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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召开的“中医药

循证走向国际”高峰论坛，

可以说是在正确的时间点

上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中医药要实现在新时

代的跨越，到底是“中医

药的现代化”还是“中医

药的国际化”一直存在争

论。从目前情况看，中医

药的“现代化”应该已经

基本实现，但中医药的“国

际化”路还很长。本次论

坛最大的亮点就是，集合

了两岸四地的中医、西医、

基础、临床等方方面面的

优势资源，为中医药的发

展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法。

中 医 药 循 证， 无 论

对中医药学还是循证医学

都有重要影响。中医药循

证既为中医药学走向国

际，提供了一个生产国际

认可的高质量证据的重要

手段，可以很大程度提高

中医药证据的质量，进而

助力中医药走向国际；也

为我们借鉴循证医学的标

准、方法、流程和规范，

创新研发出既能体现中医

药特点，又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中医药循证医学标

准、方法、指南和规范，

走出一条中西医并重、中

西药并用的疾病防治新

路；为最终实现“千年目

标”，提高全球重大疾病

防治的绩效，作出我们应

有的贡献。

按 照 传 统 中 医 教 科

书，外感咳嗽分为风寒、

风热、风燥，因此，临床

一直按这个分类诊治相关

咳嗽。但经过大量临床实

践发现，有一类咳嗽，用

清热药、温热药效果都不

好。且通过临床观察，发

现这类咳嗽具有“风证”

