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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慢性疾病是一个复杂性疾病。本文阐述了在慢性疾病防治方面现有的西医药模式和传统的

中医药模式所存在的局限性,分析讨论了慢性疾病所具有的复杂系统行为特征以及诊治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提出将系统科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有机地融入中医药学将有助于慢性疾病防治的临床研究,并在理论

依据和创新思路方面,为进一步建立中医药干预慢性疾病临床疗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模型体系和方法体系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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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 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健康

观念的转变,人类的健康标准以及疾病谱都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由于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原来被视为不

治之症或疑难杂症的堡垒正在一个个被攻破,然而那些

病理机制比较复杂的慢性疾病, 如恶性心脑血管疾病、

肿瘤疾病,糖尿病以及慢性肝病等,仍对人类健康造成

极大的威胁和损害。据统计,我国仅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就有 2000万人之多,其中 20%以上患者将逐步发展为

肝硬化,为我国的慢性疾病之一
[ 1 ]
。我国糖尿病人患病

人数更是超过了 6000万。

慢性疾病产生的原因繁杂多样,它们的发病机理又

错综复杂,同时又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并发疾病。西医药

的那种以 ∃病%为核心,从单侧面、单生物因素着手的生

物医学疗效评价和诊疗模式显然难以应对。而传统的

中医药学虽然有以 ∃天人相应%的整体诊疗观念和辨证
论治的防治理念,但是在以往的中医临床疗效评价中多

以经验总结方式存在,缺少科学、系统地反映中医个体

诊疗特色和综合干预策略的诊疗评价的方法和标准。

这一方面严重影响了中医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疗法的质

量和水平及其可信度,另一方面又无法有效地将它们可

能存在的临床诊疗优势客观地显现出来。正因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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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出现了要取消中医药的极端主义论点。在这样的

形势之下,中医药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同时也

面临着发展和完善的历史机遇。

中医药学是将人体与自然、社会相联系而研究其生

理机制、病理变化以及疾病预防、诊治和康复的宏观医

学。我国传统的中医药学经过 5000多年的实践积累,

总结出了及其丰富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以辨证唯物论为

基础的系统的疾病防治理论, 诸如&黄帝内经 ∋、&金匮

要略 ∋、&伤寒论∋、和&温病学∋等,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文化瑰宝。临床实践证明,长期以来中医药在我国慢性

疾病的防治方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在慢性肝病的

防治中,尤其在抗肝纤维化、防治肝硬化方面,中医药显

示出其难以替代的独特优势
[ 2 ]
。

慢性疾病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身心

健康,归根到底就是慢性疾病的发生、变化、发展乃至消

亡的演化机制及其复杂。要处理这样的复杂问题,仅有

先进的思辨性理念,没有相应的技术和方法不行。反过

来,如果光有对具体临床病例的观测记录,没有整体化

系统性的分析和整合也不行。如何将系统论和还原论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何将宏观上的辨证论治与微观上

的观察分析结合在一起,如何将以人为本和以病为核心

结合在一起,已成为中医药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和计算机模拟、计算技术的

日益成熟,为我们研究和处理慢性疾病的防治问题提

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以处理大规模复杂系统结

构演化为中心内容的系统科学为问题研究的视角, 将

慢性疾病的病理变化看成是一个复杂系统在特定的内

部和外部条件下的演化过程, 综合运用复杂系统研究

的各种理论和方法, 如自组织理论和方法
[ 3 ]
、混沌理

论和方法
[ 4]
、分形理论和方法

[ 5]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和方法
[ 6, 7]
、复杂网络理论和方法

[ 8]
等, 去研究慢性疾

病发生和变化的内在规律, 从而寻找出合理有效的防

治方案,将会成为应对慢性疾病可能产生的各种危害

的一个新的工具。

二、慢性疾病的复杂性特征及特点

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 一个复杂系统通常会出现

以下一些主本质特征:

