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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阴凉血 平稳降压 改善症状

中医药具有复杂干预

和个体化治疗的特点，现

有评价手段如随机对照试

验有其局限性，而基于临

床实际数据的真实世界研

究近年来备受关注。随着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

联网的发展，我们迎来大

数据时代。我国生物医药

大数据研究才刚刚起步，

2015 年 863 计划启动“生

物大数据开发与利用关键

技术研究”。与此同时，

生物样本作为生命科学基

础研究与转化医学研究的

宝贵资源，近年来备受欧

美等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

然而，在中医药领域开展

大数据、生物样本库、真

实世界的系统研究还很少，

亟待整合全国资源、多学

科交叉开展研究。

笔者团队既往建立了

冠心病临床科研信息共享

系统，探索了基于多种数

据挖掘方法的真实世界研

究新模式，用蛋白质组学

方法发现了冠心病高危患

者潜在生物标志物，为构

建心血管病中西医结合大

数据平台及临床评价与转

化应用研究奠定了基础。

十三五期间，中国中医科

学院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拟

在冠心病临床科研信息共

享系统基础上，在全国范

围内征集 50~100 家参加单

位，充分利用移动医疗及

健康云技术，构建心血管

病中西医结合多中心诊疗

随访信息平台，通过资源

共享、分级管理、医生激

励、患者获益的创新机制，

提供基于各种临床问题的

数据挖掘分析服务，调动

合作医院及医生的积极性，

促进基于临床诊疗随访数

据研究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依托心血管病中西

医结合诊疗随访大数据平

台，建立重大心血管病的

病证结合生物样本库，制

定符合国际规范的生物样

本采集及临床与生物样本

信息整合平台运行管理机

制，促进生物样本库的标

准化建设、开放共享和高

效利用。

心血管病中西医结合

诊疗随访大数据平台还可

以解决以下问题：一、目

前临床科研中患者信息存

在断面的问题，利用平台

移动电子病历技术，医生

患者双方可以随时随地完

善电子病历，医生可以随

时调阅；二、解决协作单

位临床科研模版数据纸质

填写及反复报送问题，平

台支持电子化科研模版，

协作组可以把临床数据随

时记录存档，统计分析；

三、解决院外病人随访问

题，平台支持分病种定时

自动短信随访；四、解决

医 患 互 动 问 题， 支 持 图

文、语音、视频功能；五、

建立我国中西医结合防治

血管病多中心临床研究协

作网络及临床诊疗质量监

测平台，对促进中西医结

合优势互补进一步提高心

血管病防治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

精准医学的定义是，

在有相似临床表现的病

人中，根据每个病人不

同的基因组、生物标记

物、表型或社会心理学

特征而有目的、针对性

的治疗。与以往医学理

念相比，精准医学进步

之处是将人们对疾病机

制的认识与生物大数据

和信息科学相交叉，精

确进行疾病分类及诊断，

为患者（目前主要是乳

腺癌和白血病）提供更

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治

疗措施，既有生物大数

据的整合性，也有个体

化疾病诊治的针对性和

实时检测的先进性。

辨证论治使中医药

在几千年的发展里体现

出个体化治疗的特点，

发展中国特色的“精准

医学”，离不开中医药

的参与。

精准预防

《黄帝内经》最早明

确提出“治未病”的思想：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

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

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

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

晚乎！”“治未病”主要

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未病先防（治其未生，

治其未成，治其未发），

既病防变，瘥后防复。

其中“未病先防”应作

为疾病防控的重点，将

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

中医特色的个体化

治疗体现在因时、因地、

因人制宜的思想中，也

同样可以从“三因”制

宜的角度发展中医特色

的“精准预防”。

“ 因 时、 因 地、 因

人制宜”应作为一个整

体应用于疾病的预防。

若既能获得微观的遗传

学和生物学指标，又从

整体观角度进行把握，

就能最大限度发挥中医

特色，对个体和特定的

群体做到“精准预防”。

精准诊断

诊断是治疗的前提，

只有准确的诊断才有可

能得到准确的治疗。而

目前提出的精准医学主

要是基于分子生物学的

基因测序。但基因测序

价格昂贵，难以普及推

广。加之我国人口基数

