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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回归临床’’建设思路与实践

●李赛美’ 黄仰模蔡文就

摘 要 通过24年“经典回归临床”建设历程回顾，概括建设理念为：突出一个支点，临床；着力两

个方向：教学与研究；体现三个层次：本科生、研究生、临床进修生；延伸四个系列：重点学科、重点专科、

精品课程、学会工作；实现五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经典与现代、继承与创新、教学与服务、课程与体系结

合。对内涵建设提出了新思路：创新管理模式、强化队伍建设、提升竞争实力。学经典，做临床，拜名师，

求创新，已成为中医界最响亮口号和共识，本论文对于推动仲景理论临床研究与发展，具有积极的示范

作用。

关键词 经典回归临床建设思路伤寒论金匮要略

广州中医药大学于1984年实

行“院系合一”体制改革，在老一辈

学科带头人熊曼琪、陈纪藩教授积

极倡导与推动下，率先在全国将伤

寒论、金匮要略二个教研室回归临

床，从管理体制到人员编制划归第

一临床医学院，并建立独立病区，

走出了一条“经典回归临床，教医

研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回顾24

年建设历程，进一步理清思路、总

结经验、明确方向具有积极意义，

现概述于次。

1 基本情况

由伤寒论、金匮要略教研室管

辖的六内科，共有病床46张，年收

治住院患者960人次，年门诊量8

万人次，主攻方向有糖尿病、风湿

病等。突出中医经典理法方药指

导临床，尤其在运用经方方面形成

了鲜明特色。2002年糖尿病、风

湿病分别被确立为广东省重点专

科，并于2003年提前通过省中医

药管理局验收。2007年糖尿病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

专科专病建设牵头单位。随着医

院建设发展，2008年底将扩大至

二个病区，形成二个教研室、二个

重点专科均拥有独立病区的建设

格局。

2 建设理念

2．1 突出一个支点：临床 经典

回归临床后，临床作为教研室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柱，由医

院和医学院共同管理，病区主任负

责，并与院方签订责任目标协议

书，定岗定编定量。临床一线工作

主要由教研室中青年骨干担任，老

教授负责定期查房指导和专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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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门诊。教研室与病区人员实行

每1～2年轮换制。平时教学组与

临床组明确分工，但部分交叉：教

学组兼门诊医疗，临床组兼部分课

堂教学。有主有从，互相配合，协

调发展。

2．2着力二个方向：教学与研究

医院按照“建设教学研究型医

院”目标定位，临床作为支点，同时

肩负着两大主要任务：教学与研

究。教学包括课堂教学、实践教

学。目前共承担《伤寒论》、《金匮

要略》、《中医临床基础》及《古今

经典医案选读》、《经典临床研究思

路与方法》、《中医学术源流与研

究》、《经典名方临床运用》等课程

讲授，年课堂教学任务近2000学

时，涉及4所学院(第一、第二、第

三及针推学院)、5个专业(中医

学、中西医结合、针推、骨伤、经典

与临床)、6个类别(本科、七年制、

非医攻博、硕士、博士、成人教育)

共20余班种；主编国家“十五”

“十一五”规划教材《伤寒学》，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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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规划教材《金匮要略》，新世纪

创新教材《中医临床基础》，网络版

《伤寒论》，案例版《伤寒论》《金匮

要略》等，近期获国家“十一五”研

究生规划教材《伤寒论理论与实

践》主编。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2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2

项、二等奖1项。国家级精品课程

1门，省级精品课程1 f-1，校级精

品课程1门。

研究包括基础研究、临床研

究、教学研究。因而在临床工作

中，实现医疗、教学、科研同步设

计、资源共享、协调发展。作为广

东省教育厅“中医疑难病症”重点

实验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分子

生物学”三级实验室，在推动基础

研究方面，中医临床学科重点实验

室发挥了重要作用，临床基地对临

床课题研究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目前在研课题包括国家“十一五”

