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中医药2009年1月第4卷第1期 ·3·

科研是传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培养新一代名医的捷径

扬宁1伊凡2

《1眭篷誊孛薮药疆究貔，菠舞省毒基露文教薅529琴，330077；2茳秀誊翌建寿中嚣繁瑾篝≥

摘要拳文通过野名老中菇的学术经验研究，撂等培养断一代名麟的捷径，认为料研可促进名老申医学术缴验评价方法的研

究；将名老中鞋学术经验耪纯成拜研成果，使予铸承；拜研稍于促透名老中医擎木思悬秘发展与提离，有载于冀箨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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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aims to explore舭effective method to cultivate excellent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of a nle,w generation姆making

reseaxeh into the acadelllic experienc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The article proposes，with the aid of scientific research，the academic eX-

perience of old and famous Chinese medicine doctor is provided with evaluative methods。a driving force to transform into scientific丑-

ehievements in order for promotion。and opportanities for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协become better promoted and inno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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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五”鬻家辩技攻关诗鲻“名老审嚣学零蒜憨

经验传承研究”课题的煎要任务志一，就是研究怎样学

习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搽寻培葵薪一我黧罴的捷经。

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振兴和发展中医

药事业，满足广大群众对中医药滕疗保健的需求，保障

入民瞬键康具有重大霭深远酶意义。

l 传统名医的成才之路漫长

缴观孛医学发展史，璨寻名老争嚣的成才之墨篓，不

难发现其大都采用师承的形式，即名师带高徒的传统

方法，通过“读攥”(学习经典医著)、看瘸(跟炳泶病

案、抄方)、写文章(结合经典医藩、总结导师的学术思

想、经验专长)来提高临床水乎，达到学导师、像导师的

传承霹酶。近年来，壶二部一局牵夹连续舞爱熬3魏

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亦是采用这种方式

进行。

由于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形成，是依靠一例例单

个病案的积累，结合学习中医经典医著进行反思、总

结，再捂导稿康，并逶过瞧床疗效缮阪验谣，静麸实践

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由于

这种经验积累的过程辐姿漫长，邋嚣蓟孛、晚年方魅达

到名医水平。而这种传统培养名医的速度与我们飞速

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民群众对名医的需求不相适应。

寻求燹高效的穷式，把名老中莰的宝贵繇憨稻撞特的

经验继承下来，推广应．辟j于临床，探。Jl更多更快培养新

一代名落熬捷径是摆在我餐瑟酶戆一顼翔不容缓、势

在磐行懿磷究工佟。

2 科研倪进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评价方法研究

名老巾医是将孛医药基本理论、翦人经验与当今

实践相结合，解决临床疑难问题的典范，他们的学术思

想丰富多彩，临床经验各具特色。因其诊断羧病的标

礁翔判定疗效酶方法不尽一致，敬难黻对名老中医酶

学术经验进行恰当的评价和疗效比较；因此，必须探索

磷究建立个终讫诊疗评赞方法。我嬲霉以借鉴霉垂{蒌医

学研究模式，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精华和亮点开展

蠛床科研。中医科研设计与现代医学科研设计一样，

都必须遵循随视、对照等原粥，同时：i丕应该体现辨证论

治的特色。根据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精华和亮点制订切

实露行懿瓣究方案，翔采曩l全国统一静病涯诊断标慈

和疗效判定标准，采用与现代医学相接轨的观察指标，

设立有说服力豹对照组，对实验研究数据进褥秘学统

计等。在j}l：基础上才能对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进行综

会评价，如疗效评价、安全性评价、效价比评价、生存质

蘩浮价、终点事件评傍、鼹踪隧访评价等。

3科研将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转化成科研成果。便于传

承鞫推广

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是中医药学伟大宝库中的瑰

宝，必须继承和发扬光大，佩由于其内容的深奥、复杂

幂鞋形式酶瑟活多变，不便予籍来者继承森学习，也竭限

r其推广糊应用。将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通过科研的

方式转纯残科研戎鬃，魏有穰予矗寒者懿继承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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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便于推广和应用。如江西省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汤益

