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师兄弟们有时

犯了错误，不敢找师父，

就会先找师母从中说和。”

研讨会的学术分享环节，

陈可冀学生回忆了他跟师

学习的趣事，引得与会嘉

宾们哄堂大笑。

业内人都知道，陈可

冀先生与夫人伉俪情深，

事业上互相支持，互相成

就，生活上互相照顾，婚

姻幸福，是人人羡慕的模

范夫妻。对于学生们“遇

到困难找师母”一事，陈

可冀院士在《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谈谈做研究生

导师的体会》一文中也有

提及。

“ 我 对 研 究 生 有 时

候 太 严 , 有 时 候 又 太 宽

了。 太 严 引 发 了 遗 憾 和

教训 , 我好几位研究生被

我训哭过 , 有事就不找我

了 , 找我老伴了。”陈可

冀 院 士 表 示， 想 来 作 为

老师对研究生还是要多

鼓励 , 少一些不好听的话 ,

这是非常重要的 ; 太宽了 ,

那也不行 ; 太严了 , 也许

会伤感情。

他强调：“每一位研

究生都是有培养前途的 ,

每一位研究生都是一颗星

星，就看我们怎么样去培

养他 ; 这些研究生选择中

医药做终身职业 , 这是人

生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选

择 , 我们应该爱护他 , 帮

助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成才。”

作为侧重临床科研和

医疗服务的医生，陈可冀

院士提倡患者第一 , 疗效

第一。重视师生情谊，不

要把学生当打工仔 , 只是

给老师干活。“要启发研

究生的服务意识和创新思

考，李政道曾说：要有向

权威挑战的思想。 这是

李政道的经验 , 我想这也

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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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冀院士学术思想传承座谈会暨从医七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春风化雨大先生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

者  黄晶  陈惠  通讯员  吴

丽丽）“德高望重”“春

风化雨”这是第十二届全

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院士

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陈可

冀的评语，一语中的。 10

月 19 日，以“传承创新发

展 谱写时代新篇章”为主

题的“第十次陈可冀院士

学术思想传承座谈会暨从

医七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

在京举行。 

此次研讨会高朋满座，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

韩济生院士，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陈凯先院

士，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陈香美院士，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

院田金洲院士，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余艳红等现场出席活

动，韩启德院士、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肖培根院士、天津中医药

大学张伯礼院士、北京中

医药大学王琦院士、中国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仝

小林院士分别题词，同贺

陈可冀从医 75 周年。

 作为我国第一代中西

医结合学家，陈可冀 1979 年

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

专家咨询团顾问；1991 年 11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院士）；在心脑血管病

诊疗方面突破创新，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

奖，卫生部甲级成果奖，爱

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他著作

等身，主编《血瘀证与活血

化瘀研究》《中国传统老年

医学文献精华》等，创办《中

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

英文版）。

陈可冀院士陈可冀院士  中西医结合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中西医结合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来自中西医结合的召唤来自中西医结合的召唤
1930 年， 陈可冀出

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父

亲陈在梅当时在京津冀新

闻界工作，为他取名“可

冀”。1949 年，陈可冀考

取了福建医学院（现福建

医科大学）医疗系，大学

就读期间培养了严谨的科

学态度和扎实的现代医学

思维。1954 年，他以优异

的成绩毕业，得以留校成

为一名内科住院医师。对

于因血吸虫病导致肝硬化

腹水的病人，时任科主任

王中方教授并不局限于仅

用汞撒利茶碱等利尿药治

疗，而选择用半边莲等中

草药治疗，屡见奇效。这

让陈可冀对中医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1954 年 6 月，毛泽东

主席指示：“即时成立中

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

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

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

工 作。”1955 年 12 月，

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

中医科学院）成立，陈可

冀奉调进京，从此开始了

自己波澜壮阔、开拓创新

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之旅。

正 如 此 次 研 讨 会 期

间，韩济生院士所评价

的 那 样，“ 陈 可 冀 得 中

医名师培养走上中西医

结合道路，根正苗壮。”

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后，

陈可冀成为素有“南冉

（雪峰）北张（锡纯）”

