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病得健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病得健康>>

13位ISBN编号：9787504660510

10位ISBN编号：7504660515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金观源

页数：282

字数：24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病得健康>>

前言

近年来，高科技的巨大成就不仅推动了医学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医学危机。
    首先是对病人过度检查与过度治疗的危害。
2011年8月，美国《新闻周刊》刊文指出，冠脉支架、换膝手术，甚至是无所不在的核磁共振检查，以
及某些常规的检验与做法，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可能对病人健康有害，由此呼吁病人对医生说“不”
，认为“这一个词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
    其次是滥用药物的危害。
2011年9月，《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告透露，死于药物滥用的美国人已多于死于车祸者。
这主要是因为，在医学药物化的今天，滥用处方药事件的持续激增，使得因麻醉剂(合法的或非法的)
致死的美国人数字猛增，在2009年，这个数字为37485人，而同年因车祸丧生的只有36284人。
    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向来被病人当作救星，在以现代医学为主流医学的美国，竟然呼吁病
人不要总是听医生的话，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一切药物的开发与运用，都是为了疾病的防治，竟然会成为“杀人”的工具，而且死于滥用药物的人
数超过了车祸遇难者人数，这又是多么的骇人听闻！
    医生的误导、误诊、误治或药物滥用，可以使人死于无形之中。
这不得不使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已经患有各种各样疾病的患者忧心忡忡：我们经常要看医生，天天
要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是否也会有同样危险呢？
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摆到了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没病的人自然要保持健康，有病的人也要寻求健康地活着。
医源性的副反应，可以使原有的疾病“雪上加霜”。
我们千万不能未被疾病所害，而受害于医源性原因。
这就是“病得健康”的追求。
    疾病与健康，通常认为是身体状态对立的两个方面，故病了就不可能健康。
本书的书名之所以选择《病得健康》，不是为了故弄玄虚、标新立异，而是通过近10年的系统医学研
究，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对于疾病的本质要重新认识，对于疾病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也要进行系统
分析。
    如何理解“病得健康”？
它起码包括以下几个含义：    首先，疾病是绝对的，健康是相对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健康的人。
西方有一个笑话，说一位老太太称赞她的家庭医生十分高明，每次看她时都能发现一种她自己以前没
有觉察到的新病。
确实，没有一个人，尤其是老年人，可以说自己永远或完全是健康的。
对此，用一句话来归纳，那就是：“有病易，无病难”。
近年来系统医学的研究，已经提出可以把“健康”定义为机体功能或结构处于稳定的状态(稳态)，所
谓疾病则是由于维持稳态的机制出了问题，导致稳态的持续偏离。
但疾病发生后，通常有向两个相对方向变化的可能：或是好转与痊愈：或是恶化与蔓延，包括并发症
的发生，最终导致死亡。
在这层意义上来说，病得健康，就是要努力使疾病向好的方向移动，而杜绝或预防向坏的方向发展。
    其次，即使病了，也要健康地生活。
当今的临床疾病谱正面临着重大的改变，即从急性传染性疾病到慢性病的转变。
纵观人类文明社会出现以后的整个疾病史，早期基本上以传染性疾病为主，各种各样的病毒性、细菌
性传染病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包括早期的肺结核、天花，2003年的SARS以及最近的新型流感。
随着医药的进步，特别是疫苗的发明，使得人类能够把这些传染性疾病基本控制住。
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宣布，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
当今社会慢性病患者在迅速地、显著地增加，对大部分国家来说，目前人体健康最大的威胁，不再是
传染病，而是慢性病，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包括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如老年痴呆症)、代谢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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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如肥胖和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
慢性病或老年病，虽不像传染病会瞬间爆发，人们有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进行防范，但是一旦得
了病也不大可能在短时间里治好。
因此，对于大多数慢性病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如打“持久战”一样，要重视生活方式的改善。
    第三，当无法通过简单的干预手段使疾病痊愈时，对于是否采取激烈的干预手段要慎重。
要考虑是否能与病“和平共处”，要避免因干预手段造成的疾病恶化或其他严重副作用(如医源性疾
病)；而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有时，机体也会受惠于某些疾病，如患某些传染病后导致的免疫力提高：还有“久病成医”的好处，
如因为长期患病而增加了对疾病的“知晓”程度与行为预防知识，可以比别人明显减少受某些严重疾
病威胁的概率。
    总之，我们深信，疾病与健康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仅大多数疾病会痊愈或受到控制，即使是不治
之症，我们也有机会与它们长期共存，保持较好的生活质量。
我们提倡“病得健康”，是想告诉人们要尽可能地做自己身体的主人。
世界上没有谁会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身体！
也没有谁会比你自己更关心你的健康！
当患病的时候，你需要医生的治疗，是医生治疗的对象，也是疾病的载体，更是康复的主体，无论采
用何种医疗干预，都必须通过你的身体、你的康复能力来实现。
所以，能否早日痊愈，能否与病“和平共处”，能否避免医源性疾病，都离不开你对疾病的理解，离
不开你自己在疾病防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你的角色与医生同等重要！
    让“病得健康”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座右铭吧！
    金观源    2011年12月    于美国密尔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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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病得健康(疾病缠身时的对策)》由金观源所著，这是一位美籍华裔医学家给您的临床忠告。
当一个人患病时，医疗干预并非都是必要或恰当的。
不恰当的医疗干预可以使原先的疾病“雪上加霜”。
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认识到过度检测、过度干预的严重危害，包括药物毒副作用；当一些严重疾病，
如高血压、糖尿病乃至癌症缠身时，急于对抗的心理也经常妨害与病“和平共处”战略的执行，导致
疾病恶化。
此外，临床治病时，躯体的自我康复能力经常被忽略，应用各种自然疗法时则又缺乏谨慎。
纠正处置疾病的这些错误方法的对策，体现的就是“病得健康”的新理念。
每一个关心自己健康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患者，一定要把握好21世纪就医的这一新理念。
它不仅能使自己驾轻就熟地配合医生正确的决策，而且可以不为各种“神奇”的医药广告所动心，不
再在鱼目混珠的保健市场随波逐流。

