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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 ：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学术年会召开

国家中医心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福建）成立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蔡增蕊）12 月 12 日，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学术年会暨国家中医心血管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授牌仪式在福州举行。会议

围绕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的重点工作、研究成果、

“十四五”规划，以及数据科学与中医药结合等话题

展开深入讨论，并在会上举行了国家中医心血管临床

研究中心分中心授牌仪式。

本次年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来自

中西医结合、中医学、药学等领域的多学科专家参会

交流。会议由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

院共同主办。福建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刘献祥教授、福

建中医学院原院长杜建教授、北京大学中医药现代研

究中心原主任徐筱杰教授担任会议主持人。

扎实推进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内涵式发展

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
具有广阔前景

褚剑锋  探索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规律

彭军  十五载上下求索  硕果累累

清宫荣筋三方
治疗骨关节疾病国家中医心血管临床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医

科学院西苑医院陈可冀院

士指出，这是国家科技部

批准成立的首个中医国家

心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分中心。该研究中心由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福建省人民医院等 30 家单

位组成，通过加强国内外

合作，创建大数据平台，

促进中西医结合新技术的

研究与应用。

据悉，在 2020 软科中

国大学排名中，福建中医

药大学的中西医结合学科

在全国 63 家参评学科中排

名第三位。

福建中医药大学党委

副书记、校长李灿东教授表

示，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

的瑰宝，是融预防、治疗、

康复为一体的整体医学，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 年是福建中西医

结合研究院建院 15 周年。

15 年来，福建中西医结合

研究院围绕心血管病、肿

瘤、老年性骨病等方向，

开展了中西医结合基础和

临床研究，已取得诸多重

要成果。“未来，我们将

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精神，扎实推进福建

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内涵式

发展，为推进中西医结合

事业做出贡献。”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

院 肿 瘤 研 究 所 所 长 林 久

茂 教 授 介 绍 了 肿 瘤 研 究

所的科研进展。

肿瘤研究所以“中医

药传统理论”和“中西医

结合科研思路”为指导，

在 全 国 百 名 名 中 医 的 指

导 下， 运 用 多 学 科 研 究

方 法 和 手 段， 围 绕 杜 建

教 授 临 床 经 验 方 解 毒 消

癥饮、 扶 正 抑 癌 方 和 扶

正清解方，以及片仔癀、

八宝丹、清解扶正颗粒、

精 制 保 和 颗 粒 和 白 花 蛇

舌 草、 半 枝 莲 等， 开 展

了 中 西 医 结 合 防 治 消 化

系 统 肿 瘤 的 系 列 基 础 与

临床研究。

迄 今， 已 开 展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15

项， 国 家 科 技 部 国 际 合

作 项 目 1 项， 发 表 相 关

文 章 190 余 篇（ 含 SCI

百余篇）， 获 得 福 建 省

科 学 技 术 三 等 奖 2 项，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学 会 科

学 技 术 二 等 奖 2 项、 三

等 奖 1 项， 申 报 国 家 发

明专利 6 项。

林教授指出，中医药

治疗肿瘤研究方兴未艾，

许 多 新 抗 肿 瘤 药 物 研 发

来 自 中 药 或 天 然 药 物，

中 西 医 结 合 治 疗 肿 瘤 具

有广阔前景。

福 建 中 西 医 结 合 研

究院副院长褚剑锋教授介

绍了心血管病研究所的科

研进展。褚教授表示，在

探索中西医结合防治高血

压、缺血性心脏病的研究

中，以清眩解压汤的基础

与临床研究为契机，开展

了中药新药和防治新发高

血压系列研究。

同时，搭建了福建省

中西医结合防治重大心血

管慢病协同创新中心、国

