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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国家科技奖励

中医药不能“糊里糊涂”

生病就医，不少人有“顺序偏好”，
典型的表现是西医治不好再找中医试
试。由于传统中医倡导辨证论治、一
人一方，经验传承多侧重一个个具体
医案而非群体证据，因此即使经过中
医药治疗能达到不错的效果，也有人
归结于偶然的运气。不少中医、中医
粉吐槽，这是对中医的不信任。

有些患者虽然信任甚至痴迷中
医，但更多把中医学的“阴阳五行”“病
因病机”“证候”“藏象”“经络”等当做
不可知的玄妙，认为“中医糊里糊涂治
好了人”，并不能通过现代科学的语言
和证据“说清楚、讲明白”。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很
多中医的方子非常有效，但不能用科
学证据说明‘为什么’。患者经过治疗
感觉好多了，但可能相关指标体现不
出来。同时，中医临床存在大量经验
性、模糊性的诊疗方式有待去伪存真，
需要科学客观地认识与评价……”商
洪才回顾，产生上述想法是在20世纪
90年代后期。当时，循证医学刚被引
入我国，在临床工作5年后的商洪才
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并对循证医学
产生了兴趣。“在导师的支持下，我有
幸作为早期的学员之一到中国循证医
学的发源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
中国循证医学中心接受方法学培训。”

循证医学是一套比较完整的方法
学体系，使临床医学实践从经验走向理
性，让临床诊疗有理有据。但循证医
学毕竟是舶来品，中医药能否完全借
鉴？商洪才带领团队骨干开始了探索。

让中医药研究规范精准高效

受循证医学理念与方法的启发，
商洪才考虑，若想科学客观地呈现中
医药特色优势及疗效证据，需建立适
合中医药的循证研究方法。“以临床
证据为核心的循证规范与以辨证论
治为元素的中医特色之间的矛盾，是
中医药循证研究的瓶颈问题。”因此，
团队确定了以群体个体证据融合为
特色的“产证—辨证—用证—验证”的
整体思路。

首先，从规范产证入手，建立中医
临床研究注册机制和临床研究报告系
列国际规范，为中医药高质量临床研究
设计、实施、报告提供关键支撑。其次，
创新符合辨证论治特点的个体化循证
研究系列方法，形成中医临床辨治信
息的规范化结构，保证其可动态测量、
精准评价。最后，研制中医循证病例
报告等智能化系统，实现证据的高效转
化和应用，用于辅助中医临床诊疗。

该团队创建的“四证”方法学体系
覆盖了中医药证据从产生到应用的全
链条，是此项研究的最大亮点。“我们
从注册、实施、报告到示范研究，都形

成了完整的高质量证据的生产规范。
与传统的评价体系相比，创建了符合
中医辨证论治特色的个体化精准评价
方法，包括基于贝叶斯算法的中医药
单病例随机对照试验、核心证候指标、
循证目标成就评量、医患共建平行病
历等，与群体化循证研究方法互为补
充、有机融合；利用人工智能新一代信
息技术推动证据的高效整合与转化应
用，在循证中医药学科发展中先行先
试，提升中医药高质量证据生产、应
用、更新的效率。”商洪才表示，希望通
过这种方式实现中医药研究的规范、
精准、高效。

落地实践获中西医肯定

一套研究思路能够落地是不容易
的，尤其是开拓性研究。对此，商洪才
及团队深有感触。“一开始，你要做的
事情可能不被认可和理解。但只要目
标坚定，方法总比困难多。”商洪才说，
他最在意的是科研成果能不能落地转
化为临床实际生产力，“到底能不能
行，先做出来看效果”。

在“四证”方法学的支持下，团队
与国内中西医同行合作，组织开展了
中药血必净注射剂治疗重症社区获得
性肺炎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临床
试验，严谨设计、国际注册、严格实施、
规范报告，从终点评价角度客观呈现
了中医药的疗效优势，研究论文发表