明教授认为：中老年人多因气虚伤脉(络)导致心血管

病，临床表现为气虚血瘀证的患者高达60％以上，因

此，汤老提出益气活血、化瘀通脉为治疗心血管病气虚

血瘀证的基本大法之一，并自拟补气强心汤，临床治疗

冠心病和稳定性劳力型心绞痛等，疗效卓著。我们以

此为突破口，提出中老年多因气虚伤脉导致心血管病

的假说，并立项省科技厅重大科研课题“益气活血方药

对老年人左室舒张功能影响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收到

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们通过临床科研不仅

学习和掌握了汤老益气活血、化瘀通脉治疗心血管病

的经验，而且对其作用机理也进行了探讨。

4科研促进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提高

假说提出有2条原则：一是要从事实出发，又要超

越事实。二是既要遵循原有科学原理，又不要受它的

束缚和限制。也就是说，中医假说(学说)的提出，既

要从临床实践出发，遵循原有的医学理论，又要有丰富

的想象和推理，突破传统医学理论的框框，这样才能创

造出新的中医学说，从而推动中医学术理论不断发展。

根据名老中医学术经验提出科研假说，再用循证医学

的方法进行验证，可促使其上升为学术理论，对临床具

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如我们通过对汤老益气活血治

疗冠心病及应用补气强心汤改善老年人左心室舒张功

能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发现益气活血方药对老年高血

压左室肥厚亦有逆转作用。汤老认为高血压病由于长

期左室后负荷增加，而使心脏发生代偿性变化，导致心

肌细胞肥大，间质增生及纤维化。这种形态结构的改变

(属中医瘀血证范畴)，必然导致心脏功能变化(属中

医心气虚证范畴)。在临床多表现为胸闷胸痛、心悸气

短、神疲乏力、舌淡紫等气虚血瘀证，说明肝肾阴亏，虚

阳上亢的老年高血压患者，多合并有心气亏损的病理，

因此，我们提出阴虚阳亢，气虚血瘀是老年高血压的基

本病理之假说，并立项省科技厅重点课题“中医药(调

压益心胶囊)防治高血压左心室肥厚的临床研究”和

省卫生厅课题“老年收缩期高血压阴虚阳亢、气虚血瘀

证的临床研究”。通过上述多项科研使汤老防治心脑

血管病的“气虚血瘀”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适

用病种愈加广泛，从而更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5科研有利于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与创新

与临床经验(如疗法、治则、方药等)相比，名老中

医的学术思想更抽象、更活泼。中医科研须遵照循证

医学随机、对照等一些机械的科研设计原则。我们从

1986年一1990年有幸参加全国著名老中医万友生教

授主持的国家“七·五”攻关子课题“应用寒温统一理

论指导治疗急症(高热、厥脱)的临床研究”，在科研设

计中，我们遇到了辨证论治灵活性与处理因素标准化

的矛盾。中医辨证(病)强调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随

证加减，灵活变通，且急症临床病情千变万化。若遵照

循证医学中处理因素标准化的原则，就必须固定方药，

则无法适应急症临床错综复杂的病理变化，从根本上

违背了中医认识疾病的规律。为此，我们在中医辨证

论治理论的指导下，采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固定治疗

大法，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相对固定基本方，并根据

临床病情随症加减，由此实现中医科研与循证医学的

有机结合。

在急症临床科研的基础上，我们还根据万老寒温

统一的理论，将伤寒中少阴病证治与温病中厥阴病证

治结合起来，创立了开闭固脱法救治出血热难治性休

克(多见于发热、休克、少尿数期重叠的患者)，将伤寒

“和解表里之半”与温病“分消上下之势”的治则结合

起来，创立了宣畅三焦法救治出血热急性肾衰，以及从

三焦辨证早期防治出血热多脏器功能衰竭，从伤寒六

经辨治出血热血证等，从而大大的降低了出血热的病

死率(从13％降至3％)。此后，我们又进行了流行性

出血热瘀湿热内闭气阴外脱证的临床研究和宣畅三焦

法防治出血热急性肾功能衰竭的专项研究，使万老寒温

统一热病学理论的传承和实践应用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由此可见，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是可以

通过科研转化为科研成果，不仅便于传承，也便于推广

应用。通过科研，既可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进行评价，

促进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的发展，又利于培养高素质的

中医人才，是一条打破常规，更快、更多地培养新一代

名医的捷径。

(2007—08—22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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