特点，表现为阵发性顿咳、

挛急性咳嗽，刺激性咳或

顽固性咳，有时有严重急

迫，难以自抑；突发、突

止，变化莫测。

目前对于这类患者，

运用“风咳”理论配制苏

黄止咳汤疗效获得了肯

定。以此为基础研发的苏

黄止咳胶囊，在前期临床

经验基础上，开展了一系

列临床研究，疗效获得肯

定。有些患者表示，多年

的莫名其妙的咳嗽居然治

好了。

其 实，“ 风 咳” 理

论并非我创造出来的，在

古代医学文献中就有关于

“风咳”的记载。只是在

中医的不断传承过程中，

这个理论被忽视了。这其

实也反映出了中医继承与

发扬的关系问题。如果生

搬硬套书本知识，中医的

诊疗技术就无法进一步发

展。只有通过临床实践过

程中的不断观察、思考和

总结，才能将中医这块民

族瑰宝不断传承和发扬，

造福更多患者。

中医药对哮喘作用的

研究较多，包括我们团队开

展的黄芪提取物、黄芪与冬

虫夏草的合剂以及今天我

在会上报告的苏黄止咳胶

囊等。这些药物对哮喘的气

道高反应性有特异性作用。

西医对哮喘治疗的研究更

倾向于炎症的角度。

中 药 治 疗 疾 病 的 机

制往往比较复杂，对于中

药的循证医学研究应看重

其疗效。可借鉴西医大型

双盲随机对照研究的设计

方法，经过严格控制质量

的临床研究，证明中药汤

剂、中成药对某个疾病有

效后，再建立动物模型开

展机制研究，补充论证其

有效性。

对 于 目 前 中 药 循 证

医学研究，我认为，首先

是国家、中医药企业等要

有开展一些大型多中心

临床研究的意识，增加这

方面的投入，将研究开展

起来。我们已经有很多细

胞实验或者动物模型的

数据表明某个中成药可

能在某一疾病中起到调

控作用，但缺乏临床的转

化医学研究。

当然，中药循证医学

研究开展过程中会遇到很

多困难，如中成药的质控

问题等。王辰院士团队治

疗甲流的汤剂采用统一制

备，分发给各临床中心的

办法，能保证同一批研究

药物质量的一致性，其研

究结果得到国际的认可，

并发表在《内科学年鉴》

杂志上，这样的方法值得

借鉴。另一个问题是，安

慰剂对照在实践中较难开

展，如何找到与治疗组汤

剂色香味都类似的汤剂值

得探讨。

总之，对于中成药的

使用，最重要的是用大型

临床研究数据证明其对某

个疾病的有效性，最好能

作为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

据写进相关疾病临床防治

指南，这样才能得到更好

地推广应用，才能更好地

服务于患者。

中医的优势在于部分慢

性非气道炎性疾病及功能调

节紊乱疾病，如慢性咳嗽。

虽 然 目 前 咳 嗽 相 关 中

成 药 的 品 种 很 多， 很 多 都

是根据以前的经验方产生，

CFDA 批准前未进行过疗效

和安全性方面的临床研究，

治疗指征不明确，各种药物

的说明书也都大同小异：止

咳、化痰、平喘，不良反应

与禁忌症不清楚。

中成药要得到认可，必

须采用现代医学的循证医学手

段进行临床研究，遵照临床研

究的科学方法，设计严谨的研

究方案，明确疗效和安全性。

由于存在上述问题，从

国家管理层面来讲，应启动

中药上市后再评价程序。目

前，中药注射剂已经开始该

方面工作，咳嗽中药以后也

应该走这一步路，对疗效、

安全性、适应证进行评价。

如果疗效不好、适应证不明

确、安全性不佳或质控不好，

则应给予淘汰。

目前，国内有一些企业

已经开始走这一条路。以扬子

江的苏黄止咳胶囊为例，已经

开始开展中药临床对照研究，

针对明确适应证进行药物研

发，这是非常可喜的事。

但由于中药是复方药物，

对于药物的有效组分、物质

基础、作用机制等，都还有

大量工作要做。结合中医中

药的经验与现代医学的手段，

研发出疗效指征明确的新一

代咳嗽中药，势在必行。 

未 来 的 10 至 20 年， 将

是中药走向创新的重要时期。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医技

术、方法、思维已经愈发接近，

如西医倡导的多学科联合治

疗就是中医治疗理念的体现。

既 然 是 药 物 就 要 保 证

临床应用时安全有效。古代

医书记载，是循证医学原始

的出发点。目前，关于中药

的基础研究还面临着一些问

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

医辨证论治的思想难以用准

确的动物模型来体现。动物

模型方面一直有人在做，然

而如何在动物上建立准确的

中医药辨证模型，是一个需

要突破的瓶颈。如虚证、实

证如何来模拟？阴虚和湿热

如何表现？这些内容可以落

实到某些因子上，但并不能

完全体现中医所需的东西。

用现代医学技术建立中医药

所需的动物模型，亟待突破。

另外，中药材的标准化

问题同样严峻。中药材品种

繁多，来源于植物、动物及

矿物，但由于基源相近、外

形相似等原因，出现了众多

的“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

的现象，由此可见，中药材

的标准化比生产标准化更难。

其次中药材的质量控制成分

大多过于简单，不能充分体

现其功效的物质基础。因此

中药材的收集、种植、炮制、

加工和应用等方面都还存在

标准化、安全性等问题。

在中医药方面搞循证研

究，需辩证来看。毫无疑问，

循 证 医 学 理 论 是 先 进 的 理

念，但对中医诊治的某些病

种是适用的，有些并不适用，

并非普适。如果中医药理论

全部都用循证医学方法来论

证，那么中医就变味了。

笔者认为，众人认可的、

足以证明其安全性、合理性

和有效性的产品，没有必要

再去循证。但对一些新产品，

最好有循证证据。

具体来说，西药的优势

是快速见效，所有药物的机

制都很明确，知道哪个药物在

哪个环节起作用，长期改善生

存质量和预后方面有缺陷是

其不足之处。中医的优势恰

恰是可以延长患者寿命，中医

讲究标本兼顾，一方面针对

患者症状对症治疗，同时针

对患者个人体质，进行调理。

中药的不足却也正是其优势，

即由于个体化的辨证论治，

基本取决于医生的个人经验

和把握，很难复制和推广，

另外中药起效相对较慢，用

药至少需持续两三个月。

目前，国内中医界对循

证研究看法不同。实际上，

中医的特色就是个性化，但如

果有一些中药能被西医认可，

循证一定是重要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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