家中医心血管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分中心两大研究

平台，以促进老中青学术

传承，推动人才培养建设。

褚教授介绍，以芳香

温通法抗心肌缺血改善心

脏功能研究为例，现代医

学对低温或寒邪致病的研

究发现，低温抑制了癌症

免疫机制，温热疗法可抑

制结肠癌瘤体的生长。对

于冠心病的研究也发现，

致死性急性心梗在低温季

节发病为主，非致死性心

梗在低温季节发病为多；

每 年 11 月 至 次 年 3 月，

心梗发病占全年发病一半

以上。“芳香温通法在防

治缺血性心脏病方面，学

术思想有传承、有历史，

多项研究与临床实践也证

明了其科学性。“

褚教授介绍，心血管

病研究所开展省部级及以

上课题研究 17 项，其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

发表了论文 20 余篇（含

SCI 十余篇），申请发明

专利 5 项。“未来，在探

索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

病规律的过程中，将着力

打造高水平的研究团队，

建设高水平研究平台，取

得高水平研究成果，造福

更多的心血管病患者。”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

院副院长彭军教授介绍了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成

立 15 周年的工作成绩。在

人才建设方面，福建中西

医结合研究院已形成中青

年为骨干、硕博士为主体、

学员结构优良、职称结构

合理的师资队伍，其中包

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

大师、全国名中医等众多

资深学者。

在 科 研 方 面， 分 别

成立了国医大师陈可冀院

士、全国名中医杜建学术

思想传承工作室，在中西

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病、骨

病和肿瘤等领域展开重点

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 金 56 项， 省 部 级 项 目

172 项，发表 SCI 论文 348

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19 项。

针 对 中 医 药 科 研 与

产业发展的前沿问题，建

立了医学实验中心科研平

台，实验室面积超 1000 ㎡，

实验仪器设备总价值逾 1

亿元，已取得诸多科研成

果，并为近 1000 项校内外

科研课题提供了共享服务

和技术支持。因此，获得

福建省“双一流”高峰学

科、福建省 2011 协同创新

中心、国家中医心血管病

临床研究分中心等荣誉。

此外，院校医学论文影响

力自 2017 年进入基本科学

指标（ESI）全球排名前 1%

行列。

彭军教授表示，未来，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将

发 挥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作

用，加强中医新药研发与

应用，助力提高临床诊疗

水平，争取获得更多得到

国家乃至全世界认可的创

新成果，为构建人类健康

共同体做出贡献。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西

医结合学院副院长李西海

教授介绍了清宫荣筋三方

治疗骨关节疾病研究。

清 宫 荣 筋 三 方 凝 练

了 清 宫 用 药 特 点 特 色，

包 括 荣 筋 拈 痛 方、 荣 筋

壮 骨 方 和 荣 筋 抑 瘤 方。

针 对 骨 关 节 疾 病 的 核 心

病 机， 秉 承 养 血 荣 筋、

筋 为 骨 用 原 则， 进 行 了

网 络 药 理 学、 生 物 信 息

学 和 活 体 成 像 等 研 究，

从 方 证 对 应 角 度 揭 示 荣

筋三方的科学内涵：

第 一， 荣 筋 拈 痛 方

以 肾 主 骨 理 论 为 内 涵，

针 对 本 痿 标 痹、 痿 痹 共

存， 采 用 牛 膝、 当 归、

独 活、 羌 活、 防 风、 甘

草 等 药 物， 抑 制 骨 关 节

炎 软 骨 退 变 和 骨 关 节 炎

疼痛等；

第 二， 荣 筋 壮 骨 方

针 对 精 乏 髓 枯， 采 用 熟

地 黄、 杜 仲、 续 断、 补

骨脂、当归、白芍等药物，

改善绝经后骨质疏松等；

第三，荣筋抑瘤方针

对痰瘀互结、筋骨失荣，

采用黄芪、当归、玄参、

蛇舌草、山慈菇、川牛膝

等药物，抑制骨肉瘤等。

李 教 授 表 示， 对 清

宫 荣 筋 三 方 的 药 效 学 研

究 和 临 床 研 究 将 为 骨 关

节 疾 病 的 临 床 诊 疗 提 供

新路径。

中 西 医 结 合 专 栏
INTEGRATIVE MEDICINE 

中西医结合
专栏编委会

栏目总编辑：    陈可冀

本期轮值主编：褚剑锋

                         赵福海

执行主编：

陈香美   唐旭东 黄光英   

张允岭   刘献祥 蔡定芳

张敏州   吴宗贵 吴永健

王    阶   凌昌全 王文健

崔乃强   梁晓春 彭   军

郭    军   徐丹苹 杨传华

李   浩 徐凤芹 陈志强

方敬爱 刘勤社 陆付耳

张学智   付长庚   林   谦  

王肖龙    陆   峰    施海明

贾小强    苗   青

主编助理：刘龙涛

陈可冀院士（中）为国家中医心血管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分中心授牌

褚剑锋 教授陈可冀 院士 李西海 教授 林久茂 教授李灿东 教授 彭 军 教授

林久茂

李西海

扫一扫

关联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