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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科学研究的层次

与 思 维 方 法

" 王东方!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 南京! "%##"8）

! ! 人们做每一件事都有其目的，而要达到目的，需

要采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运用的方式方法的优

劣，直接影响我们达到目的的效果。科学研究更是如

此。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科学” 几乎成了

人人皆知的名词。什么是科学？回答这个问题，似乎

很简单，但却很难准确。科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35+9
2.,+)，其原意是“ 知”。按照传统的见解，科学是关

于自然的知识体系。从历史的动态过程来考察科学，

它不仅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而且包括知识产生的社

会实践活动，是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的统一。科学有

其性质、历史发展和体系结构，这些是《 科学技术

论》回答的问题；科学有其内在的逻辑构造与非形式

化模式，数学结构与社会文化结构，这些是《科学结

构主义》回答的问题；科学有其思想建制、思维定

势、精神气质，这些是《 科学思维学》 回答的问题；

等等，诸如此类。

中医学是否是科学，这是目前哲学界和医学界感

兴趣和争论的问题，这也是中医学术界值得反思的问

题。我们故且暂时回避这个问题，但有一点已成为共

识，中医学经历了几千年缓慢的发展，形成了有别于

西方医学的独特的知识体系，面临现代科学技术迅猛

发展的态势和西医学的挑战，中医学急需振兴。而振

兴中医事业的关键在于中医学术传承与创新。要达到

这一目的，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

究。

%! 继承与创新

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都是有层次的有方法可循

的，中医学也不例外。中医科研的层次从总的方面首

先分为继承层次与创新层次。中医学是最具有生命力

的传统医学之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传

统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即支撑其理论框架

的是中国文化。作为文化遗产就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充分的继承。科学的发展都是从已经获得的科学水

平出发的，它每前进一步都要以前一步为基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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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运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科学成果是继承的一般形

式。继承可以使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扩大和加

深，但不能使科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只有在继承的

基础上进一步突破、创新，才能使科学出现新的飞

跃。创新是继承的必然趋势和根本目的，对科学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继承层次的思维方法：科学继承并不是消极的前