《病得健康(疾病缠身时的对策)》是国内第一部以系统医学观点表述疾病防治的科普读物，内容新颖
有趣，文字深入浅出，实用性强，适合每一个关心自己健康的读者，尤其是中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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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观源，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系与心血管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9年移居美国，在威斯康新医学院放射系完成博士后。
曾任威斯康新州政府中医针灸顾问，美华学社（美国教授科学家学社）创会会长，旅美科学家工程师
专业人士协会会长。
现为美国国际整体医学研究所所长，广州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开放大学客座教授，是国内外系
统医学和时间医学的积极倡导者之一。
著作论文丰盛，代表作有《现代时间医学》、《临床针灸反射学》、《生物钟与健康》、《针灸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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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跟着贝纳德、坎农的研究思路去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当贝纳德断言体液是保持躯体稳定性的条
件时，不论他讲的是哪种体液，不论该体液的存在是有管道还是无管道的，他所表述的内环境是材料
，而非机制(或者说行为)。
作为机制来表述的稳态，是坎农首先提出的，他称之为拮抗装置，并且断言躯体内这类拮抗装置非常
多，而且一般是多重的，非常复杂。
    坎农指出，生命体各部分生存所需条件的苛刻，与其整体的稳定性并不矛盾，虽然这些条件也许每
时每刻都处于干扰之中(干扰可以来自外部和内部)，但有机体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这些条件一旦发生
偏离，其偏离会迅速得到纠正。
比如，当我们持续进行20分钟强烈的肌肉运动时，可以产生巨大的热量，倘若这些热量不能及时散发
掉的话，它们足以把身体内的蛋白质凝固起来，就像一个煮熟的鸡蛋那样。
此外，连续的肌肉强烈活动，还会在运动的肌肉内产生大量的乳酸(即酸奶中的酸)，如果我们的躯体
没有另外的一套机制来对抗的话，那么该乳酸数量之大足以在瞬间把血液中的碱全部中和掉，成为一
种祸害。
    坎农把躯体维持稳态的这种机制称为拮抗装置。
他认为，也许正是这种拮抗装置的存在，才能把各个部分组织成一个整体，使得生命和组织系统能在
各种各样内外干扰下长期存在。
正因为如此，空气极为干燥地区的居民在保持他们的体液上并无多大困难；攀登高山探险或高空飞行
的人，尽管其周围环境的氧分压已经明显降低，但不会有严重的缺氧。
    坎农的思路是对的。
对于身体每一种功能的稳态，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拮抗装置。
譬如，血糖的稳态，起码有胰岛素与高血糖素作用的对抗；动脉血压的稳态，起码有缩血管物质(去甲
肾上腺素、血管紧张素、加压素、内皮素等)与舒血管物质(心钠素、缓激肽、前列腺素、一氧化氮等)
作用的对抗。
为了维持体温的稳态，我们的身体具有分别升高体温与降低体温的两套不同装置：血管收缩以减少热
辐射与骨骼肌快速收缩(肌肉颤动)以增加产热；皮肤血管扩张则增加热辐射，出汗(汗腺分泌)蒸发则
带走热量、冷却身体。
    但遗憾的是，由于坎农沿袭了贝纳德只注重内环境的传统，没能足够重视神经系统在维持稳态中的
作用。
他只把神经系统看作保持稳态机制中次要与辅助的工具，而不是主导的地位。
其实，在诸如体温稳态的维持过程中，必须有神经系统的参与，尤其是在中枢神经系统——脑的控制
下，才能实现这两类装置的拮抗作用(图1—1)。
也正是因为这一疏忽，后人把贝纳德与坎农创建的稳态称为“没有脑袋的生理学”。
    由坎农提出的拮抗装置之谜，后来被先后涉足哲学、数学、物理学和工程学，最后才转入生理学研
究的美国数学家维纳以负反馈原理揭开。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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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2年2月12日，我正在为本书付梓做最后修改之际，国内家里传来噩耗，我的母亲以93岁高龄平静地
