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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从健康观念、医学模式、医疗模式等角度, 探讨了医学发展趋势对中医药现代化的影

响。认为生命的复杂性是现代医学发展与中医药现代化的交汇点。提出医学的发展和医学体系的完

善,需要中、西医两大医疗体系的优势互补、相互渗透与交叉融合。中医药现代化可望为创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新医药学,形成一个在医学上具有现代人文思想和兼容传统与现代医学优势,在药学上强调整体疗效

与安全性,物质基础作用机理清楚的 #未来新医药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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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健康需求、临床需求的变

化以及科技变革,医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例如,

健康观念由没有疾病转为身心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状

态;医学模式朝向 #生物 - 环境 - 社会 - 心理 - 工

程 ∃;医疗模式朝向 #预防 -医疗 -康复 -保健∃;个体
化医疗、个性化制药以及慢性复杂多因素疾病成为医

学研究的重点,退行性疾病,精神疾病,亚健康、心身医

学,环境医学以及多成分多靶点复方用药等,成为医学

领域的新兴命题;同时人们对复杂性疾病的认识逐步

加深。在新的时代、社会与科技背景下,努力丰富和完

善自身体系建设已成为医学发展的重要任务。我国政

府适时研究并提出了 #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战略 ∃ [ 1]
, 旨

在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 解决中医药

#继承、发展、创新、国际化 ∃问题, 发挥优势特色, 确保

主体地位。以整体观为主要认识方法的中医药学理

论,与当代医学、生命科学复杂性和整体性研究的发展

趋势具有共通之处。中、西医药学在各自发展过程中,

优势互补,有必要且有可能逐步系统整合。这对于促

进医学科学体系创新,探索解决生命科学中的复杂问

题具有深远意义。本文主要就当前医学的发展趋势对

于中医药现代化的影响作一初步阐述。

一、生命的复杂性成为现代医学发展与

中医药现代化的交汇点

� � 医学在实质上是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医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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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方法与社会背景,以及同时代的自然科学技术、社

会科学等多学科始终密不可分, 并随着时代的更替以

及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中医药学的发展历程

也得益于不断顺应社会和人类健康的需要。与时俱进

和不断创新一直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

医学的重要奠基之作 &黄帝内经 ∋,即成型于当时哲学

及多学科知识如天文、地理、历法、数学、生物学、化学、

物理学等的融合,此后不断应对重大健康问题和重大

疾病流行的挑战,不断积累经验及汲取各时代的先进

文化, 从而不断丰富、发展、创新和提高。

当前,医学与生命科学研究内容与方式更加强调

综合与交叉渗透,向着系统科学、整体研究发展。理解

生命的 #复杂性∃已超出了任何单一学科的能力范围,

学科综合与交叉是探索生命复杂性的必然途径。生命

体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医学本身的复杂性;疾病是

复杂的,不仅生命体本身病理过程复杂, 而且心理、社

会、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病理过程;许多复杂性疾病,

如心血管疾病、癌症、艾滋病等皆是生命体多层次、多

层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 新世纪围绕复杂性疾病

的医学研究,需要在研究方法和观念上有大的突破,需

要发展处理海量数据的科学技术, 需要不断提炼复杂

现象和复杂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出系统的共性,需要各

学科间相互协作,共同应对新的挑战。 #系统生物学 ∃

( System s B io logy )和 #系统生物医学 ∃ ( Systems B io�
med icine)等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快速兴起即为其标

志
[ 2]