支撑项目在内国家、省部级各类课

题lo余项。近期获省部级科技进

步一等奖l项、二等奖1项、三等

奖2项。

2．3体现三个层次：本科生、研

究生、临床进修生 病区除接纳

本校本科生、研究生见习、实习

外，作为全国同行本学科师资培

养基地，先后接受来自天津、上

海、安徽、江西、山东、湖南、湖北、

贵州等中医院校教师临床研修或

完成博士学位；同时接受来自全

国各大医院糖尿病、风湿病专科

医师进修；也是香港浸会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中医学专业学生见

习、实习基地；近期新加坡中医师

公会经方研修团也来本基地学习

考察。针对不同层次人才培养需

求开设相关课程，同时安排病区

每周l一2次小课、主任大查房、

疑难病例讨论等主题活动。

2．4延伸四个系列：学科、专科、

课程、学会 以临床为基地，融重

点学科、重点专科、精品课程、学会

工作于一体，人员不变，职能多样。

伤寒论学科于1995年被确立为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1998

年确立为广东省重点学科，由伤寒

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共同组成中

医临床基础学科，2002年被评为

国家级重点学科，也是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广东省重点学科。

2002年糖尿病、风湿病分别

被确立为广东省重点专科，并于

2003年提前通过省中医药管理局

验收。2007年糖尿病获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专病

建设牵头单位。

2005年伤寒论获广东省精

品课程，金匮要略获大学精品课

程，2007年伤寒论获国家级精品

课程。

本基地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西医结合学会糖尿病、内分泌疾

病、风湿病、仲景学说分会副主任

委员，及广东省相关学会主任委员

挂靠单位。年主持国家、省部级继

续教育项目4—5项，包括全国经

方临床运用高级研修班、全国糖尿

病、风湿病、四大经典骨干教师培

训班等，均获得同行好评。

2．5实现五个功能：理论与实践、

经典与现代、继承与创新、教学与

服务、课程与体系结合

2．5．1理论与实践结合解决理

论与临床脱节问题。有了实习、

见习基地，能亲眼目睹经典指导

临床思路、疾病辨治过程与疗效，

增强了学生学习兴趣，进一步巩

固了中医专业思想；同时，临床对

教师素质提高产生重要影响，大

量临床案例信手拈来，充实了课

堂教学内容。

2．5．2经典与现代结合体现在

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运用上。运

用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我们创建

了伤寒论学习网站，完成了教育部

《伤寒论网络课程》项目，初步建立

了伤寒论多媒体视频临床教学资

源库，并运用于多班种课堂教学，

获得良好教学效果。同时围绕专

科建设，建立了风湿病、经方学习

网站。

2．5．3继承与创新结合以临床

基地为支撑，深入探讨伤寒论临

床研究模式、经方临床运用与基

础研究模式，其成果分别获中华

中医药学会2005年科技进步三

等奖、2007年科技进步一等奖；应

对扩招的压力，2006年在本科班

率先创立“经典与临床专业方向

分化班”，已开班2期，获得良好

教学效果；主编国家“十五”“十

一五”规划教材《伤寒学》，首次

将《伤寒论》更名为《伤寒学》，并

按“学”谋篇布局，获得王永炎院

士和教材建设委员会一致赞同；

主编案例版《伤寒论》、《金匮要

略》、新世纪创新教材《中医临床

基础》及网络版《伤寒论》，主编

“十一五”国家首届研究生规划教

材《伤寒论理论与实践》，在教材

建设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和创新精神。

2．5．4教学与服务结合体现在

培养人才与医疗服务上。在培养

高层次中医专业人才，除已有本科

生、硕士、博士外，还接受来自全国

高校访问学者、博士后人员，以及

海内外进修、临床提高班学员。同

时举办国家继续教育项目，为专业

队伍师资建设、中医专科高级临床

人才培养做出了积极贡献。尤其

2006年底举办的全国第六期经方

临床运用高级研修班，学员超过

600人，场面十分壮观，受到海内

外广泛好评。

在医疗服务方面，拥有一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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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三批师承指导老师、全国百名

