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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助力全面小康·

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维护和促进 
人民健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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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  1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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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西医结合是弥足珍贵的中国经验，是应对全球健康挑战的必然选择。我国首创的中西医结合

是预防疾病、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先进方法，并取得了为国争光、世界瞩目的标志性成果和贡献，如中药青

蒿素治疗疟疾，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针刺镇痛与针麻原理研究，砷制剂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医复

方治疗 IgA 肾病，血府逐瘀汤活血化瘀法治疗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凉膈散重用大黄或承气汤重用大黄治

疗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血必净注射液治疗脓毒症、ARDS 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等，均在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乃至国际上取得了巨大成果，为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2019 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世界蔓延，而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中西医结合、中西

药并用，是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中西医结合不仅

体现在抗疫过程中，在疫情过后仍需牢记，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只有坚持中西医结合，才能走出中国

的医学之路、防疫之路，才能更加保障“全民健康助力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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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于 2020 年 6 月 2 日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专家学者，就完善我国重大疫情防控

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提高医疗救治水平、

发挥中医药作用、强化科技支撑、完善公共卫生法

律法规体系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发言过程中，习

近平总书记与每一位发言的专家学者交流，就一些

问题深入了解情况，要求有关方面认真研究、科学

改进、妥善解决。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

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

用，是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

生动实践［1］。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认真研究、

科学改进、妥善解决”的指示精神，现讨论中西医结

合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作用。

1 坚持中西医结合是中国防控突发新冠肺炎疫情

的英明决策和指导方针 
 在中国，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发生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最早提出且三令五申强调“坚持中西

医结合”“加强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中西药

并用”。把坚持中西医结合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中央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进一步要求“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

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

2020 年 1 月 27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西医结合救治工作的通知》；

2 月 12 日两部门再次联合印发《关于在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等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建立健全中西医协作

机制的通知》，为坚持中西医结合制定了行动指南。 

2 月 19 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为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中西医结合打好救

治组合拳”［2］。

 在打响武汉、湖北及全国抗击疫情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和阻击战中，坚持中西医结合，发挥中

医药优势的医疗救治，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亡

率，……迎来了备受国际关注的全国抗击疫情阶段

性胜利。2020 年 5 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经全国上下艰苦努力，全国疫情防

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国务院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关于做好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指导意见中，仍提出“加强中西医结合治

疗”［3］。坚持中西医结合，成为确保中医药早期、全

程、全方位介入，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医疗救治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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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夺取抗击疫情胜利的英明决策。医疗救治新冠

肺炎患者的实践和战绩证明，“中西医结合是最优

化的抗疫中国方案，是弥足珍贵的中国经验，必须坚

持中西医结合”［4］。中西医结合已成为世界瞩目的

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中国方案”的亮点［5］。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在没有特效药、没有研发出疫苗的情

况下，中西医结合成为中国最佳医疗救治方案。

 正如一直战斗在疫情防控最前线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

在 2020 年 4 月 1 日第 7 期《求是》发表署名文章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加强

疫情防控第一线工作指导督导》中所说：“中医药

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在没有特效药

和疫苗的情况下，注重发挥中医药治未病、辨证施

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首次大范围有组织实

施早期干预，首次全面管理一个医院，首次整建制接

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在重

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探索形成了以中

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的系统方案，成

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国际社会高度

评价，‘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是抗击疫情的重要方案，

正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6］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西医结合、

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

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1］

 以上简述，定义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定义了中

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的生动实践；定义了中西医结合是应对全球健康

挑战的必然选择；定义了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坚

持中西医结合战略与战术决策无比正确和英明；定

义了我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坚持中西医结合的重要

性。所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加

强中西医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中西医

结合”“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等

要求，已牢牢铭刻在全国人民的心里。

 一直战斗在武汉抗击疫情最前线的国家卫生

健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

红，深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就“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恢复医疗秩序，加快促进中西

医结合医院创新发展”进行调研时强调，“中西医结

合医院要把坚持中西医结合作为办院之本、发展之

魂，把建立中西医结合制度纳入医院章程，统筹推

进医院党的建设、学科建设、专科建设、人才队伍建

设……”“湖北、武汉中医药系统要深刻总结参与疫

情防控的经验和教训，及时把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

制度机制，加快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促进中医

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建设中医药高地、中西医结

合高地、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高地”［7］。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文明局长在“中医药在新