,成为 # 21世纪医学和生物学的核心驱动力 ∃, 并

朝向了预测 ( P redict ive), 预防 ( Preventive)以及个体化

( Persona lized)的新的医学模式
[ 3]
。而以保障人类健

康为共同目标的中医学、现代医学,在理解生命复杂性

的过程中走向融合, 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医学在

30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 形成了把握生命复杂现象、

阐发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独特理论体系,积累了诊疗

众多复杂疾病的丰富实践经验。中医学在本质上具有

系统科学的思想,是一门传统的系统生物医学。因此,

在理解、把握生命复杂性上,中医学既是一门执简驭繁

的实践科学, 又蕴藏着朝向未来医学的内在合理

性。 �

二、医学发展需要中、西医两大医疗体系的相互融合

面对社会、时代的进步以及人民健康的需求,医学

体系的自我完善需要在多学科交叉渗透基础上的中、

西医两大医疗体系的相互融合。在我国,长期以来合

用中西两法治疗以求得到既高于中医治疗也高于西医

治疗的效果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新形势下的医学发

展为中医和中西医的共同发展带来了机遇。现代医学

的发展趋势与中医药学的特色内涵呈现互补共通的态

势,中、西医融合因此体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1. 还原与系统融合

现代医学的发展及其昌明得益于还原分析方法的

长足进步。然而还原论并非理解生命的终极方法。以

#系统生物学∃、#系统医学 ∃等为标志,医学研究在还

原论的基础上, 朝向系统论、整体论发生了重要的变

革。学科交叉深入广泛,计算与实验能力快速提高,系

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真正切入医学、生命科学的实质成

为可能,医学朝向系统、整体发展成为亟需。中医 #天
人合一 ∃的 #整体观∃, 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的观察方法

在整体把握生命现象及其与自然环境等复杂相互作用

上具有特色。然而,对表象 (证候 )背后的物质基础与

结构和功能变化的具体过程了解不足, 难以客观化与

量化表达。可以认为,中医整体观交融了人与环境的

关联,对人体内部的相互作用以及人体与环境的相互

作用提出了众多的命题。系统生物学和系统医学侧重

于研究生物系统中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规律及系统特

性。因此,以理解复杂生命现象、维护人类健康为共同

目标,中西医存在优势互补、逆向对接的可能性; 还原

与系统的结合,也是在多学科交叉渗透基础上的中、西

两种医学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
[ 4 ]
。

2. 预防与治疗融合

21世纪,医学发展从注重疾病诊治到对生命全过

程的健康监测、强调健康维护、控制疾病, 重预防。随

着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

们对于疾病的治疗将由目前的病变性治疗向倾向性治

疗过渡,对于疾病的早期预防性治疗将越来越被人们

重视。医学的主要任务将从以防病治病为主逐步转向

维护和增强健康、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主。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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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当代医学的新理念恰恰与中医学 #治未病 ∃的预

