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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国际化·

中医药抗癌国际化的探索

刘 鲁 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上海东安路270号，200032)

摘要本文介绍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医药学科与美国德

州大学安德生肿瘤中心合作，共同申请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

(NcI)基金以建立国际中医癌症治疗研究中心的经过，以及中

医药理念在国际化过程中与西方理念的碰撞。经过4年实践，

双方在美国NCI和我国科技部的共同资助下，已成功地建立了

一个新型的国际中医癌症治疗研究中心。

关键词抗肿瘤／中医药疗法

近年来，整合医学(又称补衫替代医学，comple-
mentary and altemative medicine，CAM)发展非常迅速。

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寻求补衫替代医学治疗疾病
的人次大大增加，已经超过现代医学的就诊量。由此

美国政府下属国立卫生研究院(NIH，u．S．A．)对传统

医学的兴趣逐渐浓厚，投人的科研资金逐年增加，到

2002年已经超过2亿美元，对传统医学的认识也逐渐

深入。从2003年开始，美国NIH加大投入资金，计划

对传统医学进行深人、科学的研究，其中中国传统医学

(中医药)是其主要的部分。前两年的研究基金称为

R21，共有11项。其目的是在全球建立11家国际合作

研究中心，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1 国际中医癌症治疗中心的建立

2001年12月，复旦大学肿瘤医院获得上述信息

后，立即开展了一系列振兴中医研究的准备工作(包括

引进人才、科研资助等)。2003年2月，美国德克萨斯

州大学安德生肿瘤中心(M．D．Anderson cancer Center，

u．S．A．)整合医学部主任Lorenzo cohen博士到上海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考察，并与中医科商讨协作，共同

申请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R21基金，进行中国

中医学抗癌治疗的研究。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安德

生肿瘤中心推动下，复旦大学肿瘤医院开展了旨在共

同建立国际中医癌症治疗中心的国际合作。

2003年5月确定了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提出了

3个课题：(1)针灸预防肠癌术后肠麻痹；(2)华蟾素的

I期临床研究；(3)气功对乳腺癌放疗生活质量、免疫

功能调节作用的研究。完成并向NIH提交了申请书，

同年8月申请获得成功，项目名称为国际中医肿瘤中

心(Intemational Center of’I℃M for Cancer，Grant l I也1

CAl08084一01，NcI，usA)，获得40万美元的资助，该

项目是NIH唯一一项研究中医学治疗肿瘤的国际合作

项目。2004年4月项目．正式启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

院公告(NcI Buuetin)对此项合作课题进行了报道。项

目起止时间为2003年9月1日～2005年8月31日，

周期2年。同年，安德生肿瘤中心与复旦大学肿瘤医

院结为姐妹医院，建立正式的教育、临床及科研交流

平台。

R21项目主要目的是建立国际合作中心。重点通

过培训中美双方合作能力、科研能力、参加人员个人素

质及技能的培训(包括医生、护士和留学生交换)、中医

药、针灸等抗癌治疗预试验等，最终完成本中心的建

立，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2年来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共派出3位医生与2位科研护士在美国德州大

学安德生肿瘤中心接受了临床研究规范和实验研究的

培训。美方硕士研究生Jennifer McQuade于2004年9

月起到我院开始为期1年的中医培训。美方院长、分

管副院长、教授5人、其他专家10余人分别在2003年

12月，2004年7月、10月，2005年4月、6月，多次来我

院访问、交流、指导，共同探索中医科学化、标准化、国

际化发展。

2005年8月我们顺利通过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

(NcI)评审，获得进一步基金资助项目u19，总经费

215．00万美元，用于扩大目前正在进行的肿瘤中医药

治疗研究。这项研究基金，相当于两年前用于建立国

际中心基金的8倍，用于资助这项R21项目中医药3

大主流疗法研究。除了NcI基金之外，中国国家科技

部同时向该中心资助50万元(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重

点资助项目，编号：2005DFA30130，$61，792)，上海市

及复旦大学肿瘤医院也配套了相应基金。以这些项目

基金为基础，其实验和临床研究项目将进一步扩大，包

括中草药和天然药物作为新的治疗手段(包括姜黄素、

华蟾素和夹竹桃)，针灸用于缓解疾病及治疗相关副反

应，以及能量练习，如气功作为乳腺癌放疗过程中的放

松疗法。该新项目建立在2003年项目的基础上，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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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进行下去，2003年的项目包括气功改善睡眠、针灸