之称的冉老的“关门弟

子”，此后又随经方派名

老中医岳美中教授临诊，

在北京四大名医蒲辅周

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脉学。

在 跟 师 学 习 的 过 程

中，陈可冀在临证抄方

之余，研读了大量的中

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

《难经》《伤寒论》《金

匮要略》，为了加深理

解，他还研修了朱颜讲

解《神农本草经》和《黄

帝内经》、陈慎吾讲解《伤

寒论》、蒲辅周讲解《温

病 条 辨》《 温 热 经 纬》

和《时病论》等多位著

名老中医的课程。

名师指导下，西医出

身的陈可冀拥有了深厚

的中医功底，如同修练

出了医学的另外一条腿，

中医与西医，两条腿走

路，为以后的中西医结

合道路奠定了基础。

1958 年，适逢全国兴起

科学技术大协作浪潮，中国中

医研究院指派郭士魁、陈可冀

等 6 名医生投入到中国医学科

学院阜外医院 ( 心血管病研究

所 ) 协作研究高血压病及冠心

病的中医药临床研究。28 岁

的陈可冀在临床实践外，还承

担两个单位之间的协作沟通

工作，有机会经常接触吴英恺、

黄宛、方圻及蔡如升等知名教

授，讨论工作安排。

在接触大量冠心病心绞

痛患者中，陈可冀注意到应用

活血化瘀方药确有助于缓解

疼痛，减少硝酸酯类药物的用

量。“有的患者每周舌下含用

约百片 ( 一瓶 )，经连续服用

血府逐瘀汤类方药加减治疗

后，可减少其消耗量约 3/4。”

陈可冀意识到这是中西医结

合极为容易沟通的切入点。

1961 年，陈可冀发表了

相关治疗经验的论文，指出活

血化瘀疗法的经典理论意义

和实际应用价值。以后又陆

续积累案例，进行重复验证，

并从卷帙浩繁的经典文献中

探讨历朝该治法的嬗变发展

规律，丰富治疗方法，兴趣

盎然。陈可冀这一研究方向，

得到了阜外医生及中国医学

科学院专家们的认可，更加坚

定了他深入研究的信心。“对

此专题，我则情不自已，数十

年以来，奠定了活血化瘀的临

床研究基础，稳定了毕生不可

动摇的研究方向。”40 年后，

陈可冀在《活血化瘀临床研究

的心路历程》一文中，回忆起

当时的情景，仍难掩激动之情。

陈可冀带领团队研读中

医经典著作，结合临床实践，

从 150 余种活血化瘀药物筛选

出 35 种，分为和血、活血、

破血三大类，首次确立血瘀证

的现代分型，阐释了其科学

内涵。陈可冀编写完成了《血

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川芎

嗪的化学、药理与临床研究》

等著作，率先建立血瘀证和冠

心病血瘀证诊断与疗效评价

标准，为现代活血化瘀学派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

“冠心2号”“川芎嗪”“血

府逐瘀汤”，陈可冀一次又一

次将理论转化为临床实践，用

活血化瘀疗法为心脑血管病

的治疗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

陈可冀精制冠心片是在冠心 2

号的基础上研发，临床总有效

率达 80%；口服磷酸川芎嗪在

人体内 30 min 左右就达到血

药浓度的最高峰，在临床验证

了川芎嗪对缺血性脑血管病

的良好疗效，现仍在城乡广泛

临床应用。此外，陈可冀还针

对冠心病介入治疗后再狭窄

的难题，选择经典活血化瘀方

剂——血府逐瘀汤及其简化

方，进行中药干预再狭窄的多

中心临床研究，为介入后再狭

窄这一世界难题开辟了新的

中医药防治途径。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

究”获中医药领域首个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加快了我国中

西医结合防治心脑血管病的

理论和临床的创新步伐。

“中医药人只有坚定

中医药文化自信，才能聚精

会神，平心静气地搞好中医

药的传承和创新。”为了更

好地传播中医药文化，培育

中医药文化自信，陈可冀于

1980 年开始主持清代宫廷医

疗保健经验的整理挖掘工作。

清宫医案内容非常丰富，陈

可冀团队累计查阅了 3 万多

件档案。这些尘封已久的档

案，有的手一碰就碎了，有

的味道呛鼻，工作人员小心

翼翼地扫去灰尘，打开一张

张医案处方，犹如打开了一

座医史宝库，在浩如烟海的

珍贵史料中捡拾沧海遗珠。

经过陈可冀团队的不懈

努力，《慈禧光绪医方选议》

《清宫医案研究》等十余部

清宫医案著作正式出版，填

补了清代宫廷医学研究的空

白。他们据此开发的清宫寿

桃丸、平安丹等产品，广泛

应用于老年病等内科疾病。

该项目先后获古籍整理金

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奖项。

关注民生、勤耕不辍是

陈可冀的大医底色。20 世

纪 70 年代后期，人口老龄

化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问

题。1981 年， 他 倡 议 成 立

西苑医院老年病临床研究

室、1985 年成立中国中医

研究院老年医学研究所。这

一机构不仅是国内首个专注

于老年医学的研究所，还被

确立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

重点专病专科中心，为后续

中西医结合的老年医学研究

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3-1985 年，陈可冀

组

织 全

国 中 医

老 年 医 学

专家和科研人

员， 耗 时 3 年 深

入挖掘周秦至清代的

数千种医书文献，系统

梳理出十个类别，包括专

著、养生、医理、医案等，

最终编纂完成《中国传统老

年医学文献精华》一书，总

计 130 万字。此书为老年医

学研究领域开创性著作。

此外，他还曾担任第五、

第六届中华老年医学分会主

任委员和《中华老年医学杂

志》顾问，引领了中医老年

医学的发展。”50 多年来，

陈可冀院士与老龄工作密切

关联，相互促进。

“面对疾病，东西方在

同一条船上。”在第三届世

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上，FDA

政策研究室主任 Dr.Temple 

的这句话，陈可冀记忆犹新，

他也主张用多元模式来发展

中医药。

“ 一 定 要 把 中 医 药

融入世界医学领域。”陈

可冀格外重视中医药学术

传 播 与 交 流， 创 办《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及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加 强 学 术 交 流，