1�大规模性

所谓大规模性并不是指系统的宏观尺度的大小,

而是指系统中所包含的要素的数量非常巨大。

2�非线性
系统中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不是简单的比

例关系或是加权关系,而是以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方

式联系在一起。

3�随机性
系统中的结构和参数中都存在来自外部环境的随

机因素的干扰,因此系统中所出现的都是随机变量。

4�不确定性。系统中存在着某些事先无法预料
的 ∃意外 %事件发生。与随机性不同,不确定性也许仅

发生一次,所以就统计意义上的预测都是不可能的。

5�人为因素的影响
系统中包含着人的主观意念或人为的偏好。不同

的人有不同的系统观,有不同的是非判别标准,所以当

系统的要素中包含有人的因素时, 就很难有统一的优

劣标准。

6�演化性
系统的结构,包括各种变量和参数,以及边界和环

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

发生着变化。当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数量上, 而且还

体现在本质方面时,系统就会发生演化。

7.层次性和涌现性

当系统的要素不仅在横向上有关联,而且在纵向上

也有关联时,就会出现层次。通常低层次的特性之和并

不简单地等同与高层次的特性,而会涌现出一些与低层

次特性完全不同的新的特性。

如果将慢性疾病定义为一个系统, 通过仔细分析

和对比不难发现,它几乎拥有复杂系统的所有特征,因

此它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复杂系统。这样我们就有理

由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探讨慢性疾病系统的

特性和规律了。

慢性疾病具有几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它不是一个

一因一果简单的简单病理问题, 而是一个复杂的因果

网络系统。比如糖尿病,从其诱发因素来看可能有遗

传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饮食结构方面的原因等等;从

结果因素来看,除了血糖指标升高之外,还可能会有白

内障、冠心病等并发症。异病同症、同病异症的现象在

现实当中并不鲜见。所以它有可能会产生一因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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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果多因,多因多果的复杂病理特征。甚至在某些情

况下各种要素之间还会出现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的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

其次,慢性疾病又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发病过程,它

具有阶段性地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化特征。如肝硬化从

代偿期到失代偿期的转化过程。在各个阶段内, 主要

体现出的是数量上的渐变, 而在不同的阶段之间则会

显现出质的突变。急性与慢性的转换, 早期与晚期的

更迭这些都是人们所熟视的现象。

第三, 从纵向来看, 分子、细胞、组织、器官以及整

体的等复杂相互关联,又会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通常

还会以自组织的方式涌现出一些新的特性出来。针对

个别症状设计配制的药剂在缓解相应病症的同时一般

都会产生人们不希望的副作用。对于具有并发症状的

病人来说,各种各样的药物产生的副作用相互影响以

后可能会引起意料之外的涌现现象, 令经验丰富的医

务人员觉得无所适从。

第四,在对慢性疾病的诊治过程中, 会出现 ∃抗
药 %的现象。一种药物初始阶段疗效不错, 但是一段

时间以后就会药效渐弱, 以至最终几乎失效。换上其

他药效更强的药物以后又会重复这样的过程, 直到最

后就会变得无药可用了。而且, 在既往中医临床疗效

评价中,或以经验总结方式,或自觉或不自觉地照搬西

医过去生物医学模式的疗效评价的方法和标准, 未能

体现出中医药四诊体系、辩证论治及其整体性治疗优

势的疗效特点。

从慢性疾病的以上几个特点及其诊治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来看,要解决其防治问题,显然以前的那种头痛

医头, 脚痛医脚的就事论事的诊疗观念及手段不可避

免地显示出极大的局限性,而且 ∃还原论%的思路和方

法从本质上难以处理这样的复杂系统问题。现代系统

科学的发展以及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取得,为我们处理

复杂系统问题提供了一个可利用的工具。以系统科学

的系统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 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