防思想以及中医药理论注重养生防病和病后调理相一

致。中医学的养生思想对当今的老龄化社会有重要现

实意义。中医 #治未病 ∃思想与系统生物学所朝向的
#预测、预防 ∃医学有共通之处。对健康的有效管理,

对疾病的有效预测, 并在疾病发生之前有效控制亚健

康人群的发病率,不仅有利于降低社会的医疗成本,而

且将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生活中难以克服的慢性

疾病等医疗问题。

3. 宏观与微观融合

中医学侧重于诊察病变过程中, 机体内因和环境

外因综合作用下的整体反应状态。宏观 #诸外 ∃与微

观 #诸内 ∃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复杂疾病表型 -基因型

之间也存在丰富的内部结构与功能联系
[ 5 ]
。人体大

多数重要的生理或病理特征, 都来源于复杂生物系统

中多层次、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因此,随着医学生命科

学中系统复杂性、系统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组学等研

究的深入,医学在生命的不同层次,以及基础医学生命

科学与临床医学的交叉和融合日益加强, 向系统科学、

立体研究发展。有关中医寒热证与系统生物学的研

究
[ 6]
表明,以信息与系统的观点, 可望为理解生命与

疾病过程中宏观与微观现象的关联提供途径, 为中、西

医学的沟通提供桥梁,并有助于中医临床诊疗手段与

方法的进步。

4. 群体与个体融合

当前医学发展从重视疾病的一般规律到综合把握

异质性、个体差异性的认知,强调个体化诊断和治疗康

复的策略。一定意义上, 中医学 #辨证论治 ∃主张因

人、因时、因地制宜的个体化诊断、病因病机归纳和治

疗评价体系的个体化诊疗观念, 符合了现代临床医学

越来越强调 #以人为本 ∃和个体化的诊疗决策原则。

中药复方、丰富多样的治疗方法和手段以及它们的综

合应用,通过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的整体调节而促

进机体的动态平衡, 更适应人体多样性动态变化的特

点,符合了复杂疾病的个体化、系统治疗策略。同时,

循证医学等群体诊疗策略在中医证候等研究中也得到

了日益广泛的借鉴和运用
[ 7]
。有关 #整体自洽医学理

论 ∃ [ 8]
指导下的的临床综合治疗干预成果, 就是一个

群体诊疗与个体诊疗有机结合的、中西医互补进行临

床治疗的范例。群体诊疗与个体诊疗的有机结合, 成

为中、西医学在新世纪共同面对的重要命题。

5. 科技与人文融合

世界卫生组织的章程对 #健康∃的新定义为: 健康

是一种完全的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关系上的良好状

态,不仅仅意味着没有疾病或者不虚弱。 20世纪 70

年代后,医学中的种种负面倾向,诸如高技术应用带来

的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公正问题, 现代生殖技术带来的

负面效应,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产生的不良后果,

医疗保健出现的非人格化倾向, 不堪重负的医疗费用

等,使人们对于通过发展医学技术来提高和改善健康

水平和生命质量的承诺感到失望。一些有识之士急切

地呼唤医学需要新的转向,需要重新定义医学的目的。

同时,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生物 -环境 -社

会 -心理 -工程医学模式的提出, 也显示出医学已开

始由生物学方面探寻疾病的原因和治疗,向多维度地

审视健康和疾病问题转变
[ 9, 10]

。

因此, 医学发展到 21世纪,已不只是复杂的科学

技术体系,而是走向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的融合。也

就是说,医学并不仅仅是一门对象化、数据化的枯燥学

问,而是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科学与人文有机融合的

#仁术∃。中医学理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本身具有

科技与文化相融相接的特色,并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

被几千年成功的医学实践所证验。因此,中医药现代

化不仅仅是用现代科学阐明中医药学学术内涵, 同时

也应注重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 深入阐发中医学传统

理论中的人文、社会内涵, 克服与现代社会沟通的语言

障碍。中医药现代化从科技和人文两方面的发展, 将

使人类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使具有现代人文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中医药医

疗保健模式和价值观念得到更加广泛的理解和接受,

从而为形成兼容传统与现代医学优势的未来新医药学

打下基础。

三、中医学注重对先进科技的不断汲取与深化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006-

2020年 ) ∋提出了 #自主创新,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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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未来 ∃的科技方针和推动 #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 ∃

的重点任务。对于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而言, #自主创

新 ∃即建立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以及医教研和产业 )

体系, 努力丰富和完善医学与生命科学; #重点跨越 ∃
即从物质到功能、局部到整体、静态到动态、简单到复

杂、群体到个体规律的认识过程; #支撑发展 ∃即建立

新的医疗保健模式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引领未来∃即
为建立人与自然 (包括疾病 )和谐共存 (平衡 )的未来

