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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中西医结合诊疗实践，要注重理论层面的结合，深入探讨中医与西医进行结合的形式与层次。在疾

病诊疗过程中，寻找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的契合点，梳理优势病种，注重“病证结合”，探求中西医结合的科学化发

展。这样才可以促进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发展，促进中国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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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建立需在研究中破解
难题

中西医结合诊疗实践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医医

院、中西医结合特色医院以及综合性医院的中医科

一直都在开展中。事实上，目前中医的诊疗就是中

西医结合诊疗，比如中医病历书写规范要求同时包

含中医和西医诊疗内容；再如临床实践工作中会同

时给予患者中药加西药的治疗。北京中医药大学王

伟教授指出，目前所谓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基本相当

于中医+西医诊疗，中医和西医诊疗是两套并行的

诊疗模式，如对冠心病患者，中医按照中医辨证论

治诊断为气滞血瘀，给予相应的益气活血治疗，西

医根据诊断和检查结果同时给予相应药物治疗，然

而患者所服用的西药和中药是否有相当或相似的

治疗效果，这一问题在临床实践中很少加以考量。

王伟教授提出，中西医结合诊疗在理论层面的研究

不够，远远不足以为中西医结合诊疗实践工作提供

发展基础。目前中西医结合诊疗很大程度是依赖于

经验的总结，缺乏严谨的、可重复性的循证证据来

支持。中西医结合诊疗实践目前仍停在“一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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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一针一穴”等“术”的层面上，缺乏“道”的层面

的深入研究，导致中西医结合诊疗工作成为“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学科发展缺乏严谨的数据支持，

因此中西医结合诊疗在临床实践工作中很难有质

的突破。众所周知，中医和西医各自有着不同的理

论体系和诊疗思维，两种医学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哲

学基础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发展中西医结合诊疗，

应着眼于临床，从临床问题中寻找中医与西医的结

合点，以循证方法为关键点，深入探讨中医与西医

诊疗实践中结合的机制、形式与层次。通过培养科

研人才、提升科研水平、建立适合于中西医结合临

床循证研究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平台，有效引导在西

医医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工作，提高学术繁

荣度，使中西医结合诊疗在研究中寻找得到突破和

升华。

2 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建立应该坚持并深入研
究“病证结合”的客观规律

中西医结合将中医、西医两种医学思维方式充

分融合，通过两者理论的相互渗透、彼此借鉴，以此

指导临床诊疗实践，进而将中医、西医的理论、诊断

和治疗进行合理整合、优势互补，形成相对稳定的

临床诊疗规范，可称之为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王

伟教授认为，中医和西医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在相互比较、相互竞争、甚至相互诋毁，但在临床

实践中，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疗效是毋庸置疑的，尤

其对于某些疾病或是疾病发展的特定阶段，采用中

西医结合进行诊疗，往往能取得比单一中医或者西

医治疗更为显著的治疗效果，由此可见，中西医结

合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特有医学体系的成熟，也能

极大的促进现代临床医学的发展。王伟教授表示，

西医诊疗强调系统化，多运用现代科技方法和手段，

治疗重点关注病变脏器的器质和功能上的变化，更

新速度快；中医在疾病的治疗上运用整体观念，擅

长辨证诊疗，强调个体化诊疗，近现代发展较缓慢，

但中西医结合经过 60 多年的践行，也取得许多重

大成果。如屠呦呦教授成功研发青蒿素，创制了新

结构类型的一线抗疟新药；沈自尹率先对“命门之

火—肾阳”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其本质特征，其成

果得到了国内外多所科研机构的引用，促进中医

“证”的研究客观化、现代化；张伯礼院士主持进行

的“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研及其产业

化”，形成了“中成药二次开发”新模式，加速了中国

中药制药技术智慧型升级等。在中西医结合临床诊

疗工作方面，陈可冀、李连达两位院士从中西医结

合角度出发，将辨病与辨证结合，率先提出对冠心

病采用活血化瘀方法进行治疗；吴咸中院士最早将

中医中的“通里攻下”法应用于临床外科治疗之中，

开创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新模式；陈香美院

士从中医证候和病理关系角度出发进行的“IgA 肾

病中西医结合证治规律与诊疗关键技术的创研及

应用”项目研究，揭示 IgA 肾病进展新机制，从中西

医结合角度制定了治疗 IgA 肾病的新方案。以上临

床研究成果为中西医结合诊疗开辟了新思路和新

模式，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并充分

证实了其可行性、可用性和可及性。王伟教授提到，

“病证结合”是前辈们不懈努力取得的宝贵经验，中

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建立应该坚持并深入研究

“病证结合”的客观规律，以这种方法，综合分析临

床中的各类问题，制定最佳诊疗方案，提高临床治

疗效果。

3 以“优势病种”为抓手推进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
的临床研究和发展

王伟教授认为，寻找中医与西医的学科契合

点，关键要从寻找适合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优势

病种入手。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开展可以首先在

中医治疗系统内进行，从梳理优势病种入手，对这

些优势病种进行正确、规范的中西医病证结合诊

疗，可以积累丰富的治疗经验。王伟教授谈到，近

30 年来，中国居民疾病谱有了重大转变———以中老

年人群为例，痛风、缺血性心脏病和脑卒中等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已取代传染性疾病、母婴疾病、营养

相关疾病等，成为疾病负担的主要原因。中医恰恰

在“虚”“老”“慢”“多”（“虚”指体虚，是人体正气虚

损的一种病理状态；“老”指老年性疾病，伴随着生

理功能的减退；“慢”指慢性病，病程迁延不愈；“多”

是指具有多发性、多种因素、多个脏器的疾病）为特

征的疾病中，与西医配合体现出明显的优势互补的

治疗效果。例如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极大改善慢性

心衰患者的生活质量；糖尿病患者在用西医手段控

制血糖的基础上配合使用中药可以有效延迟并发

症、提高生活质量。临床实践证实，中医在一些多重

感染、继发性感染、病毒和细菌的混合感染等情况、

复杂性的多脏器衰竭等方面，基于其特有的整体观

和辨证论治的指导下，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与治疗手段；再如临床颅脑手术后患者经常会出现

不明原因发热，采用中医的辨证论治手段可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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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ode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terview record from Professor WANG Wei

LIU Jianwei1，DONG Wenjin2，TAO Huixin1，FAN Yadong1，ZHAO Shuwu1，BIAN Yuhong1

（１． Schoo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of Ｔ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1617；
2. Tianjin People’s Hospital，Tianjin 301617，Chinａ）

Abstract：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actice，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combination of thetheoretical level，and conduct in鄄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forms and level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it is necessary to find the points of converg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ort
out dominant diseases，concentrate on the aspect of “combination of disease and symptom”，quest the path of
developing the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cientifically. The forms and methods of treatment by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an only be developed improved in this way，then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an be developed in our country as well.
Keywords：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ode；interview；WANG Wei

良好的临床效果。因此，以中西医结合诊疗“优势病

种”为抓手、由点及面是有效推动中西医结合诊疗

模式发展可行手段之一。

4 小结
王伟教授最后指出，中医与西医在临床治疗上

具有显而易见的互补性，然两者何时互补、怎样互

补尚需要大量临床研究和科学实验去论证。要推进

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发展，应该从现有的基础着

手、形成相应的诊疗模式后推行。要继续探求中西

医结合诊疗的科学化发展，需要科研成果支持，政

府进行引导，公众对中西医不断认同，这样才可以

促进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发展，促进中国中西医

临床医学的发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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