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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从事中西医结合学习和工作有50年了，但真正的研究是从1969年开始的，到现在也已40年了。
从学科建设的历史沿革来看，基本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生物化学与中医联系临床实践
阶段：1969年，我带领生化教研室参加过西学中班的同志在本校中医院建立了“肾病研究室”，主要
进行肾病高脂血症与脂类代谢关系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佝偻病钙磷代谢与补肾中药治疗的实验研究。
曾获得省科委和省卫生厅的科研课题经费资助，并取得科研成果，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中西医结合点的探索阶段：1978年，为了扩大中医“肾”本质的研究，探讨中医“肾
”的含义，研究其与肾脏内分泌生化之间的关系，把“肾病研究室”改为“中医肾本质研究室”，奠
定了中西医结合研究方向以及思路与方法的研究。
    第三阶段——中西医结合肾本质扩展研究阶段：1989年，开始对中医肾本质的内涵与现代医学的关
系，开展了系统的研究。
如，“肾主骨”与佝偻病和骨质疏松发病及补肾方药治疗的关系；“肾主骨生髓，髓生血”与肾性贫
血和肾性高血压发病的关系；“髓通脑，脑为髓之海”与精神分裂症和老年性痴呆发病的补肾填精方
药治疗的实验研究；“肾主生殖”与性激素调节和生殖系统关系；“肾的盛衰其华在发”与酪氨酸和
黑色素代谢的实验研究等，将宏观整体与微观分子生物学相结合进行了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先后得
到3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获得资助经费33万元，取得一批科研成果。
进行了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第四阶段——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深入哲学层次研究阶段：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深入有待思路与方
法的突破。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为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博士生导师，学校获得了中西医结合基础理
论博士学位授予权，也是河北省该年批准的唯一一名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学科点。
把“中医肾本质研究室”改为“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室”。
2002年2月，教育部批准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为国家重点学科，并于2003年2月15日成立河北医科大学
中西医结合研究所。
20年来，共培养博士生28人（其中韩国留学生10人），硕士生26人，博士后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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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李恩同志从3万多人次的临床经验中，从长期。
肾本质的研究实验中，进一步认识到，要想振兴祖国医学，使祖国医学不但要立于世界之林，而且要
在世界上独放异彩，只有取中两医二者之长，使中医和西医融为一体，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
医学”，除此别无他法。
李恩同志说，中两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条途径。
为达上述目的，李恩同志除了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说明问题外，还到处奔走呼号，以引起周人特别是各
级领导的注意。
1983年4月，在江苏省常熟市召开的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讲习会上，李恩同志以《中西医结合是我国
医学发展的一大优势》为题，作了大会发言。
1987年在全国中西医结合战略学术研讨会上，李恩同志宣读了富有哲理的论文——《中西医结合思路
与方法正孕育着新的突破》，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指出，医学模式的转变促使中西医结合理论的形成，这是祖国医学发展的必然
趋势，或说是必然规律。
尽管现在还没有一个中西医结合医科大学，在医学院校里也没有一个中西医结合系，但在临床实践中
用中西医结合的手段和方法为患者治病，早已成为事实，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医学相当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也并不鲜见。
他指出，现代医学模式，正在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生物医学模式，只是强调从各种检查的项目是否偏离了正常值来说明疾病，把疾病仅仅看成是独立于
社会行为的实体。
没有说明社会、心理和行为在疾病形成中的作用。
即使在明确了病因和病理变化时，也不是生物医学范围内完全可以解决的。
鉴于生物学模式的缺陷，为了适应医学发展的需要，才有人提出了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
而中医的理论体系，所强调的是整体观、辨证的思想体系，并主张“天人合一”，在对疾病诊治认识
中，既注意“外感六淫”，更重视“内伤七情”。
可见，西方医学在发展的今天欲求得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正是中医今天所具有的优势。
这就从思路与方法上，以及现代医学所研究的内容上，促使中两医结合成为一种独特形式的医学。
倘若与现代医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医学领域里，必将独树一帜。
在促进整个医学的发展上大放异彩！
对人类的保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恩同志在这篇论文中，还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论述它为中西结合提供了新理论、新
方法。
文章用“二三论”的基本观点，对照中医和西医的研究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医作为传统的经验
医学比较注重整体，但缺乏科学的具体分析方法；而西医是在近代科学的具体应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分析方法是其优点，但整体综合则显不足。
如运用“三论”的理论和方法，取中西医思路与方法二者之长，补己之短，在中西医结合中，必将产
生思路与方法上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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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恩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研究》回顾中西医结合五十年的历史，展望中西医结合未来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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