医学打下基础。

中医药现代化需要处理好中医学继承与创新、中

医药特色与医学科学共同属性的关系。在新的社会与

科技背景下,医学相关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纷纷突破传

统的学科分壤,医学与生命科学、信息科学以及各基础

科学如化学、数学、物理,乃至工程技术科学、纳米科学

等各学科已朝向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整合。当代的中医

学也更加注重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对自身传承与

创新发展的重要影响。一方面, 充分尊重传统的理论

体系以及数千年丰富实践经验的 #源头活水∃,充分发
挥科学与人文相交叉的医学属性。另一方面, 不断地

探索与现代科学技术共同协调发展的道路,从而促进

中医药科技创新,通过中医药理论与技术体系与现代

科技创新体系的有机结合, 为中医药现代化的跨越式

发展提供支撑。

其实,中医药学长期以来, 一直在探索与现代科学

技术共同协调发展的道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运

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和突

变理论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医学理论成为一时的热

点。近 20年,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方法学在技术平台

建设、消化吸收现代医学临床评价方法学方面,已取得

了阶段性进展;中药化学分析、质量控制、中药复方配

伍规律研究方法学研究经过 #中药现代化科技行动计

划 ∃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1996年开始, 我国政府实

施了 #中药现代化∃的多项战略研究和规划 [ 11 ]
, 经过

10年的发展已取得了显著效果。中药的质量控制、研

发、生产能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提高,中医药在防治

人类现代疾病方面的特点和优势逐渐为国际社会理解

和接受。

同时也应看到, 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尚未得到深入

的挖掘与全面地发挥,中医学在维护人类健康中的作

用及其科学内涵。尚需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加以证实和

阐明并尽可能地挖掘潜在优势。在中医药现代化的进

程中,现代科技、尤其是前沿科技仍需更大程度上的参

与。随着中医药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中医药现代化

技术条件的成熟,尤其是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信息

科学以及生物技术等新学科、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发展,

中医药现代化有望取得更为合理的科技支撑, 形成更

为深入的突破。中医药现代研究也开拓了生命科学、

医学、系统生物学、信息与数理科学、化学等研究的新

领域,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宽广的研究空间。

因此,汲取多学科的进展,构建与中医药特色相适应

的、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中医药学术发展体系,将

为进一步发展中医药理论, 提高中医药应用水平和疗

效, 保障中医药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基

础。 �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医学与多学科之间广泛交叉, 国内外医药市场竞争加

剧,健康观念、医学模式、医疗市场格局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 中医药需要在自身原

创性优势的基础上, 回应新问题,应对新挑战, 以开放

的胸怀吸纳多学科新营养, 获取新动力。因此中医药

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掘中医药整体、动态、个体化诊疗、

复方干预等特色内涵,并重点解决中医药研究缺乏适

合自身发展的方法学问题, 实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以及在微观、还原的基础上的宏观、系统整合, 从而推

动中医药学的发展、创新, 并且勇于在世界生命科学前

沿释放自身的创造力。

四、中、西医学朝向未来协调发展

西方医学与中医学均致力于提高临床疗效和对重

大疾病的防治水平, 在宏观微观结合、整体局部结合、

辨病辨证结合、结构功能结合、综合分析结合、传统现

代结合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中西医都有一定的互

补性。中医学与西方医学的共存以及协调发展不仅必

要,而且可能融汇、交叉、创新某些医药学理论、原则和

防治方法。中医药理论中的整体观、天然疗法,随着西

方医学的发展,也越来越被其接收和吸纳。中医药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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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现代疾病的优势正为国际社会所认识。因此,中、西