获“优秀国际科技期刊奖”

等奖项，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

特有的，是我国医学发展

的必然，是提高临床服务

水平的重要措施，是现代

医学发展的一个突破点，

在建设优势学科方面大有

作为。”从医 75 年，陈可

冀踏踏实实在中西医结合

道路上前行，成为先行者

和践行者。

中医药破解心脑血管病难题中医药破解心脑血管病难题 深挖医学宝库  关注老年医学发展深挖医学宝库  关注老年医学发展

弘扬中医药文化  与世界接轨弘扬中医药文化  与世界接轨

陈香美院士：陈可冀先生永远抱着崇高的理想、满怀的热情，鼓励着每一个中医、中

西医结合、西医的专家，为祖国的新医学努力。从临床实践到基础研究，从新药发现到临

床应用转化等，每一个学生、每一个青年的点滴成绩，他都会记在心上，推荐他们到更广

阔的平台上施展才华，是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领域最优秀、最崇高的伯乐先生。

张伯礼院士：作为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陈可冀院士指出，世界和人

类需要中医，中医也需要现代化。他认为中西结合可以求同结合与求异结合等多种模式，

也可以和而不同。陈院士的学术生涯是一段传统与现代、中医与西医的融合之旅，体现

了其对医学不懈的追求和对中西结合事业的深刻理解。

陈凯先院士：他是一位中西兼通、医术高超的临床医学家；一位结合临床进行了大

量严密、精细科学实验的医学科学家；一位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医学教育家；一位

把我国的中医药研究成果和中西医结合伟大实践推向世界医学的重要的传播家。他是中

国的医学之光，是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之光。

田金洲院士：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心血管大家，陈可冀老师还

是我国最早开始探索阿尔茨海默病的专家。在我用补肾药物治疗

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研究设计、数据分析过程中，得到了他的指导，

使我感受到了老师深厚的学识和广阔的视野，研究获得成功，

为中西医结合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提供了新选择。

肖培根院士： 陈可冀院士是中西医结合的先驱和突出贡献者。

仝小林院士：医文并茂大先生，用药平和赛晋卿。医案清宫揭秘史，化

瘀活血立巅峰。学科创立凭开拓，誉满中西两汇通。君子彬彬谁默契，国医

圣手最谦恭。

韩济生 院士韩济生 院士

天下的路很多，但实践教育天下的路很多，但实践教育
我，不能没有中西医结合这条路。我，不能没有中西医结合这条路。

中西医结合是我们必须走的路，中西医结合是我们必须走的路，
不能墨守成规。不能墨守成规。

我的座佑铭是：终生学习！我的座佑铭是：终生学习！
每一位中医师都应该写好中国字：每一位中医师都应该写好中国字：

这是素质标志之一；开处方应该这是素质标志之一；开处方应该
让人看懂。让人看懂。

王琦王琦院士题词院士题词韩启德韩启德院士（左）题词并与陈可冀院士合影院士（左）题词并与陈可冀院士合影

韩济生院士：陈可冀院士得中医名师培养走上中西医结合道

路，根正苗壮。一次在展览会上，他看到清宫医学记录，就开始

致力清宫医史的研究工作，根据大量史料出版了多部清宫医药著

作；达则兼济天下，他采用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心血管疾病与老年

医学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用博大的胸

怀拓宽了中西医结合道路的广度与深度。

陈可冀（左一）与学生在实验室陈可冀（左一）与学生在实验室1982 年，陈可冀（左）与周文泉讨论清宫医案1982 年，陈可冀（左）与周文泉讨论清宫医案

1956 年，岳美中（左一）与学生陈可冀（左二）1956 年，岳美中（左一）与学生陈可冀（左二）
等探讨问题等探讨问题

1970 年，陈可冀（右一）与郭士魁（右二）会诊1970 年，陈可冀（右一）与郭士魁（右二）会诊
心脏病人心脏病人

张伯礼 院士张伯礼 院士

陈凯先 院士陈凯先 院士

陈香美 院士陈香美 院士

肖培根 院士肖培根 院士

仝小林 院士仝小林 院士

陈可冀院士语录陈可冀院士语录

每一位研究生都是一颗星星每一位研究生都是一颗星星

田金洲 院士田金洲 院士

王琦 院士王琦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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