在家中睡眠中辞世。
    母亲毛瑞雯，浙江义乌人，生于1919年。
抗日战争期间，她作为一名护士，曾单独一人成功护送军队医院药品向后方的转移。
母亲的生命力十分旺盛，毕生与多种严重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抗争：1950年前后患重症肺结核，当时应
用人工气胸的治疗方法，以牺牲一侧肺功能(肺硬化)的代价止住了频繁大咳血；1963年患泪腺癌，又
以摘除一只眼球的代价战胜了癌症的转移；1970年后患更年期高血压；80岁高龄后得房颤与心功能不
全；90岁后又开始老年性记忆力降低⋯⋯但她从未退却，一方面积极治疗，另一方面努力改善自己的
生活方式，提高防治疾病的抵抗力。
在长期只有一侧肺与一只眼工作、生活的岁月里，她不仅全力支持丈夫工作，照料、培养子女长大成
人，甚至还要帮助照料孙辈；她一直到临终前不仅生活都能自理，还要为同龄的父亲读报。
有谁可以想象，母亲在长达近50年的时间中，每天用一块纱布遮盖住手术与放疗后始终未愈的眼眶伤
口，并坚持每隔1～2天就要为自己换药，却从未抱怨，依然对自己的健康生活充满着信心与情趣。
    母亲抗争病魔的经历，是各种慢性病人能够做到“与病长相存”，或者说“病得健康”的一个典例
。
我之所以坚信许多慢性病的患者都有可能做到“与病长相存”，首先是受到母亲长期患病经历的启发
。
母亲知晓我要写本书之后，不仅一直关注本书的写作与出版，而且还为我提供了她与疾病作斗争的各
种体验，如在“‘三堂会诊’来决策”一节中关于她患泪腺癌的真实故事。
所以，本书的出版，将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也是对母亲平凡而伟大一生最好的纪念。
    此外，我还要为本书提供例证的其他各位患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她)们中有的是我的亲人、亲戚
、朋友，有的是我治疗过的病人，有的已经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取得了胜利，有的却已不幸故世或付出
了沉重的身体损伤代价。
后人将吸取他们的患病经历中所隐含的深刻医学教训，永远记住他们对医学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
    金观源    2012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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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类不仅为疾病所苦，还为疾病的观念所困扰。
在过度治疗、过度检查的今天更是如此。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
如果不改变疾病的观念，医学的进步将淹没在过度干预的洪水之中。
    ——金观涛    在医学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为了防范过度干预可能带来的副反应或并发症，以及不
损伤患者本身的康复能力，系统医学提示临床医生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医疗干预手段。
    ——凌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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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慢性病取代急性传染病流行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仅都难逃病魔的威胁，而且还要遭受现代医学
过度检测、过度干预以及药物毒副作用等可能带来的“雪上加霜”的危害。
这已经引起全社会与医学界极大的关注，甚至有人撰文呼吁对医生说“不”，认为“这一个词可以挽
救病人的生命”。
“病得健康”新理念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
《病得健康(疾病缠身时的对策)》由金观源所著，本书介绍了“不被治疗干预所害”的一系列对策，
寻求“即使病了，也要健康地活着，要具有良好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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