冠肺炎防治中的作用与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上讲：

“今后要进一步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中西

药并用，推动建立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

发展的服务体系，为健康中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8］

 这次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

家组建了由中医药院士、专家组成的中医医疗团

队，与西医团队并肩作战，在抗疫战场坚持中西医结

合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特别是中医药院士、专家坚

持中西医结合、发挥中医药优势，医疗救治新冠肺

炎患者的实践，证明了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和

正确性。例如：一直战斗在武汉抗疫最前线的中央

指导组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

长张伯礼教授，在 2020 年 2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

《发挥中西医结合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中说：“在

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西医结合正在发挥重要

作用。从各地医疗队人员构成上看，既包括西医，也

包括中医；从诊疗过程来看，西医治疗和中医治疗

有机结合。”2 月 6 日，从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和

武汉市中医医院治愈出院的 23 例患者，在住院期间

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说明中西医结合方法在防

治新冠肺炎中是有确切疗效的。3 月 29 日，张伯礼

院士在清华五道口在线大讲堂与大家分享了中西医

结合防治新冠肺炎“中国方案”的亮点［5］。

 一直战斗在武汉抗疫最前线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教授讲：“研究证明

中西医结合能较快地改善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

缩短住院天数，提高核酸转阴率，有效减少轻型和普

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的发展，提高治愈率、减

少病亡率。如一项纳入 75 例重症患者的临床对照

试验显示，中西药并用组核酸转阴时间、住院时间

较单纯西药组平均缩短 3 d ；一项针对 452 例轻型

和普通型患者的随机对照开放性试验显示，中西医

结合在改善症状、提高核酸转阴率方面显著优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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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西药组；另一项纳入 500 例患者的队列研究显示，

中西医结合治疗后肺部 CT 影像明显改善，无轻型

转为重型。”［9］

 一直战斗在武汉抗疫最前线的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级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

院院士仝小林教授，在回答记者提问“此次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医药为什么能比以往发挥更大作用”

时讲：“中医药介入治疗更早，而且首次整建制接管

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深度介

入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这些首次得益于我们国

家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起到了决

定性作用。”［10］

 以上记实表明，面对突发的大疫危难，是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中西医结合”等重大战略部署，

让我国的中医、西医统一在坚持中西医结合防控疫

情和救治患者的战线上，促进了中、西医团结协作

及互相学习，为今后“坚持中西医结合”展示出新希

望，即我国中医药界、西医药界及中西医结合界都

能坚持中西医结合，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不仅能提

高防控急性传染病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更

能为中国医学及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提高维护

和促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构建人类健康

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2 我国首创的中西医结合是防治疾病、维护和促

进人民健康的先进方法

 1958 年原国家卫生部举办的首届西医离职学

习中医研究班学员结业，培养出的首批“西学中”人

员开创了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事业。60 多年来，中

西医结合科研成果数不胜数，取得了举世闻名的辉

煌成就，对维护和促进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健

康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为国争光、世界瞩目的标

志性成果和贡献仅举例如下。

2.1 我国西学中老前辈屠呦呦先生荣获了 2015 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科

学家之一。中药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研究成功，不仅

是“解释了世界”——精准研究出传统中药青蒿治

疗疟疾的有效成分是青蒿素，及其提取方法、杀灭

疟原虫的机制等；而且“改变了世界”——打破了

认为抗疟药必须具有含氮杂环的传统看法［11］。彰

显了毛泽东主席 1958 年在“关于西学中班批示”中

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

掘，加以提高”的科学论断是英明的，也改变了世界

对中国医药学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全人类

健康作出伟大贡献的世界瞩目的标志性中西医结

合科研成果。从中医药学典籍晋代医家葛洪著的 

《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

之，截疟”，到 100% 抑制疟原虫治疗疟疾的青蒿素，

这一真正“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研究，是通过一

系列中西医结合研究实现的，树立了中西医结合科

研的典范，是为维护全人类健康而坚持中西医结合

科研，取得伟大成就的榜样。屠呦呦先生在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新闻发布会上讲：“在医药领域，中

