

对证 用药 因病施 治
,

对症用 药

药 性 四气五味
,

升降浮沉
,

归经
、

功效等 理化性质
,

生理活性

作用部位 多受点
、

多靶位
,

呈现多方面的作用 作用 点明确
,

作用 单一

作 用机制 多数待研究 清楚

使 用 方 式 以复方为主
,

有严格的组方配伍原则 单方或复方
,

无严格的组方原则

使 用 途径 口服为主
,

非注射 途径居 多 多途径

药物相 互作 用 有 有

使 用 剂量 强调个体 差异
,

用 药有由个体化 强调普遍化
,

用 药有由普遮 化

向普遍化发展趋势 向个体化发展趋势

不 良反应 少
,

慢
,

轻 多
,

快
,

重

安全性 大 小

疗 效 有效
,

作用缓和持久
,

具综合疗效 有效
,

作 用专一 而 强 烈
,

多见反

优 势 跳现象

意 义不 大
。

以下案例可 供参考
−

治疗细菌感染疾病
,

西药用抗菌

素
,

据此
,

可用 黄连 素或大蒜 的

任一种来治疗
,

因二者均 具有抗

菌作用
。

但 中医临床起码 可将细

菌感染分实热证 和虚寒证 两类 证

型
。

对实热证细菌感染 患者
,

使

用黄 连素治疗
,

细菌 得 以抑制
,

产生治疗作用
,

且无毒副作用 表

现 . 若使用大蒜治疗
,

细菌亦得

以抑 制
,

似应产生治疗作用
,

但

患者却易出现满嘴泡
,

即俗称上

火 的毒副作用 . 对虚寒证细菌感

染患 者
,

使用 黄连素治疗
,

细菌

得 以抑 制
,

似应 产生 治疗作用
,

但患者却 易出现腹胀
、

纳呆 的毒

副作用 . 若使用 大蒜治疗
,

细菌

亦得 以抑制
,

产生治疗作用
,

且

无毒副作用表 现
。

以上仅从抑制

细菌角度考虑 药物
,

而对人体的

作用是难解释 的 . 但若从 中医药

学角度认识
,

却易解释
。

大蒜为

热 性药
,

黄 连素可 视作 寒性药
,

只有本着
“

热者寒之
” 、 “

寒者热

之
”

的用 药原则
,

则药物产生治

疗作用 而不 伤害身体
,

即不 出现

毒副作用 . 否则
,

对用药者
,

或腹

胀
,

或上火
,

势成必然
。

可见
,

西

药如果按中医药学理论而使用
,

则

可能避免其毒副作用的产生
,

这既

给学术界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路
,

也

能够体现了中医药的优势〔州
。

三
、

建立中医药优势疾病谱的

重要性

∗
∃

观点提出的依据

研究和应用 中医药
,

除 了熟

练掌握中医药理论知识外
,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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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深人 掌握相关学科 (如西 医

学
、

现代生物学等 , 的知识和技

术
,

不 能 闭关 自守
、

固步 自封
。

中医的抗疥作用就不如西 医的抗

结核作用 那么确切 . 中医的破血

逐痪
、

消痰软坚 (对 良性 肿瘤而

言 , 就不 如西医的手术那 么直接

快捷
。

可以说
,

西 医的每一个 临

床进步都会将 中医现有 的疾 病谱

缩小 (或者说都会削弱 中医药现

有的优势 ,
。

但这并不意味着 中医

药就会萎缩
,

相反
,

西 医的每一

个进步都会带 来一些新 问题 (如

抗生素
、

激素治疗 带来 的医学问

题有 目共睹 ,
。

而且
,

随着时代发

展
,

也相继发 现或 产生一些新 问

题
,

如药源性疾病
、

爱 滋病等
。

因此
,

中医药也会伴 随研究 和解

决这些新 问题而不断完善和进步
。

对于 患者而言
,

可 能并不很

在乎使用什 么治疗措施
,

但他要

求这个措施要安全
、

高效
、

快捷
、

简便
。

由于西医代表 了医学发展

的主流 和方 向
,

一旦某个疾 病获

得 突破性进展
,

那么事实上 就 已

经展现 了当前 的最高水平
,

而 中

医药要在这个 领域各个方 面都高

于西医的水平
,

可能会非常困难
。

�
∃

如何确 立中医药优 势疾病谱

事实上
,

一 些西 医药前辈已

经做出 了探索
,

他们在深人研究

和应用西医药 的基 础上
,

明显 意

识到西医药 自身的局 限性
,

因而

回过 头来 研究 中医药
,

而且取得

丰硕成果
。

其中的一些 成果
,

就

显示出中医药的优势趋向
。

中医药 的优势疾病谱是 在与

西医药比较下 产生 的
,

包括 以下

几个方面的含义
−

(∗, 西 医无治疗措施
。

(�, 西 医有 治 疗措施
,

但 因

不 良反应 太 多而 限制 了这 些措施

的应 用
。

( , 西 医有 治 疗措施
,

但其

疗效较差
。

(/, 确 切 的 古 典 文献 载 述
、

今人严谨 的研究成果及 临 床 实践

证 实有效
。

中医优势疾病谱里 的疾病往

往具有一些特点
,

如多因素致病
,

多环 节
、

多脏器 受累
,

病情 呈慢

性
、

反 复发作态 势
。

而这个 疾病

谱又随着医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

随着 时代的进步 和历史 的发

展
,

在一些传统疾病尚未完全解决

的同时
,

新的疾病和医学问题又不

断出现
。

因此
,

中医药和西医一样
,

也不断面对新 的挑战
。

最近
,

国外

研究者发 现世 界上新 出现六种病

症 Δ)Ι (如立体盲
、

嗜瘦症
、

计算机

综合症
、

无兴趣症等 ,
。

上述医学

界面临 的新 问题
,

结合致 病 因素

和医学模式分 析
,

纯生物 医学模

式 已 经无能为力 了
,

而
“

生物一

社会一心理
”

的医学模 式将从多

个层 面对上述 问题进行解剖
,

并

做 出广 角治疗
。

这 也 与 中 医 药
“

天地人合一
”

的观点不 谋而合
。

近年来
,

心理失衡 和心理障碍在

生 活 中 已成 为普 遍 现象
,

焦虑
、

抑郁
、

疑虑
、

沮 丧 等消 极 因素
,

严重影 响着人们 的身心健康
,

而

且构成了对健康的最大威胁
∗+ϑ

。

心

理疾患是诱发其他病变 的罪魁祸

首
,

像冠心 病
、

高血压
、

癌症
、

糖尿病
、

溃疡病等都与心理
、

社

会因素密 切相关
。

近年来肿瘤 患

者不断增 多
,

且趋低龄化
,

与 心

理疾患 密不可分
。

中医强调 天人

合一
,

情志致病
,

对 于上述 问题

的解决应该有所作为
。

这些例证

也为
“

中医药优势疾 病谱
”

的界

定提供了一些依据
。

四
、

探讨 中医药优势疾病谱的意义

由于 当前 在 临床实践 和新药

开发 中还存在很多 的盲 目性和 冒

险性
,

使 得 中药 (汤 剂 或成 药 ,

的临床价值受 到削弱
,

中药疗效

的不确切性几 乎成为一部分医药

工作者对 中药的评价
。

因此
,

及

时探讨确立
“

中医药究竟 能解决

什 么问题
”

这一命题
,

应是 指导

临床正确使用 中药
,

提高中药疗

效与声誉 的重要举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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