后相继和兼收并蓄，而是充满着批判、革命的精神。

批判地继承就是辨证地扬弃。

创新层次的思维方法：!科学理论的创新。在扬

弃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理论。例如我科著名老中

医干祖望教授打破了几百年来“喉科不用补土法” 的

常规，创立了咽喉病“脾虚”学说。"科学理论的拓

广。在功能和范围上拓广，以比较全面的理论代替片

面的理论，以普遍的理论代替局部的理论。例如干教

授在慢性咽炎病机的论述，用“ 津液” 学说涵概了

“阴虚”说和“阳虚” 说，从津液的产生、输布和排

泄，统一肺脾肾三脏的功能，阐发了慢性咽炎病机主

要在于津亏。#科学理论的完善。在内容上的综合和

形式上的精确。例如干教授运用西医病因学的发病因

素的准确性，完善中医病因学的“三因” 学说，使中

医学在病因学上得以创新和发展。

笔者目前正主持从事一项《干祖望教授学术思想

研究》的课题研究，其立题的主要思想就是继承与创

新。干教授在建立中医耳鼻咽喉科学作出了非凡卓越

的贡献，在继承和创新中医学方面有其独到建树，我

们既要继承和学习他勇于创新的精神，又要看到他认

识观上的局限性，辩证地看待他的学术思想，在他创

立的理论和学说指导下，更进一步研究，求得更进一

步发展。

4! 理论与实践

我们打开任何一本中医医学期刊，都可以见到诸

如这样的栏目，“理论研究”、“学术探讨”、“思路与

方法”等，而且这些栏目往往在期刊首篇。这就充分

说明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中医科研层次又可分为理

论层次和实践层次。诚然，科学理论一般来说是科学

实践的结晶与概括，来源于科学实践，但是，科学理

论一旦形成，就高于实践，成为科学实践的方向选

择、进程设计和结果分析的灵魂。实验课题的确定，

主攻方向的选择，总是在一定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按

照一定的目的和任务来完成的。例如笔者在干祖望教

授指导下主持的省科委《氨基糖甙类抗生素中毒性耳

聋中医肾虚学说研究》课题中，立足中医“肾开窍于

耳”理论，运用动物听力测试、耳蜗铺片、超微结构

分析、耳蜗药物浓度测定等技术，论证“肾虚” 学说

涵概西医有关中毒性聋的八个学说。

理论层次的研究属于软科学研究范畴，研究的方

法既需要全面、系统的概述，又需要具体、客观的论

述。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表现为一种严密的逻辑体

系，需要从哲学、社会文化学、科学学、思维学、逻

辑学、数理结构学、系统工程学等方面进行研究。在

这些科学内蕴藏着许多可利用的具体方法，例如控制

论、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逻辑思维（演

绎、归纳、类 比）、非 逻 辑 思 维（ 直 觉、形 象、灵

感）、数理逻辑推理等等。如笔者在进行《 干祖望教

授学术思想研究》课题研究时，用系统论的观点和科

学文化背景论点，分析了干教授在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阐发了他的“ 用夏变

夷”的中西医结合观，揭示了他成为亦儒亦医而闻名

的思想精髓；用科学论的科学发展模式观点，论述了

他的“推陈出新”的中医观的科学性；用形式逻辑性

的类比推理的方法，揭示了慢性咽炎从脾论治的逻辑

科学的合理性；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他在耳鼻咽喉科

方剂学的规律⋯⋯（在此方面的研究与论文已在《辽

宁中医杂志》上连载）

实践层次的研究对于医学而言应包括临床与实验

室两个方面。

5! 实验与临床

中医研究在实践层次上具体又分为实验与临床两

个层次。科学实验是构成科学理论的基础。真正的科

学真理一般是从大量的经验事实材料中提炼和概括出

来的，是从感性认识抽象出来的理性认识。科学实验

比临床实践能够提供更为可靠而必要的事实材料，以

丰富和完善原有的科学理论，对科学理论的走向成熟

起着补充和修正的作用。另一方面科学实验是检验科

学理论正确的标准。中医重临床轻实验，有其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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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也有其不足的一面。中医实验室研究亟待发

展。实验层次研究的水平是与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能否

充分运用高技术的实验手段紧密相关的，其研究的方

法应涉及到药理学、药效学、植物化学、生物化学、

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等。例如曹济航主任与笔

者共同主持的省中医药管理局《脉络宁拮抗庆大霉素

耳蜗毒性的实验研究》 课题，采用了药理学的方法，

探索脉络宁降低耳蜗庆大霉素药物浓度的机制，从耳

蜗细胞的光镜和电镜层次上进行了论证。

临床层次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是人体。现代中

医临床研究一般包括病因流行病学研究、症状发生学

研究、证候客观化标准化研究、病机病理生理学研

究、疾病治疗学研究等方面。临床研究的方法繁多，

不能一一枚举。现举例说明，以启发思维，仅供参

考。目前中医临床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是中医证候研

究和复方研究。证候研究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证

候的病理生理学基础的研究，即微观辨证和指标客观

化研究；其二证候的客观标准化研究。例如笔者主持

的省中医管理局科研基金资助课题《慢性鼻炎证的病

理生理学基础研究》，在研究的某一方面，慢性鼻炎

由气虚证向血瘀证发展，我们通过鼻腔生理功能测定

（鼻粘膜纤毛输送功能、鼻分泌功能、鼻通气功能、

鼻免疫功能）发现各证型的表达不同，如气虚证鼻粘

膜纤毛输送功能（糖精法）表现低下，纤毛运动需要

的能量 8’9，给予 8’9 口服或补气药后，气虚证鼻粘

膜纤毛功能均明显提高，由此说明中医的“气虚” 与

生物能量 8’9 相关，我们继续将气虚证鼻粘膜作酶细

胞化学研究，发现纤毛蛋白臂的 8’9 酶的活性降低，

而且将气虚证鼻粘膜作透射电镜研究发现，从形态学

发现纤毛基底细胞的线粒体构造有明显改变，目前我

们正在继续用细胞探针对线粒体内部的酶的活性进行

研究，希望能更进一步揭示慢性鼻炎气虚证的病理生

理学基础。再例如由干祖望教授指导由笔者主持的另

一省“:;"%”工程课题《慢性咽炎中医证的客观化研

究》，从慢性咽炎的古今文献调研开始，分析慢性咽

炎的症状、证候、病机，形成证的假设诊断标准；对

中医易患因素调查，包括单因素分析和多元因素分析

法（逐步回归分析与条件 /-<+3,+5 回归分析），从而得

出证的修正诊断标准；量化症状，并进行证候临床现

场调查，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法，建立证型数

学模型；采用概率统计数理推导法，建立慢性咽炎计

量诊断公式；再进行诊断公式模块化，形成计算机智

能诊断系统。

临床研究有复杂也有简单，复杂的临床研究若具

有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性、先进性，并统一在同一

的逻辑思维和严密可行的技术路线下，就可以形成课

题。简单者可以是对中药治疗某病的疗效观察或对在

临床实践中某种现象的观察，我们应该注意留心科研

的苗头，进行理性思考，善于总结，就可以形成课

题。

中医科学研究在继承和创新、理论和实践、实验

与临床各层次上有机结合，同步发展，在科研思维和

科研方法上不断提高，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依托国

家重视带来的机遇，埋头苦干，这样才能使古老的中

医学与现代科学并驾齐驱。本文的论述只是笔者这些

年从事中医科研工作的一点体会，与大家交流。管见

难窥全貌，权当抛砖引玉，错误敬请指正。

思想独立! 学术自由! 广采博收! 兼容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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