国中医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科研

手段实现中西医结合，从而发现更多新药为人类健

康服务。”［12］

2.2 其他西学中老前辈及中西医结合专家开展中

西医结合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举例：① 著名中西

医结合医学家、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开拓者、中国

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陈可冀教授领衔的“血瘀证

与活血化瘀研究”，荣获 200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中医药研究首

次荣获的最高奖。有力证明了中西医结合研究可

促进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现代化发展。② 著

名内科学家、内分泌学家、中西医结合学者、上海瑞

金医院邝安堃教授，首创中医“阳虚”动物模型、开

辟中医学核心理论“阴阳学说”中西医结合研究，

首创从内分泌角度，经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证明了

“阳虚”“阴虚”有其相应的病理生理学物质基础，

从而证明中医引进的古代哲学理论“阴阳学说”为

医学理论。③ 著名中西医结合外科学家、我国中

西医结合事业和中西医结合诊疗急腹症的开拓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吴咸中教授领衔的“通

里攻下法在腹部外科疾病中的应用及基础研究”，

荣获 200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是外科

领域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典范。④ 著名中西医

结合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沈自尹教授，毕生致

力于中医“肾”和“证”本质的中西医结合“探微索

隐”研究，他的理论思维结晶“微观辨证”“宏观辨

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潜隐证”等概念，已成为中

西医结合创新发展中医“辨证”理论的标志性新概

念。他领衔的“肾阳虚证的神经内分泌学基础与临

床应用”，荣获 201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⑤ 著名生理学家、中西医结合学者、中国科学院院

士韩济生教授，是引用国际上最先进技术和方法，并

且在国内首创“微量注射抗体法”开展针刺镇痛及

针麻原理研究，以及开辟针刺镇痛神经化学原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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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先驱者。他通过一系列研究，证明了针刺穴位

能刺激中枢神经中镇痛化学物质释放而起到镇痛作

用。这一原创性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促

进了我国原创的针刺疗法及针刺麻醉成为世界性医

学财富，推动了针灸走向世界，为维护和促进全人类

健康服务作出重大贡献。⑥ 著名中西医结合医学

家张亭栋教授率其团队，从用于治疗颈部淋巴结核

（鼠疮）、皮肤癌的中药民间验方（含有砒霜、蟾酥、

轻粉）入手，经反复临床和实验研究，筛选出剧毒中

药砒霜，研发出“亚砷酸注射液”治疗急性早幼粒

细胞白血病（APL），取得完全缓解率高达 91% 以上

的惊人疗效，使急性白血病中发病最凶险、后果最

致命的 APL 成为能够治疗的白血病，创造出人间奇

迹。随着张亭栋教授与上海瑞金医院著名血液病学

家、分子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教授合作

研究，亚砷酸注射液治疗 APL 的机制得到进一步阐

明，国际公认该项研究成果达到了治疗人类复发型

白血病的当代最高水平，并成为治疗 APL 的首选药

物。之后，上海瑞金医院王振义院士和陈竺院士又

将传统中药砷剂和西药结合起来治疗 APL 患者，使

“5 年无病生存率”从以往约 25% 跃升至 95%。这 

一中西药联合治疗方法已成为全世界 APL 的标准

疗法，为全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⑦ 著名肾脏

病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

长陈香美教授，领衔的“IgA 肾病中西医结合证治

规律与诊治关键技术的创研及应用”研究，首次提

出 IgA 肾病致病机制是“风邪扰肾、致虚、致瘀、致

毒”；采用多种组合的中西医结合 IgA 肾病序贯治

疗方案，并对中医复方（“肾华”“复方积雪草”等）

开展国际注册的循证医学研究，疗效优于国际指南

推荐的方案；突出中西医结合证治规律研究等，为

中西医结合、产研结合科研树立了典范。该项研究

荣获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⑧ 著名急

救医学家、开创我国危重病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研

究创始人王今达教授，是运用古籍王清任著《医林

改错》中血府逐瘀汤活血化瘀治疗急性弥散性血管

内凝血（DIC）的第一人；是借助现代动物实验，对

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

的第一人；是根据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

用凉膈散重用大黄或承气汤重用大黄治疗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ARDS）取得显著疗效，并深入系统

