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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合 医 学 的 全 称 是 整 体 整 合 医 学

（Holistic  Integrative  Medicine，HIM），是未来医学发

展的必然方向和必由之路[1]。中医学中整体观、辨证

论治与整合医学的核心要素虽基本一致，但与真正

的整合医学还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医人应该敞开

胸怀，主动积极地拥抱整合医学，借助整合医学发展

之春风，借鉴整合医学思维模式，主动积极地汲取西

医学、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的精华，运用创

新思维、整合思维，助推中医学快速、科学发展。

1　整合医学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合医学在美国和德国

开始得到发展，2009年美国成立了美国整体整合医

学协会（AHIMA），2012年樊代明院士将其引入中

国。樊代明院士曾多次撰文指出整合医学的概念[1]，

即从人的整体出发，将医学各领域最先进的知识理

论和临床各专科最有效的实践经验分别加以有机整

合，并根据社会、环境、心理的现实进行修正、调整，

使之成为更加符合、更加适合人体健康和疾病诊疗

的新的医学体系。运用整合医学的思维，做到以人

为本，还器官为患者，还症状为疾病，从检验到临床，

从药师到医师，身心并重，医护并重，中西医并重，

防治并重。

摘 要 整合医学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中医学中的整体观、辨证论治与整合医学的核心要素基本一

致，但与真正的整合医学还存在注重宏观微观研究不足，强调动态病本研究不足，主观有余四诊客观不足等差别，中医人应

该敞开胸怀，主动积极地拥抱整合医学，借鉴整合医学思维模式，积极汲取西医学、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的精华，

借助整合医学发展之春风，助推中医学快速、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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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代明院士提出HIM这个概念至今不过才7年，

真正肇基也可能还得从2012年发表在《医学争鸣》

第3卷第2期上的《整合医学初探》算起，但经过这

短短7年如火如荼的发展，中国的整合医学已经成燎

原之势，迅速引领着我国医学的创新发展。参会达

4000余人的“2016中国整合医学大会”已于2016

年10月8日在西安召开，连接11个省会城市作为分

会场的“2016整合医学论坛”已于2016年和2017

年在主会场北京举办过3场。全国目前已经在27个

省、市、自治区成立了100多个针对不同疾病或方向

的整合医学中心，如浙江成立了包括40多位院士的

“树兰整合医学研究院”，广东药科大学成立了“整合

药学研究院”，南京中医药大学于2016年成立了九

年制的“整合医学学院”。第一套具有整合医学特点

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电子教材”已由人民军医

出版社发行并在60余所大学试用。

“2017中国整合医学大会”的主题是“未来医

学，赢在整合”，大会邀请了376名专家就医学未来

发展方向与前沿技术、整合医学相关临床专科发展

与适宜技术应用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做了专题报

告。会议期间，还成立了3个全国性分会、29个专业

委员会，启动了16个专业委员会与12个省级分会

筹备工作，重点探讨了整合医学在各个临床专科中

的应用路径与适宜技术，集中体现了我国整合医学

研究与实践方面的最新成果、成果经验和发展趋势。

如果说既往的整合医学是“总论”，那么这次的大会

已经进入“分论”阶段，从虚到实了。正如军事医学

科学院院长、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师分会会长张士

涛教授所说：“随着现代医学对人的整体性的日益重

视，医学的发展已经跨入整合医学时代。中国整合

医学、整合医学分会在樊代明院士的带领下，扛起了

中国整合医学的大旗，迅速引领我国医学的创新发

展。如果说去年的首届中国整合医学大会是吹响集

结号，今年的第二届则是一次切磋交流、相互学习的

冲锋号。”

整合医学也与“中西医结合医学”不同，1956

年毛泽东提出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

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可

以看作是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最好诠释，但历经半

个多世纪的探索研究，中西医结合并没有达到当初

预想的目的，时至今日中西医结合并没有创立出真

正的自身理论，大多是中医加西医的模式，结而不

合，结而难合。正如刘应科等[2]所认为的那样：“中

西医结合医学因为缺乏独立的理论体系，不得不借

用中西医的两套理论体系来解释现象、解决问题。

这就犹如中西医结合是坐在以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

为支撑的凳子上，如果撤除凳子的任何一条腿，中西

医结合医学就无处可坐，这是一种‘缺一则少二’的

现象。”而整合医学不但要汲取中医、西医的知识成

果，还要汲取循证医学、精准医学、转化医学，甚至

世界各个国家传统医学的研究成果和经验，逐渐整

合成一门更适合人体健康和疾病诊疗的新的医学体

系。

“整合医学”作为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已

在欧美医学界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目前很多国家

的医疗卫生改革都在实施、践行这一理念，其重视程

度可见一斑[3]。当我们很多人还对整合医学持怀疑

态度、观望心理时，殊不知它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

即将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了。

2　中医学中的“整合医学”

