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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具有几千年历

史的中医药走向世界？如

何使注重个体辩证治疗的

中医药具有规范化的循证

医学证据？

6 月 6 日，“2015 首

届两岸四地中医药循证高

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千

余位来自内地、台湾、香

港和澳门地区的专家学者

出席会议，热烈探讨了如

何用现代医学的“循证”

方法，结合中医学辨证论

治的思维观与方法论，探

索通过中西医结合的循证

研究，实现中医药的现代

化、科学化和国际化。

“循证医学的核心思

想是在现有最好的临床研

究依据基础上作出医疗决

策。”作为本届论坛主席，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

出，要想将中医药发展成

为世界上大部分专业人士

都能共同接受的国际化的

公认科学，就要用现代医

学的技术和方法来深入研

究。中医药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方法学的问题，如此

才能使中医药大步前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

礼以“循证医学与中医药

学”为题作大会主题讲演。

他表示：“中医药是我们

共同的财富，我们中医药

人有博大的胸怀，我们愿

意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

与世界共享，这次会议非

常有意义。”

“据我了解，两岸四

地以中医药循证为主题召

开学术会议，在国内尚属

首次。我相信这次会议的

成功举办将促进我国中医

药学与西医学的进一步交

流。”大会主办方海峡两

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赵同

彬会长表示，希望论坛今

后能成为两岸四地医学交

流的纽带，为来自海峡两

岸和香港、澳门地区的专

家学者、医药卫生工作者

以及医教研机构和医药企

业，提供交流与合作的机

会，推动中医药现代化，

让中医药通过循证更好地

走向世界。

从 1971 年 2 月 参 加

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全国第

一届中西医结合工作会

议，到 2003 年 SARS 出现，

再到近期的 MERS，我越

发感觉到中医药是我国丰

富的资源和保障，需要我

们提高，并真正将其推向

世界。

为什么中医药也要走

循证医学之路？因为循证

医学是中药走向现代化、

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2009 年 我 曾 在 美 国

参加一个由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NIH）组织的

感染疾病专题会议，会议

要求我讲传统医学对流

感的治疗情况。我做了一

些文献调查，发现中医药

循证医学资料极少，然而

最近这五六年中国进步

非常快。国内部分单位、

研究院，包括一些成品药

物通过循证医学得到了

包括西医在内多方的重

视，很多西医已经开始处

方中药。

因 为 国 内 企 业、 研

究院已经认识到，完全靠

国外的技术发展国内的创

新驱动这种单向的方法不

行，中医药是老祖宗积累

下来的经验，我们可以把

经验变成循证医学，用数

据、用疗效说话，在这个

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是

我们另外一条路，也是中

国医学走向世界，并在世

界上有新亮点的非常重要

的模式。

认 识 到 中 医 药 需 要

走循证医学之路，需要有

一个示范过程，总要有人

先走，而且走出甜头来。

目前国内大部分中医药，

仍然靠宣传和口号生存。

但是，当前形势已经发生

改变，我们决不能永远停

留在“老百姓觉得不错”

这个层面上。真金不怕火

炼，只有用循证医学证据

证明其疗效，才能提高西

医对中医药的认知度和信

任度，让中医药在老百姓

心底扎根。

国 内 已 有 企 业 采 用

循证医学试验的方式证明

其产品疗效。其结果也得

到了国外国内医学界的认

可，这是榜样的力量，值

得我们追随和学习。

此外，中医界人士要

敢于面对和接受西医的挑

战。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

挑战，才更加促进中医用

现代方法证明自己，而不

能停滞不前。中医界要调

整心态，砥砺前行。

循证医学与中医学的关系

中医药讲究的是个体

的辨证治疗，而循证医学

强调的是人群的规范化治

疗，看似矛盾的二者，实

际上并不矛盾。

循证医学和中医药学

中的很多理念是相通的，

都是遵循证据。不同的是

证据的来源和级别不同。

中医药有几千年的历史，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这

些经验基本都源于对众多

个体的治疗经验。如果能

将个人经验通过研究上升

到规律层面，在更大的范

围去验证它，就会提升其

证据的级别。

我们既然坚信个人经

验是能有效指导临床实践

的，就应该有信心接受严

格的循证评价，让获得的

更高级别证据与更多人共

享。中医药人对于循证医

学，一要学，二要用，三

要知道局限性，四要创新。

局限性，即循证医学的大

规模研究与中医药的个体

化诊疗之间结合点的把握，

这一点至关重要。基于循

证医学理念，结合中医药

特点，建立反映辨证论治

特点的临床循证评价方法

就是创新。

客观认识中药安全性

关于中药安全性一直

都有争议。实际上，只要药

物具有活性，那么这种活性

既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带

来伤害，关键在于如何合理

使用，权衡收益与风险之间

的关系。

中药新药在上市前都

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性评

价和疗效评估，上市之后

还要追踪评价，因此市面

上的中药在合理使用条件

下应该是安全的。出现问

题的药物主要由于药材质

量、炮制不规范、不合理

使用等造成的。例如，生

首乌毒性大于制首乌，如

果制剂不按照炮制规范，

会增加制剂的安全性风险。

在缺乏医生指导情况下，

患者个人随意使用也带来

了许多安全问题。我们不

能接受的是假冒伪劣、非

法经营等违法行为导致的

药害事件，需要管理部门、

执法机构加强监管。

中药安全性是一个综

合性的问题，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但对于中药的

不良反应要引起重视。在

这个领域，我们的研究已

经取得一定的进步。军事

医学科学院、浙江大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等单位共

同完成的“中药安全性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建

立了中药安全性预测、安

全性早期评价等四类八种

技术方法，并已应用到中

药新药研究及评价中，获

得 2013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对中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认识将不断深化，也将进

一步指导临床合理使用，

提高安全用药水平，更好

维护群众健康。

此 次 论 坛 为 如 何 客

观、准确地评价中医药以

及中医药如何走向国际与

世界接轨，指明了方向；

也为我们民族医药企业的

发展，尤其是中药领域的

研发创新、学术推广，提

供了明确的思路和可行的

方法。

振兴民族医药工业，

创新是关键和灵魂。医药

行业要走“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这条路，

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药，尤其是在中药名

方的开发和创新上要有所

突破和建树，让传统中药

焕发新的生机，为更多人

的健康造福。

如何在中药名方的开

发和创新上有所突破和建

树，让传统中药焕发新的生

机？如何进一步提升产品

的临床使用价值，使更多

的临床专家认可，造福更

多患者？这是给我们企业

提出的新课题。此次中医

药循证高峰论坛的召开给

了我们答案。钟南山院士、

张伯礼院士、陈可冀院士、

李幼平教授等的精彩专题

报告坚定了我们要走中医

药循证之路的决心！

目前扬子江药业集团

及各子公司已与国内外研

究院所、临床机构开展了

相关产品的基础研究和临

床研究工作。如扬子江获

得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的优秀中药品

种“苏黄止咳胶囊”，正

与浙江大学呼吸疾病研究

所合作进行“苏黄抑制哮

喘小鼠气道重构和气道高

反应性研究”，研究表明

苏黄具有确切的疗效，研

究结果已在本次论坛的中

医肺病分论坛进行了发布。

这 样 的 研 究 我 们 会

继续开展，欢迎各研究单

位和各位专家与扬子江合

作，一起推动中医药循证

事业的发展。

两岸四地共同铺就中医药循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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