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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科学的继承与创新
(

口惠永正
( ( )上海中药创新研究中心 上海 � � ∗� � +,

摘 要
−
从文化性

、

社会性
、

科学性和经济性全 面深入阐述 了中医药的价值及其在现代社会和全

球化进程中的地位
,

深入分析和探讨 了维 系和发扬文化脉络
、

转换科学研究思路
、

将 中医 药做大做强

成为知识经济新秀问题
。

关键词
−
中医药 知识创新 中医现代化 中药现代化

中医药学术体系博大精深
,

与我 国传统文化一

脉相承
、

源远流长
,

千百年 来为中华民族 的繁衍生息

做出了不朽 的贡献
,

在现代医学发达的今天
,

中医药

仍然在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

在

新一轮的国际科学竞争 中
,

中医药这一传统文化的

杰出代表
,

已成为我 国最具有 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

响力 的科学门类
。

党和政府对于 中医药也 给予 了极

大的关怀和爱护
,

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积极支持 中医

药教育
、

科研及产业化发展
,

大力推进中医药现代

化
。

在
“

中药现代化
”

实施的这 ∗� 年
,

中医药科技工

作者做了很多努力
,

使中医药现代化 的进程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
,

但是面对深邃的中医药宝库
,

没有理清

楚的事情还有很 多很 多
。

虽然在某些学科上有 了可

喜的成果
,

但是对于整个 中医药学科
“

继承
、

发展
、

创

新
、

国际化
”

四步战略的实现要做的事太多 了
。

优秀

的中医人才
、

中医的思想和实用技术 的继承就呈现

出萎缩
、

失传和流失的势态
。

去年我国已将中医药学

列人 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年规划
,

为此我们

更加需要理清思想
,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

特别是我

们还是要就 中医药的整体发展来思考一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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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是如何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及在现代社会

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
。

我个人认为中医药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 ∋ 个方面
−

第一
,

文化性
。

中医药是中华传统文化
,

特别是

中国古典哲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古典哲学的一些基

本原则
,

到现在为止在社会生活 中已 经渐渐湮灭 了
,

但还绵绵流传在中医药之中
。

中医药分析疾病成 因

和治疗过程 中注重和谐
、

平衡 的原则
,

跟现在西 医的

治病原则是完全不一样的
,

对 中医药的
“

文化性
” ,

即

文化 内涵
,

现在研究得很不够
。

我们需要在中医药文

化史方面多下一些功夫
,

了解中医产生的文化背景
,

剖析古代医家的辨证施治 的哲学本质
,

从而提升研

究 中医药思维的水平
。

第二
,

社会性
。

现在进人了老龄化社会
,

各种退

行性疾病
,

包括阿尔茨海默病
、

帕金森症等神经退行

性疾病和肿瘤
,

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问题
,

对此 西药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

我们中药是不是可以起一些积

极的作用 呢 1 另外
,

对帮助解决社会低水平 医保
、

抗

药性问题 )特别 是滥用抗生素 ,
,

中医药也 可以 发挥

很好的作用
。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

就是我们国家在抗
“

非典
”

时期
,

广 东省联 合应 用 中医药和西 医的抗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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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及激素疗法
,

死亡率低 于 ϑ Κ
,

而在香港和台湾
,

与

只用激素和抗病毒药物 的相比
,

死亡率超过 了两位

数字
。

为什么 中医药对
“

非典
”

治疗能有这样 的效果

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

中医药是否也能对禽流感乃至

以后 的不明致病体的攻击起到治疗作用 呢 1 也是很

值得研究的
。

由于 中医药着重于
“

扶正祛邪
” ,

着眼于

整体重建免疫功能
,

因而就摆脱 了重致 病原而忽视

人体本身功能的蔽病
,

对抵御未知病原体攻击致病

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

第三
,

科学性
。

大家都知道
,

我们在药物开发上

有个 巨大的突破
,

就是青篙素的发现
。

国外的不少医

生
,

可能对中医不 以为然
,

但讲到青篙素就肃然起

敬
。

像青篙素
、

天花粉还有砒霜 )氧化砷 ,的作用机制

的研究在海 内外 已有很 大进展
,

在 国际上都认为是

很好的基础研究成果
。

中医药 中未被弄清的东西太

多
,

因此是从事开创性基础研究的极好领域
。

从应用

科学角度讲
,

现在新药开发 的典型途径就是从寻找

致病基因从而找到靶蛋 白
。

靶蛋 白跟一大堆化学物

质相互作用有两种方法
,

一个就是用结构生物学和

生物信息学进行虚拟筛选 Λ 另一个就是用组合化学

等方法经高通量筛选
,

找到先导化合物 以后再优化
,

几乎所有的大药厂无一例外都在这样做
。

但是现在

看来这条路 已经走到死胡同了
,

因为平均要花费 ∗�

亿美金
,

∗� 余年时间才能发展成一个新药
,

所以西方

人又开始 回到从天然药物起步的道路上
。

其实新药

开发就是一个钓鱼 的过程
,

目前只注意钓鱼工具
,

而

不太注意鱼在哪里
,

实际上最有希望 的
“

鱼
”