在国际重症医学领域顶级期刊。
与此同时，团队开展了麻子仁丸

治疗功能性便秘研究，将“病—证—
方—效”中医特色与循证规范有机结
合，以问题为导向，分阶段设计、实施
临床研究，从确定最佳剂量、有效性评
价和验证中药疗效特点3个层面，为
中医药治疗功能性疾病的临床研究提
供了范例。

目前，“中医药循证研究‘四证’方
法学体系创建及应用”项目所建立的
方法和技术，在全国17省市47家机
构以及行业专项中得到推广应用，并
为10余个中药大品种的临床再研究
和再评价提供了关键的方法指导。在
该团队牵头制定的7大类共11种中
医药临床研究报告系列国际规范中，
中药复方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规范首次
以中英文在《内科学年鉴》发表。

一路走来，商洪才团队一直针对
临床问题与实际需求，从认识论角度
不断探讨解决思路，并积极引入多学
科先进手段优化方法和技术。在商洪
才看来，虽然中医药循证研究“四证”
方法学体系获国家大奖，得到充分肯
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医药研究能全
面驶入快车道。在实践中完全实现

“规范产证—精准辨证—高效用证、验
证”，还需要中医药研究者原创思维的
升级、循证能力的提升及人工智能新
一代信息技术方法的融入。他表示，
推动中医现代发展，从循证中医到数
智中医，这是团队接下来的目标。

把中医看病“说清楚、讲明白”

□特约记者 蔡爽
本报记者 阎红 邹欣芮

近日，复旦版《2020年度中国医
院排行榜》发布。在检验医学全国专
科排行榜中，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国家医学检验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自榜单设立以来连续七年位居榜首。

建立“中国标准”

该中心牵头组织了由全国6大区
7家核心研究单位、21家验证单位参
与完成的我国人群大样本多中心参考
值研究，首次建立了中国成人系列临
床常用检验项目参考值，颁布系列卫
生行业标准12项，在全国医院被广泛
使用，减少了临床误判、漏判；改写了
医疗机构间参考值不统一的局面，解
决了医疗机构间检验结果互认的主要

“技术瓶颈”。
针对精准医学检测这一新技术领

域广泛存在质量问题的严峻局面，该
中心组织专家组成跨学科的个体化医
学检测技术专家委员会，开展个体化
医学检测规范化、标准化专项研究，编
写并陆续发布了我国系列个体化医学
检测技术指南，初步建立了我国精准
医学检测技术标准体系。

聚焦防艾难题

学科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尚
红教授长期致力于艾滋病毒关键检验

领域和临床检验标准化研究工作，在
艾滋病毒储存库检测技术、预测艾滋
病进展的标志物、我国艾滋病毒新型
重组株鉴定和传播规律以及建立中国
成人临床检验参考值等方面取得系列
研究成果。

在国家重大专项支持下，该中心
通过多中心大规模HIV暴露前预防
用药（PrEP）真实世界研究, 明确了
PrEP 可显著降低我国关键人群的
HIV 新发感染率，发布了我国首个
PrEP专家共识；通过分子流行病学研
究，获得了我国HIV主要流行亚型毒
株CRF01_AE与CRF07_BC的分子

传播网络关键参数及风险人群的特
征，为我国HIV疫情的追踪监测提供
了新策略；首次发现HIV储存库标志
物TRABD2A，为临床探索HIV感染
功能性治愈提供了关键技术。

为防疫提供支撑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中
心开展了多项应急多中心临床试验研
究：参与研发了新冠病毒多种检测方
法及试剂盒，完成了6种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试剂盒上市后检测性能临床评
价，主持建立了全国多中心的新冠病

毒临床样本库，完成了5种新冠病毒
快速核酸检测产品多中心临床评价；
开展了“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的溯源、
疫情评估及预测研究”工作等，为疫情
防提供可靠的实验依据和技术支撑。