整合医学的核心是整体观、整合观和医学观，

而细读其中最为核心的整体观与中医药学的“整体

观”“辨证论治”有异曲同工之妙。整合医学所说的

整体观包括“空间健康学、人间健康学、时间健康学”

三个方面，其中的空间健康学，实则类似于中医讲的

“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人与社会的整体性”问题；人间

健康学，实则类似于中医讲的“人是一个以五脏为中

心，六腑相配合，气血精津液为物质基础，通过经络

相联系，外连五官九窍、四肢百骸，而构成一个统一

的有机整体”问题；时间健康学，实则类似于中医疾

病的动态观，即疾病会因时间而发生变化，病证是动

态变化的，所以中医强调治疗疾病要“辨证论治”，要

“随证治之”。

整合医学中的“整合观”和“医学观”，强调的是

医生要运用社会学、人体学、艺术、心理学等综合知

识认识和治疗疾病，和中医强调的因时、因地、因人

“三因制宜”和“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等原则，以及

强调医者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等略

同。

在人类医学领域中，中医学是目前唯一能够跟

西医媲美的第二大医学体系，中医解决了大量西医

解决不了的问题，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宝库”，被习近

平誉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可能正是与其

中所蕴含的“整合医学”有关吧。刘运芳等[4]认为屠

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蕴含着丰富的整合

医学内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让·安德森

评价说：“屠呦呦既有中医学知识，也了解药理学和

化学，她将东西方医学相结合，达到了1＋1>2的效

果，是这种结合的完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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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医学与整合医学的差别

中医学的基本理念和思维模式虽然与整合医学

有很多同工之处，但亦有诸多差别：

3.1　注重宏观，微观研究不足  作为中医学的重要

思想，“整体观”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这一思

维观念强调整体观察和综合分析，注重宏观分析，

在结构、量化、微观方面研究则明显不足，忽视了

对研究对象内部各要素的本质研究。而整合医学

在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对

机体内部各要素的研究，即关注全局的同时亦不忽

略局部的深入研究。中医治疗疾病注重整体调节，

反对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强调要注重自然和社会

因素对人体的影响，追求人和自然、社会的和谐、统

一。中医的这种整体观念，与西医学追求解剖、血

液、原子、分子等微观变化，致力于解决局部病变

的模式迥异。因此，计算机的问世可带来西医影像

学的飞速发展，CT、MRI等先进检查手段的问世又

带来西医诊断和治疗的飞跃（介入治疗等），而中医

却无法真正有效利用，也就客观拉大了与西医的差

距。

3.2　强调动态，病本研究不足　中医学自秦汉肇基

以后，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运用阴阳五行理论，建

立了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系统，创立了八纲辨

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

等多种辨证方法以适应不同疾病的辨证需要，标本

治则、三因制宜治则等让临床辨证更加活化，加上

多达上万种的中药品种及其组合而成的数不胜数

的方剂，解决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衍昌盛问题，

其完整的知识体系甚至在面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等人类未知疾病时一样能发挥巨大治疗作用。但