统中的中医药疾病整治观念,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从系统化、动

态化、个性化、统筹综合的角度去总结和吸取以前工作

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中医药干预慢性疾病的内在规律,

构建符合中医药预防和诊治疾病特点和疗效优势的新

的科学方法体系。

三、系统科学方法研究的切入点

系统科学理论是研究大规模复杂系统演化的一个

重要的思维范式和研究工具。针对前面所分析、归纳

的慢性疾病的特征以及药物干预中出现的问题, 有理

由采用系统科学中的有关原理和方法去处理其临床诊

疗及其疗效评价等问题。

针对慢性疾病系统为多因多果的复杂关联的特

点,将慢性疾病的发病过程看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演

化问题。用复杂网络作为主要工具来探讨慢性疾病的

网状因果关系。将各种相关因素综合在一起, 从整体

上来分析众多变量之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

式的因果关联关系, 在宏观上来探寻和把握慢性疾病

发病的规律,建立起一套符合其本质特性的疾病疗效

评价指标体系。

针对慢性疾病病理变化的多阶段性,并且阶段内

表现为数量的渐变, 阶段之间表现为本质性突变的特

点,可以采用采用突变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慢性疾病证

候的渐变和证候间突变的现象。基于托姆原理寻找其

势函数,建立起万能扩展方程和相应的突变模型,确定

出反映其本质的突变芽。并通过模型的模拟实验, 找

出病理突变的内在机制,为慢性疾病的诊治提供科学

的理论依据。

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副作用及系统多层次涌现的

特点,可以运用自组织理论,包括协同理论和耗散结构

理论,研究引起慢性疾病系统结构演化的来自系统内

部以及外部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相互关联、相互

作用 (可以是相互协作或者是相互竞争 )后使系统的

特性产生涌现的内在本质, 找出系统演化过程中的快

变量和满变量,确定他们之间的支配关系,然后用序参

量去主导病理的演化过程。从而更加客观、更加合理

地对疾病的临床疗效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

针对慢性疾病系统药物治疗过程中的药与病的相

互作用关系中的抗药性特点, 可以采用复杂适应性系

统理论研究慢性疾病的诊治和抗药之间的对立统一关

系。将系统中各个要素按照它们各自的目标的特性设

置成不同的 agen,t然后运用遗传算法和信用分派机制

将它们放到 SWARM上进行模拟运行, 研究每一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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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自主运行在宏观上对疾病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

和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果。为我们正确地把握疾病演化

规律, 建立科学的疗效评价体系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

针对慢性疾病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的方法和标准

不健全、不完善的状况,可以运用分形几何学的原理和

方法研究慢性疾病在中医药干预前后临床疗效的评价

和确定问题,建立起分形评价指标体系及分数维数的

计算公式,为我们正确地把握疾病演化规律,建立科学

的疗效评价体系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

此外, 还可以借鉴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

学、化学组学、系统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当今生物科

学研究中重要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系统生物学, 它

是以整体性研究为特征的一种大科学, 是研究一个生

物系统中所有组成成分 (基因、mRNA、蛋白质等 )的构

成, 以及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组分间的相互关系的学

科
[ 9]

,更是中医药方法学研究中应该重视的内容。从

某种意义上说,系统生物学在中国有很好的基础。中

医学就是把人体视为一个系统, 通过测定和改变系统

的输入和输出来调节系统的状态。传统科学的缺点在

于,它只能进行 ∃黑箱操作 %, 不能解释系统的内部组
成成分和动力学过程。而系统生物学则把生物系统化

为 ∃白箱 %, 不仅要了解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而且还要

揭示出系统内部各组成成分的相互作用和运行规律。

四、结 � 语

以阴阳五行等理论为基础的我国传统的中医药学

博大精深,其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注重整体性、个体化和

动态变化,而然其最大的不足在于缺少定量化、规范化

和标准化。把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融入中医药学, 在

复杂系统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建立临床疗效评价的指

标体系、结构功能分析的模型体系和机制规律探讨的

方法体系这三大新体系来研究和处理慢性疾病防治问

题,可以充分发扬中医药学的优势,弥补其不足, 从而

有望成为一条防治慢性疾病的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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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ic d isease is a complex process. In this paper, authors analyze the lim its of bo th w estmedicat ion and tradi�
t iona lCh inesemedic ines in preven ting and treating chron ic d iseases. It is be lieved that chronic diseases have a soph isti�
ca ted behav ior of the ir own, and the treatm ent sha llbe tailo red to such behav ior. Authors suggest that the theory and ap�
proaches o f systems sc ience bemade part o f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pproaches for TCM based chron ic d isease preven�
t ion and treatmen.t They a lso propose to establish an innovative indicator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therapeut ic effects o f

chron ic diseases treatm entw ith trad itional Chinesem edic ine, and associatedmodels and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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