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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惠）“十

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11 月

19 日，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迎

来第十一次学术年会，也迎来了

研究院新的起点。

研究院院长陈可冀院士回顾

过去 11 年研究院的发展，激动

地表示，“生态环境特好，天时

地利人和”。“研究院取得了基

础和临床研究成果，传承和创新

发展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事业。

所有人以很大的敬业和责任心对

待事业，敢于担当，使得研究院

已处于同类专业前列水平。”陈

院士同时表示，未来研究院还要

在转化医学研究方面加大工作，

争取从“并跑”迈向“领跑”的

行列。

福建中医药大学党委黄有霖

书记对学院自 2005 年建立以来

取得的丰厚成果表示肯定，他指

出，研究院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建立了数个重点实验室。希望弘

扬传承精神，传承与创造结合，

取得更大辉煌。

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阮

诗玮对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未

来的发展寄予厚望，他表示，希

望该院一是秉承“中西合璧，求

真至善”的精神，认真学习，扎

实科研，改革创新，锐意进取，

推动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二是

坚持“中体西用”，用现代医学

指标、方法等评价中药复方或辨

证论治中医病症的疗效；三是“西

体中用”，用中医药的经验事实

丰富现代医药学的理论宝库；四

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

力量团结一致，优势互补，相互

融合，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五是通过多形式、多途径，加大

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力量。

开幕式由福建中医药大学陈

立典校长主持。

在学术年会召开前夕，陈可冀学术思想传承工作室在福建中医药大学揭牌。工作室挂靠中

西医结合研究院，主任为彭军副院长。

工作室将围绕三个方面开展工作：高血压中医证候人群调查和精准辨证系列研究；清眩降

压汤、精制清眩降压汤、清眩降压汤分子组方的临床疗效特征的系列研究、基础医学研究；高

血压发病、发展与肝火上炎、肝阳上亢等临床和基础医学研究。

2016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学术年会召开，陈可冀院士指出 ：

中西医结合发展需要好的生态环境

福建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中

西医结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献

祥教授介绍了 11 年来研究院所

做的各项研究工作。目前为止，

该研究院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1 项， 省 部 级 项 目 122 项， 中

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 7

项，福建省科学技术奖 9 项，国

家医疗器械注册证 1 个，国家发

明专利9项。研究院与美国、英国、

希腊、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科研合作与交流。

从 建 立 之 初， 研 究 院 就 设

立了 3 个重点研究方向，分别为

中西医结合骨关节炎研究团队、

中西医结合大肠癌研究团队和中

西药结合中药研究团队。刘献祥

表示，十三五期间，研究院将重

点推进中西医结合防治高血压研

究，继续深入开展消化道肿瘤、

骨关节炎等基础与临床研究；力

争国家级科研课题 20 项以上；

发表 SCI 源期刊论文 100 篇以上，

其中 IF8 分以上 3~5 篇；申请国

家发明专利 8-10 项及省部级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 1~2 项。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十三五目标：

国家课题20项，SCI百篇，专利10项

陈可冀学术思想传承工作室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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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证候分类与西医
疾病诊断：整合与未来
▲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吕爱平

医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患者

进行分类，并藉此分类提供治疗干

预措施和方法。分类的准确性决定

治疗干预方法的有效性。西医对患

者的分类是疾病诊断，而中医对患

者的分类是证候分类（辨证）。疾

病诊断和中医证候分类的结合是中

西医结合医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将

有可能提高临床疗效，甚至改变医

学对人体的分类方法，进而改变治

疗学观点。

以类风湿关节炎为例，西医的

诊断标准非常明确，但西医诊断中

不会重视诸如关节是否怕冷，是

否怕热的感觉。而中医证候分类

则非常重视这些感觉。怕热的患

者可能属于热证，怕冷的患者可

能属于寒证。西医一旦诊断为类

风湿关节炎，其治疗方案将选择

相应的治疗药物和干预措施，而

中医治疗时，即使都是类风湿关节

炎，因为其寒热证候不同，所用的

药物将明显不同。

临床试验也表明，一些常规

的西药治疗方案在不同证候之间

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之间疗效不

一样；同样，如果进一步明确中

医治疗方案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的证候特征，将大大提高该中医

治疗方案的疗效。随着组学和生

物信息学的发展，我们也阐明了

类风湿关节炎寒热证候患者的分

子网络特征，并找到了不同药物

治疗寒热证候类风湿关节炎的网

络药理机制。

证候分类既可将患有相关疾

病的人群归属不同的证候类别，也

将不同疾病的人群归于相同证候，

即现在常说的“异病同治（证）”。

例如西医学中截然不同的三种疾

病，类风湿关节炎、冠状动脉疾

病以及 2 型糖尿病。在中医临床

实践中，罹患这三种疾病的患者

可能接受同样的治疗措施，因此

他们可能表现出同样的中医证候。

如果患上述疾病的患者均诊断为

血瘀证，则都可以通过活血化瘀

法来治疗。

我们对这三种完全不同疾病的

差异基因进行了分析。虽然表现出

一个非常复杂的分析网络，但其中

是有若干个分析网络模块组成。值

得提出的是，不同模块可以组合成

三种疾病，其中包括类风湿关节炎

的寒热证候。这些疾病之间既有相

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由于人的

疾病非常复杂，即使患同一种疾病，

其表现都不一样（比如证候不同，

或者分析模块不同），加上很多患

者同时患有其他疾病。

因此，或许在未来，随着组学

数据的积累和分子网络医学的发展，

现有的疾病诊断和中医证候分类将

演变为基于分子模块的分类方法。

所有的治疗将是根据患者的分子模

块而进行，既可以是基于患者单一

模块的单一药物治疗，更多的情况

将是基于患者所表现的多个分子模

块组合的组合治疗。基于此，中药

复方药物治疗机制和成分组合药物

研究将成为中药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因此，中医证候分类和西医

疾病诊断的整合研究具有特殊的意

义，其原创性或可使之成为我国未

来可能引领世界生命科学潮流的重

要研究领域之一，期待未来有更多

研究者关注并投身于该研究。

 （下转第 19 版）

疾病诊断和中医证候分类的结合是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核

心内容之一，将有可能提高临床疗效，甚至改变医学对人体

的分类方法，进而改变治疗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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