也正是这种系统，因为基本理论不能突破阴阳五行

这一朴素的哲学思维，过于强调疾病的动态变化，

强调可以“异病同治”，而忽略了对疾病本质的深

入研究和更快速有效的治疗，表面上对任何疾病都

能进行“辨证论治”，但不容置疑地存在着“认识不

精”“治疗不准”的不足。这种“条条大道通罗马”、

自圆其说、自我封闭的思维方式，自觉和不自觉地拒

绝了其他自然学科知识的汲取和引进，导致中医学

在明清之后理论上基本没有实质性发展，甚至陷入

停滞不前的窘境。而西医学的发展与中医则完全

不一样，它随着现代产业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向前发

展。无论是昔日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还是当今

的信息革命，在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而

深刻的影响同时，也相继催生了三个医学发展的时

代[5]，即农业革命催生的经验医学（或传统医学）时

代，工业革命催生的科学医学（或生物医学）时代，

而信息革命催生的正是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整合

医学时代。

3.3  主观有余，四诊客观不足　西医从1816年听

诊器的发明，到后来的心电图、X光、显微镜，直至

今天的CT、MR、PET/CT等检查手段，不断将西医

的检查带向深入和客观，而不少中医仍然固守在传

统的“望闻问切”水平上，对待脉象仍然是“心中

了了，指下难明”的尴尬。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同

样一个人，隔着布帘让十位老中医切脉就切出了十

种不同的脉象。面对一个不太典型的舌苔，甲认为

黄苔，乙认为薄黄苔，丙又认为是薄白苔，仔细看

看有时确实莫衷一是，难以确定。因此，中医收集

病史资料的“四诊”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

客观明显不够（也很难将其客观化）。根据一个完

全主观的资料再去进行辨证论治，其结果的偏差

是可以想象的。另外因个人经验、学派、所处地域

的不同，中医即使对同样的一个“证”，用药也会

出现较大差异。这与西医追求诊断有客观标准数

据、治疗相对统一路径是迥异的，也与现代科学追

求客观化、量化、简单化，消除模糊性、复杂性有着

本质差别。

4　中医药学要做拥抱整合医学的先行者

习近平曾就中医药发展提出“切实把中医药这

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

好”的指示，新一代中医人赶上了整合医学的发展时

代，更应当在传承好传统中医药学术的同时，借鉴整

合医学思维模式，做拥抱整合医学的先行者，积极吸

收、整合、利用现代生命科学和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

成果，来研究、发展、壮大中医药学，培养出具有中医

药特色的整合医学高层次拔尖人才，丰富整合医学

的成果，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具

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4.1　汲取西医学特色与优点  中西医虽然有着截然

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都是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他

们用来治疗疾病的武器都是以药物为主，因此现代

的中医不但要学会合理规范地使用西药，还要透过

这些药物治疗疾病的原理，丰富发展中医自身理论。

近代医家张锡钝就发明过用“石膏阿司匹林汤”治

疗发热，就是很好的范例。借鉴“乙肝病毒是导致

乙肝发生、发展、加重及变化的根本原因”，陈四清[6]

提出“湿热疫毒是乙肝的病机关键，清热利湿治疗

应该贯穿乙肝治疗始终”，从而完善了大剂量运用清

热解毒药物治疗慢性乙肝的理论依据。因此，中医

学若能汲取西医学的特色与优点，西为中用，不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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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提高临床治疗的效果，还能丰富和完善中医学理

论。

4.2　汲取循证医学特色与优点  循证医学强调的是

以证据为基础[7]，更好地选择各种医学诊疗手段中的

一个或数个疗效最佳的、不良作用最小的方式进行

诊疗，是以一个群体获得的证据或百分比为基础的。

中国有近14亿人群，大部分中国人都接受过中医药

服务，因此，中医本应该最有权威“循证”，但多年来

中医界大多数人不太注重统计分析，不太注重对总

体疗效的客观化评价，许多疗效评价方法过于落后

和主观化，导致出不了重量级的论文，拿不出令人信

服的数据。因此，中医学若能借鉴循证医学优点，就

一定能促进中医科学快速发展，也才能够促进中医

学真正走向世界。

4.3　汲取精准医学特色与优点  精准医疗的本质是

精确寻找到疾病的病因和治疗的靶点[8]，并对一种疾

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分类，尽可能地对病原

实施精准打击，最终实现对疾病和特定病人的个性

化精准治疗。中医学目前虽无法有机运用基因组、

蛋白质组等细胞学技术，但强调对疾病的个体化、精

确化治疗，具体到临床上就是对治疗处方的精准化

研究。最终起作用的是医生通过望闻问切、辨证论

治而书写出来的那张“处方”，处方是医生治疗疾病

的真正武器。处方开得越精准，治疗效果就会越好

越快越强。我们认为中医处方的精准化可以从4个

方面进行：首先要选择一张能够对证又能够治病的

代表处方；其次古方不能治今病，要对原处方中不适

合该病人的药物进行删减；第三，要对原方中治疗不

足的方面增加药物，古人处方味少往往不能适应今

日病患，就需要增加功效相近的药物、队药；第四，一

病必有一药治，要结合现代药理等知识，选择更加有

效的药物治疗疾病，如用大剂量黄连降血糖、土茯苓

降尿酸、何首乌降血脂等。因此，中医学若能汲取精

准医学的思维方法，就能促进中医疗效的提高，真正

促进中医学的有序发展。

4.4　汲取转化医学特色与优点  转化医学是连接

基础与临床学科的桥梁，其核心是将基础研究成果

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可在临床实践中应用的理论、技

术、方法和药物，并在临床中及时反馈和修正，再进

一步转入基础研究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通

过不断地循环往复、转化提升，实现提高人类健康

水平的目标。中医学历经两千年发展，医学著作汗

牛充栋，各种理论、学术流派纷呈，当今中医学迎

来“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发展机遇，中医人需

要挖掘出更多的实用技术，切实解决当今医学难

题，因为只有疗效才是硬道理。我们在做好院校教

育的同时，更要积极推进院校毕业后的“读经典、

跟名师、多临床”继续教育。读经典是为了挖掘更

多有效的理论与方药，跟名师是为了传承名老中医

独特的学术经验，多临床是为了通过实践不断检验

中医理法方药的实效，并促进中医学自身理论的发

展。

5　结语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医学也如此。医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问，复杂的

学问要用整合的方法去研究、教育和实践。当今的

转化医学是整合医学的路径，循证医学是整合医学

的规则，精准医学是整合医学的目标。整合医学便

是医学发展新时代的必由之路！中医学中所蕴含的

“整合医学”之道，使其运用整合医学的思维模式和

研究方法更占先机，我们期盼更多的中医有识之士

加入中医学的整合医学研究队伍，为推动中医学的

发展做出时代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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