研究其机制的第一人；是发明中西医结合“菌毒并

治”疗法，用血府逐瘀汤、清瘟败毒饮加减的“神农 

33 号注射液”治疗急性感染性多器官功能障碍综

合征（MODS），使 4 个及以上器官功能衰竭的 MODS

由以往的 100% 病死率下降到 50%，疗效居世界先

进水平的第一人；是首创“急性虚证”概念的第一

人，并将该证分为急性气虚、血虚、阳虚、阴虚，包括

急性营养衰竭、急性免疫功能衰竭等，急性气虚可

用中医大补元气独参汤或黄芪注射液等治疗；是经

30 多年研究，在《医林改错》解毒活血汤瘀毒并治、

活血而解毒的启发下，研发出国家二类新药“血必

净注射液”的创始人，血必净注射液是当前治疗脓

毒症［13］、ARDS［14］、MODS［15］的有效中药制剂……，

被选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第五版、第六版、第七版）》。

 以上举例，表明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取得的成

果为维护和促进全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研

究、设计、规划、实行及推进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

行动中，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

持中西医结合”方针，中西医结合不可或缺。

3 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行动中要“坚持中西医

结合”的认识和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明确提

出的是“坚持中西医结合”！“坚持”者，包含传承

之要义，即：① 坚持中西医结合，是对新中国成立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中西医结合方针政

策最坚决的传承。② 不要把“坚持中西医结合”仅

视为在这场疫情暴发中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一种手

段，而是整个抗击疫情重要战略部署之一。这一战

略部署的提出，是基于我国有中西医结合防治“非

典”（SARS）等急性传染病的成功经验，以及我国有

为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开展 60 多年的中西医结合

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宝贵经验。③ 要把我国已

开展 60 多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坚决保持住和持之

以恒地进行下去，始终如一，永不放弃。④ 要高度

重视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取得的世界瞩目科研成

果，把既往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传承下来、推广应

用。⑤ 不仅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来临时坚持

中西医结合防控，大疫之后，还应将坚持中西医结合

常态化、制度化、机制化、法制化。如这次防控疫情

和救治患者中强调的中西医联合会诊、查房制度，

中西医结合工作机制，中西医结合预防、医疗、科

研、人才培养机制，中西医结合医院运行机制，保障

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在国家应对新发传染病等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运行机制等，都应具有继续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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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的具体措施，为坚持中西医结合提供有

力保障。正如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建光所讲：“加

强中西医结合，还应着眼长远、面向未来，进一步突

破机制约束。”［16］ ⑥ 要围绕预防、保健、诊断、治

疗、康复 5 个人类医学基本环节，加强西医预防与中

医“治未病”相结合、西医保健与中医养生相结合、

西医诊断与中医辨证相结合、西医治疗与中医治疗

相结合、西医康复与中医康复相结合的研究，创立

系统、完整的中西医结合预防、保健、诊断、治疗、

康复医学体系，构建中西医结合“健康医学”，充分 

发挥中西医结合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作用。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简称中医药法）为

“坚持中西医结合”提供了法律保障

 中医药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中医药及中西

医结合发展史上重大里程碑，标志着中医药及中西

医结合事业走向法制化。特别是中医药法有关中

西医结合的条款，如：① 第一章总则，第三条第三

款：国家鼓励中医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协调发

展，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中西医结合。② 第四章中

医药人才培养，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国家发展中西

医结合教育，培养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人才。③ 第

五章中医药科学研究，第三十八条：国家鼓励科研

机构、高等学校、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等，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开展中医药

科学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中医药理论和

技术方法的继承与创新。不仅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发

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标志着“中西医结合”成为法定

概念，在中医药法重新修订之前，不能有意或随意

用“中西医融合”“中西医汇聚”“中西医配合”“中

西医合作”等替代或回避“中西医结合”，把“中西

医结合”边缘化。更表明“促进中西医结合”“国家

发展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人

才”“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等，成为国家意志，反映

了人民意愿。盼望在中医药法的保驾护航下，中西

医结合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作用与优势得到充分

的发挥。

 2020 年 7 月 23 日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0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

务的通知》 （国办发［2020］25 号）。通知关于“加强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也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目

前，全世界的疫情尚在蔓延，中国的疫情还在严密防

控，我们在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和突发事件

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建设中，仍需要按照李克强总理

《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的那样“促进中医药振兴发

展，加强中西医结合”。张伯礼院士曾提醒，“疫情

过后也别忘了中医药，还要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的

发展”。同样，希望疫情过后也别忘了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坚持中西医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走出

中国的医学之路、防疫之路，才能更加保障“全民健

康助力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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