在我们

中药的方子里面 Μ 几十万个验方就是鱼塘
,

以中药为

源泉搞新药开发前途无量
。

从用药的角度讲 中西医

的理念也是不 同的
,

中医用复方而西药却是用面 向

单靶点的纯化合物
。

大家都知道
,

鸡尾酒疗法治疗艾

滋病效果不错
,

那就是多组分用药
。

中药 中的多组分

不但跟致病基因有关系
,

还跟调节免疫系统
、

神经系

统
、

内分泌系统有关
。

从预防
、

治疗到预后
,

中医药都

可以发挥作用
。

从中药和功能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

是相 当活跃的领域
,

从 中药可 以开发食品 )功能食

物
、

营养添加剂 ,
、

保健 品
、

植物化学预 防剂
、

治疗药

物
、

预后康复药物等等
。

第四
,

就是经 济性
。

我们 要清醒地认识 到 目前

主流 的药物是结构清晰的化学合成药
。

现在全球药

品的销售量有 + � � � 多亿美元
,

每年有  Κ 一 ∗� Κ 的

增长
,

整个健康产业 的规模 有几万亿美元
。

仅治疗

高血脂
、

抑郁症 和心血 管系统的三类处方药加起来

就有 ∗)., � 多个亿
,

单厂单药 的销售额有高达 ∗�� 亿

美元的
。

相 比之下
,

国 内中药做得最好 的一个品种

也就是 0 亿 人 民币左右
,

二者相差近百倍
。

但是如

果从 中药中得到结构清楚 的药物
,

如青篙素也会有

0 一∗� 亿美元的全球销售额
。

这就是说
,

从发展 中药

知识经济的角度考虑
,

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源于 中

药
,

但 是放在单一 结构 的药 物上
,

如果一个 药销售

额为 ∗� 亿美元
,

若 干个累积起来所 占的份额就很

可观
。

中医药 的经济性现 在还很小
,

如何将其发展

为新一批知识经济 的增 长点
,

是值得思考 的一篇 大

文章
。

那么中医药要怎样才能够发挥其价值 1 以下几

个方面可供考虑
−

∗
&

维系和发扬文化脉络

首先是名老中医的传承
。

现在一大倾向就是名

老中医后继乏人
。

上海几年前曾经做过调查
,

列出了

∗�� 多位名老中医
,

但 是现在健在的可能 已不到 /�

位
。

怎样不使中医药的文化脉络不中断
,

在全球化进

程中不被边缘化 1 是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我们应该及时开展名老中医的传承工程
,

国家应牵

头
,

也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

鼓励 师傅带徒弟
,

让 中

医学院的高材生来 整理老中医的医案
,

使流派一代

一代继承和发扬下去
。

同时
,

应该加强中医药哲学和

文化 内涵的系统研究和中医药史学研究
。

要进行资

料的收集
、

整理和利用
,

并且 与现代生命科学和医学

关连
,

来寻找与生命科学 的连接点
。

在这方面我们进

行了一些工作
,

我们在上海 中药创新研究 中心建立

了一个数据库
,

对药 材
、

疾病
、

化合 物等进行数据关

联
,

使之成为计算机可得读 的数据
,

并可进行数据加

工
、

挖掘
。

�
&

鱼全亘建鱼少逮丝会血遭鱼我国丝主力月鱼查
目前

,

从中医药的社会效应来讲要作两件事情
−

一是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
,

一是增强我 国

〔Α
。

而 反比;≅
。 山谊 23 ≅? ;∀ 肠酬腼山Β; 七7Φ 勿;