医协调发展能够体现东、西方文化与学术的交融。

在医疗需求方面,东西方医学优势互补已成为在

提高医疗保健水平和覆盖范围的同时降低医疗费用和

社会成本的现实手段。两个医学体系相互沟通、相互

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已经出现。在科技发展方面,当

代科学技术出现从分析向综合回归的发展趋势。通过

多学科交叉,应用信息科学、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等新

理论和新方法来认识生命和疾病现象已成热点, 从而

为认识中医药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因人而异、复方

用药等优势和特色带来了良好机遇和发展前景。因

此,中、西两种医学互利互惠,共同维护人类的健康,有

利于防治危害全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如肿瘤、心血管

病、脑血管病等; 也有利于在多领域内继承与发扬中医

药学, 并共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一个更为全

面的统一医学体系。

中医药学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 以临床

实践为基础,其诊疗特色包括平衡与协调的整体生命

观、临床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综合调节的防治策略和

复杂成分中药复方的干预方法等。随着疾病谱、环境

与社会心理因素、健康概念、医学模式等的变化, 尤其

是医学生命科学领域 #系统∃思维及科技的兴起,中医

学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中医学在本质上具有系统科

学的思维, 阐释整体观、证候理论、方剂配伍、药性理

论、中药药效物质及作用机理等中医特色内涵,需要充

分引入信息与系统的思路与方法。在新的科技背景

下,结合中医药学自身的规律, 将系统复杂性、信息科

学和前沿的数理科学与中医学交叉、渗透、融合, 通过

#实体到功能 ∃与 #关系到功能∃的交融,将有助于充分

认识中医药的作用机理, 阐发中医药的诊疗特色。同

时,中医学亦将为未来医学、生命科学及人类健康做出

应有的重大贡献,并在以系统、预防、个体化为特点的

未来医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五、中医药现代化: #未来新医药学 ∃的奠基工程

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拥有其独特的认识论、系统理论和方法学,具有数千年

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独特的诊疗体系。中医药学历久

弥新,蕴含内在丰富的科学性、先进性。促进中医药现

代化,是我国医药学领域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的

战略选择,对增强国家科技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中医

药现代化的长远目标在于推动以中医学为主体的传统

医学和现代医学协同发展, 促进医学科学体系创新。

即充分运用中国所具有的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

支力量共同发展的历史积累和独特经验,以及现代系

统科学与复杂科学等理论和方法, 对中医药学和生命

科学开展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在丰富和发展中医

药理论和方法学体系的同时, 争取在生命科学发展的

若干问题上取得突破;研制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

能够解释和创制的现代中药; 探索建立系统和综合的

医学方法学体系,对个体生命的健康、亚健康和疾病发

生、发展、演变、转归过程进行认知和干预,促进中西医

药学的优势互补及相互融合, 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新医药学、形成 #医学∃上具有现代人文思想,兼容传统

与现代医学优势、#药学 ∃上强调整体疗效与安全性,物

质基础作用机理清楚的 #未来新医药学∃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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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M edical Advances on TCM Modernization

Zou J ianqiang

(ChineseM inistry of S cience and T echno logy, B eijing 100862)

L i Shao

(Tsinghua University, B eijing 100084)

Su Shi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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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s ofmedica l adva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 fTCM, from different aspects, including

the ph ilosophy o f hea lth, medical stud ies, and health caremoda lities. A uthors believe that the complex ity of hum an life

creates a jo int link form edical advances and TCM modernization. They also believe that an enhancedmedica l advance

calls for the comp lem entarity between Chinese andW esternmed icinal systems. People shallwork to create a novelm edi�
ca l system tha t bu ilds on the comb ination of both modern thinking and tradit iona l strength, focusing on enhanced thera�
peut ic effects and safety.

K eyw ords: M edic ine, development trend; Tradit iona lCh ineseM edic ine, modernization; new med ica 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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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Theory and Reductionism in TCM Research

Wang Yongya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M ed ical Sciences, B eijing 100700Ch ina

The paper d iscusses the links betw een the system theory and reduction ism in TCM research. Au thor be lieves that

life scie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sha ll be the reduct ionism analysis under the guidance o f holism and the system theory,

and make itself part of the non - linear comp lex science. Ch ina) s traditiona lmedic ine is a natura l science laden w ith

num erous humanistic e lements, enjoy ing the strength of both orig ina l thinking and or ig inal f ind ings. The developmen t o f

Om ics has produced a huge amoun t of data. These data have to be reduced and analyz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ystem

theory. By wo rk ing on the system theory, trad itional Chinese med icine observes and analyzes d ifferent syndromes, based

onmassive human data. Syndrom e is a physio log ical and patholog ica l process or state. Human hea lth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a physicalworld, made up of organs, t issues, ce lls, genes, proteins, and om ics, but is a lso part of the sp iritua lw orld.

One has to find a junction point betw een them. In this contex ,t more attention shall be paid to the reduction ism analys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ystem theory, especia lly the interact ions betw een reductionism and system theory.

K eyw ords: life sc iences; system theory; reduction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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