杰出女中医师、广东省名中医、大

学首席教授等组成中医专家队伍。

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及经典名

方治难病、治重病、治急症特色，同

时形成糖尿病、风湿病专科优势，

创立了专科专病用药系列，大大提

升了医疗辐射能力。在年门诊量、

住院患者人数、病床使用率、周转

率、中医治疗率、外省及周边患者

就诊率、临床疗效等方面均居内科

前列。

2．5．5 课程与体系结合 伤寒

论、金匮要略二门课程作为大学本

科生必修主干课程，中医临床基础

作为硕士班必修专业课程，伤寒论

同时是博士班临床专业必修课程。

2006年，以中医临床基础重点学

科为依托，伤寒论、温病学、金匮要

略三教研室共同努力，在本科班首

创中医学专业经典与临床分化方

向班。与大学基础医学院密切合

作，开设了古今经典医案选读、经

典临床研究思路与方法、中医学术

源流与研究、经典名方临床运用等

方向组课程群，进一步推动了经典

课程体系建设。

3 内涵建设

“经典回归临床”作为广州中

医药大学2002年、2008年分别通

过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并获

得优秀的特色项目，如何将成果进

一步延续、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大家

。r+。+。+。+。+—’。+。++。+。+”+。+。+“+

一直关注的重点。加强内涵建设，

不断创新才是根本出路，我们重点

抓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3．1创新管理模式坚持以重点

学科为龙头，以学科带头人为指

引，强调打造团队精神，病区、教研

室、实验室，伤寒论、温病学、金匮

要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整体协

调、共同发展。教研室所辖病区为

独立经济核算单位，人员调配则以

教研室为主体，教学、医疗、科研，

既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合。在教材

与课程建设、科学研究、学会工作

等方面均存在一定交叉性，尤其重

点学科建设更是具有整体一致性。

只有以重点学科为龙头，才能站有

高度，看有远度，把握全局，整合资

源，提升优势，指引方向。同时，以

病区建设为依托，各教研室你追我

赶、取长补短、良性竞争，形成对学

科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内力。

3．2强化队伍建设梯队建设是

内涵建设的重要部分，优质的人

才资源与团队精神为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坚强的保障。近年来注重

新生后备军的不断补充，梯队的

学历、年龄结构进一步改善。同

时通过传帮带，进一步提升后劲。

50岁以下教师通过多途径进行充

电：攻读在职研究生，入选国家、

省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

入选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工程项

目，通过师承方式学习、出国进修

访问，参加高层次学术交流等。

近年来，在中青年骨干中，涌现出

一批具有较强发展潜质的教师，

他们中有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

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

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广东

省第三届高校名师，有全国首届

百名杰出女中医师、全国中医药

传承高徒奖获得者、全国优秀中

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优秀学员、

广东省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等。

3．3 提升竞争实力 教医研协

调发展，尤其强调的是综合竞争

实力的打造。在既往传统主打项

目糖尿病、风湿病等获得各级研

究项目基础上，今年获“十一五”

国家支撑项目“伤寒学术流派研

究”主持，重点参与主持“十一

五”重点攻关项目“寒温并用法防

治流感临床方案建立与研究”；医

疗方面，糖尿病重点专科进入国

家“十一五”重点专科专病建设行

列，并担任项目牵头单位；教学方

面，伤寒论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标志着教学、医疗与科研进入新

一轮起点。

中医泰斗邓铁涛教授在全国

第六期经方高级研修班寄语学

员：“中医经典是根，各家学说是

本，临床实践是中医生命线，仁心

仁术乃中医之魂”，学经典，做临

床，拜名师，求创新，已成为中医

界最响亮口号和共识，我们将不

懈努力!

新的机遇，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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