∀Γ 2Β 司 8Φ勿耐 Η? 8;3 ∃3 Ι3 Χ 8≅8 ;3 7; Χ Ι山 3

Β87 Ι3 Χ 8≅ 司 万



���  第八卷 第四期 ★ ! ∀#& 0 % ∀& ∋

的软实力
。

中医药在医保
,

特别是农村 医保中的作用

要强化
,

也就是说在医保 中治疗常见病要多用中药
,

在农村 当中要推广 中医药的应用
,

以减低 医保成本
,

从而实现医保为全 民都有可能享受的医疗 服务
。

中

医药不但要推向发达国家
,

更要推向发展中国家
。

非

洲三大疾病
− 艾滋病

、

疟疾
、

肺结核的流行
,

如果把 中

医药在缓 解艾 滋病 和治疗 疟疾上 用在 非洲有 所建

树
,

那就为世界健康事业做 出了很大贡献
,

同时也是

在 国际上宣传 中医药 的极好平台
。

+
&

科学研究要换一个思路

现在我们很多研究似乎进人了一个误 区
,

那就

是简单地用西药
、

西 医的思路来研究和规范中医药
。

在 中药现代化 中
,

指纹 图谱等方法学研究对质量控

制很重要
,

但更重要 的是要遵循 中医药 的规则和现

代科学的积累来进行创新性研究
。

首先要强调 中医

药是有用 的
,

否则 中华民族不会繁衍到现在
,

不会有

几千年的生生不息
。

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中医药是

可以认识 的
,

以辨证唯物论 的认识论观点
,

不能认 为

是不可知 的
,

不可 以持有神秘论的观点
,

我们要坚信

中医药在本质上一定会与现代科学找到交汇点
。

中

医 药的知识实质上是实证论 和古典哲学 的结合
,

实

证论就是实证 的过程
,

试验 的过程
,

即既是千年实践

的积累又无不渗透着中国经典哲学对 事物认知 的原

则
。

中医 药知识具有宏科学特性
,

像气象学
、

地球科

学而不像数学
、

物理学
、

化学
、

生命科学 )如分子生物

学
、

细胞生物学
、

结构生物学等 ,那样 的演绎科学
。

比

如系统生物学可 能是研究传统 中医药 的有效 手段
,

因此 要鼓励 现代科 学专 家与 中医药 学专 家携手 而

行
,

共同攀登
。

研究应用 中医药可在两个方面着手
−

一是
“

物

质
”

一 是
“

概念
” 。

所 谓
“

物 质
”

就是 几十万个经典方

剂
、

∗� � �� 多种药材及所含之天然化合物
。

这些经过

长期临床的积累
,

好像是鱼塘中的一大群鱼等待开

发
。

容易被勿视的是 中医药 留给我们 的还有很多
“

概

念
”

上 的财富
−
复方就是多靶点 的概念

,

即中药 治病

所体现的整体论和平衡 的原则
。

西 医上说每一种病

都是 由基 因所带起来 的
,

中医药讲阴阳调 和
、

阴阳平

衡
,

如果把阴阳平衡跟基因相联系起来考虑
,

似乎 可

以认 为基 因表达过 高 了或者过低都会偏 离健康状

态
,

通过调节达到平衡从 而重现健康
,

这就是治疗的

新概念
。

∋
&

如何将现代中医药做强做大成为知识 经济的

新委

要达到这一步
,

我认为
,

现代 中药的销售额总应

该在 4 � � Ν# �� � 亿美元左右吧 1 国际市场的现实是
,

具有明确作用机制
、

结构明确 的化学药物 当家唱主

角
。

现代化 的中药要走进国际主流前途十分坎坷
,

得

过病人
、

医生
、

学术界
、

保险业
、

政府
、

媒体 一大堆关

口
,

客观上估计极不乐观
。

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用心

去做 −

一是发展现代 中药
。

作为药物
,

有效性
、

安全性
、

同一性的要求总是要满足的
,

现代 中药要 向这个方

向努力
。

如药材达到 ΟΠ Θ要求
,

作用机理研究 明确
,

有效成份 清楚
,

成份 同一性可保证
,

经过严格的药毒

理研究 )Ο廿 ,
,

双盲法 的临床 研究 )Ο ΗΘ,
,

生产过程

达到 Ο ΙΘ 要求
,

剂型友好等等
。

二 是
“

源 于 中药
,

高于 中药
” ,

开 发基 于中医药

的天然产物药物及其 组合药物
。

一般而论
,

西药 的

新药开发是 以知识为导 向的演绎过程
,

而 中医 的新

药开发是 以经验为导向的归纳过程
。

我们要探求出

一条新路
,

即结合知识导 向的演绎 和经验 导向的归

纳来进行药物开发
。

其中心点就是疾病
。

比如说
“

非

典
” ,

在 中医里说的是
“

春 瘟
” ,

是瘟疫 的一种
,

但是

从 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 ΔΠΡ Δ
,

是肺部感染性 疾病
。

对 于这个疾病
,

中医药有有效 的方 剂来治 疗
,

这些

方剂可 以推化 出若干种 中药材
,

再推化为无数个化

合物
,

从现代生命科学 角度考虑某一特定疾病又涉

及到无数个靶蛋 白
,

很复杂
。

如果 我们将 Ι 个靶蛋

白与 中药 中的 % 个化合 物关联就 可形 成 Ι Σ % 的

匹配
,

从 而找到不 同 的
“

库
” ,

有 可能找 到最好 的先

导化合物及其组合
。

这就既保有了中医药 的多靶点

的特性
,

又具 有 了西 药的结 构清 晰
、

机理 清楚 的特

性
。

也就是把经验导 向的归纳过程 与知识导 向的演

绎过程结合 在一起进行新药 的开发
,

这也许是一条

创新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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