孀于预防术后不良反应及华蟾素酶临縻及实验研究。

2经验和启示

疾病无国界，医学同样无圆界，中医学走向国际化

存在着必然性和艰基性。为了加速中医闰际纯步饯，

首先要了解中医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惑。

首先，在中医发展中存在着两种主流分歧，可以简

攀概括为蔫吉派与现代派。尊古派强漏中医静传统纯

特色，认为只有地道的中医才能国际化。这种医学的

基础是中华医药的特色理论，把整体观念和唯物辩证

法对事物的观察纛逻辑推理，以及陵黧平衡、因人、因

事、因地制宜的规则，结合事物的变化和疾病的发展来

辨证论治。认为目前的科学水平尚不错完全解释中

嚣，医就传承“古老”的科学并非不是科学。两现代派

则认为必须要对中送的理论内涵进行新的、科学的理

解与解释，必须要完成新的文化的认同，就是要运用全

球都能接受的普遍运用份篷，去说舞中簇药理论酶公

式和原理的现代价德，要求我们一方面发扬光大传统

中医学中已有的辨证思想，另一方面又要求我们与时

缨进遣有所前进，有掰毯薪。从毽论上说，两派缎乎均

有道理。事实上，现今中医界两派学者都在努力工作

着。问题是他们的认识都存在片面性和不足，以至于

至今谁也没有说服谁，这给赢学者造戒了困惑。

其次，从中西医疗效评估体系各自的优缺点人手，

正确评价中医药的疗效。西医着重治病，力求从微观

角度上认识稳治疗痰瘫，针对共性，蔫药用量基本一

样。临床上，西医疗效常以局部症状的缓解和检查指

标数据的改善来进行评估。疗效评估中的优点是量化

稚客观，但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萋纯，尤其是从整体

上量化较难。中医着重治人，把人放在首位，虽然不能

用显微镜抓到“病毒”，却能根据时闽、气候环境、病邪

满性、个体差异和疾瘸症候进行辨证论治，这样的宏观

医学理论，与20世纪后期西方医学家提_吐j的医学模式

波为生理、心理程社会摆结合的模式一致。中医针对

个性，丽药鬓则根据个体特质丽定。临床上中医疗效

常以“精”，“气”和“神”从整体上进行评估。相对于西

送学，其优点是讲求整体观，缺点是主观，难泼量化。

科学罴研究客观规律性的、共性的东谣，并可以将

其规律进行推广运用。中医走向国际化，与国际接轨，

就必须成兔研究共性的辩学。通过与国际接轨，可以

了解中国与外国的差异，用西方医学可以理解的方法

来解释、介绍中医。但是，这与传统中医学理论的精髓

“辨涯论治”强溺个髓纯治疗鬻常发生冲突。为了避免

这一系列矛盾出现在国际合作中，在与国际接轨的过

程中我们坚持了以下原则：(1)科学态度第一原则：“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事求是是成功的关犍。在餮

际合作中，不能有丝毫的虚假。要主动的自我批判，根

除我们不以为怪的虚假行为及其意识。美方、院方、主

要硪究者(简称班)黧科研护±层鼷把关，监控每一病

例和过程。确保数据可靠。目前我们缺的可能就是这

种耩享申和意识，缺的就是这种研究过程的监督制度保

障。说蓟底缺的就是科学态度。如果麓在中医研究中

真正实行这一态度和过程，西方医学将易于承认和接

受我们的研究。(2)中医主导原则：中医现代化、国际

化的主体是中医，主导理论是中医理论，研究人员和研

究对象不脱离中医，保持和发展中医的特色。中方PI

始终坚持自主原剃，不镳禽中嚣治癌(包括辅助纛症状

治疗)这个大方向。(3)开放与创新原则：番好病才能

使人信服，疗效是硬道理。中医要发展，必须坚持开放

的原则，必须褥到双方认园的疗效。不论是数学的、物

理的、化学的、鼯医学或其他学科的，只要能促进中医

发展，都接纳吸收，为我所用。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创新

与发展。只有开放，才会有更多的创新愚路与方法，考

会有更多的创新发现和成果，才会带来理论与临床的

真正提秀。(4)多学科协作原则：中医现代化、国际化

的嗣的是为了发展中医，发展中医的途径与模式应当

是多样的。然而，真正的多学科交叉是中医走向现代

讫秘国际化的关键。我们的国际中医肿癯秘究分为3

个核心组：行政管理组(包括双方PI、分管院长、主任、

科研秘书等等)、临床研究组(又分为针灸、中药、气功

3个方垂)程流行病学组。我们这支来鑫铼凝顿帮上

海的研究队伍集中了来路行为学、临床肿瘤学、流行病

学、病理学、影像诊断、放射治疗学、肿瘤生物学、实验

方法学、麻醉学、整台姑息医学的研究者，除了研究项

目方面的合作，还会经常参与多种文化交流及业务

学习。

3缩语

与国际接轨，让世界人民认识中医、相信中医，把

中医推向世界，提高中医在全世界的地位魁我们中医

工缗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襁历史使命。在这一过程中认

识中医固有的问题和缺陷，并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加以

克服，必将使中医得到更好的发展，逐步让巾医的传统

价德变成现代医学的价值，最终为全球所接受。这将

有利于古老的中医学万世长存，并获得新的生机，融人

全球他的薪时代之中。

(2007一∞一13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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