庞大，想要得到每个个

体的基因组信息，以及

从疾病的基因调控网络

中找到驱动因子，更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医

诊断采用辨病与辨证相

结合的方式，但在目前

的临床实践和研究中，

也存在一些问题，使中

医诊断难以精准。

“辨证”是证候的

诊断，是中医诊治的精

髓。证是指疾病在某一

阶段的病理概括，是疾

病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矛

盾。明确了证候特征，

即是明确了治疗“靶点”，

才能准确治疗。

精准治疗

中医的辨证论治本

身属于个性化治疗，而

目前由于证候的分类、

名称和诊断标准不统一，

加上证候在疾病的进程

中是不断演变的，证候

的复杂性以及诊断的主

观性，有时会导致辨证

结果不精准，虽然治疗

是“个性化”的，但很

难是“精准”的。而中

医要达到精准治疗，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研究：方药精准对应、

方证相应、明确中药量

效 / 毒效关系、新药设

计与创制。

发展精准医学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发展中

国特色的精准医学，不

能忽略作为中国医疗体

系组成部分的中医药。

未来需要更多先进的技

术手段，使中医预防、

诊断和治疗能达到精准

化，不仅提高中医诊疗

水平，也不断提升中医

药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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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心血管疾病

（CVD）合并精神心理疾

病以其发病率高、治疗率

低、疗效不理想等特点备

受关注，“双心医学”也

成为 CVD 研究领域的焦

点之一。

尽管针对“双心医学”

的研究广泛而深入，但仍

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探讨。

比如：虽然患者的健康意

识日益强化，但多数患者

对精神心理疾病的认知尚

肤浅；部分心血管医师对

“双心”疾病认识不足亦

或各专科医生之间缺乏合

作，各自仅注重自己的专

业领域，忽略了“双心医

学”；抗抑郁及焦虑西药

的作用机制单一，部分药

物明显增加 CVD 不良事

件的发生率；中医诊疗“双

心”疾病虽然历史悠久，

但缺乏以循证医学理论指

导的大规范研究。“双心

医学”�发展的桎梏在于其

诊疗体系尚不完善，而建

立完善的“双心医学”中

西医结合整体诊疗体系是

“双心医学”长足发展的

保障。

����首先，建立健全“双

心医学”的三级干预体系：

初级干预在于社区或基层

医院，第二层干预在于心

内科，第三层干预在于“双

心”门诊。社区或基层医

院往往是许多“双心”疾

病患者初诊的医疗机构，

将“双心医学”的三级干

预体系阵线前移到基层医

院，有助于对“双心”疾

病患者的早期发现和早期

诊治，同时，也为缓解期

患者康复提供了长久的医

疗保障。

其次，大力培养具备

“双心”理念的医师，建

立和完善中西医结合“双

心”专业学团队，�打造“双

心”�学术平台，营造中医、

西医、心血管病、心理学

多学科通力合作的氛围，

多层次、多角度加深对“双

心”医学的认识，从而体

现祖国医学“整体论治”

的精髓。���

再者，应提倡“双心

医 学” 三 级 预 防 理 念。

CVD 的三级预防理念早

已深入人心，但是，目前

仅提到“双心医学”的诊

治，其实，“双心医学”

的防治应与 CVD 一样，

强化三级预防。西医学诊

治“双心”疾病的优势在

于评价指标客观，CVD、

心理疾病诊疗已有大量

的循证医学证据和指南规

范，尤其是对心理状态的

评估已具备多种评价体

系；中医学诊治“双心”

疾病则注重以阴阳为纲，

既注重气虚、阴虚的本质，

又兼顾气滞、痰火、血瘀

等病理因素，同时充分发

挥中医多靶点整体调理的

特色优势，病证结合，针

药结合。在“双心”疾病

的诊治中应将中西医优势

互补的理念融合到三级预

防中，整体论治“双心”

疾病。

总之，构建完善的“双

心医学”中西医结合诊疗

体系应以整体观为基石，

以“双心”和谐为宗旨，

在“社会 - 心理 - 生物医

学”新型医学模式基础上，

既注重西医客观化的评价

指标，也注重气虚、阴虚、

气滞、痰火、血瘀等中医

病理因素，三级预防、三

级干预，从而寻求对生命

科学理解及个体人文关怀

的完美结合。

实现心血管病中西医结合诊疗大数据

构建随访和质量监测平台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徐浩  史大卓  陈可冀

以整体观为基石的“双心医学” 中西医结合整体诊疗体系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陈晓虎

中国特色“精准医学”
不能忽略中医药
▲�中国中医科学院���商洪才  邱瑞瑾  王永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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