提高基层检验水平

针对我国基层医院检验技术和
能力水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作为中
华医学会第七届和第八届主任委员
单位，该中心带领中华医学会检验医
学分会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中华医学
会检验医学分会—省级检验分会—
医院—乡镇卫生院”四级检验医学推
广网络，组织实施了国内迄今最大规
模的临床检验技术标准化培训，完成
了3000余家县、乡医院的技术骨干培
训，搭建了县、乡医院与省城培训大医
院专家之间的技术支持热线，提高了
基层检验医学水平。

做好临床一线的“侦察兵”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记
者胡喆 11月 23日从科技部获悉，日
前，科技部发布2020年度全国科普统
计数据。统计数据表明，《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十三五”国家
科技创新规划》和《“十三五”国家科普
和创新文化建设规划》稳步推进。

科普人员队伍结构持续改善，专

职人员数量持续增加。2020年全国
科普人员规模为181.30万人，比2019
年减少3.08%，但人员结构持续优化。

科普场馆建设整体向好，场馆数
量和展厅面积有所增加。2020年全
国共有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物馆
1525个，比2019年增加48个。场馆
展厅面积 549.63 万平方米，比 2019

年增加2.28%。
全国科普工作经费总量有所下

降，政府投入占比持续上升。2020年
我国以公共财政为主，持续向科普工
作提供经费支持，为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
保障。

线下与线上科普活动紧密结合，

产生广泛社会影响。2020年全国各
地发挥科普阵地作用，通过科技活动
周、科普（技）讲座、科普（技）展览、科
普（技）竞赛等多种形式，充分利用线
上科普活动覆盖面广的优势，引导社
会公众相信科学、依靠科学、运用科
学，实现科学防疫和不断提高科学文
化素质。

科研设施面向社会开放，持续承
担重要科普职能。2020年国家实验
室、工程中心、分析测试中心、科学数
据中心等科研设施向社会开放8328
个，比2019年减少28.19%。但由于
部分单位采用了线上接待访问方式，
接待人数达到 1155.52 万人次，比
2019年增长21.89%。

各地积极开展科普抗疫，助力疫
情防控和生产两不误。2020年各地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
街道、社区等广泛开展防疫科普宣
传，切实发挥科普在战“疫”中的支撑
作用。

全国科普统计工作由科技部科技
人才与科学普及司负责，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具体承担。

科技部发布2020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

科普人员队伍结构持续改善

儿童晕厥研究治疗
广受关注

本报讯 （记者付东红 通讯员
廖莹）由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
晕厥委员会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儿童晕
厥学术会议近日在线上举行。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晕厥
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儿科杜军保介绍，15%的儿童及青少
年至少会发生一次晕厥发作。目前，
该病症的主要治疗取决于引起晕厥的
基础疾病。2020年，杜军保团队发现
了3个新的儿童晕厥的基础疾病（儿
童坐位不耐受、坐位性心动过速综合
征及坐位性高血压）。在儿童晕厥诊
断和治疗方面，杜军保带领团队率先
提出了儿童晕厥的诊断流程，并广泛
应用于临床实践。杜军保带领全国同
道制定了4部儿童晕厥的诊治指南。
其中，《儿童晕厥处理的国际指南》规
范了世界儿童晕厥及其相关疾病的诊
治方案，使我国儿童晕厥临床与研究
领域处于国际领先行列。

粤港澳大湾区
药学服务论坛举办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星）近日，
由广东省药学会、珠海市医学会、珠海
市药事管理质控中心联合主办的粤港
澳大湾区药学服务论坛在广东省珠海
市落下帷幕。来自广州、深圳、珠海、
香港、澳门、北京、武汉等地的专家，围
绕药学服务“坐而论道”。

据了解，3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学
术活动已累计开展14场，推动了医学
3D打印等技术落地、转化，为健康湾
区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川两癌筛查管理中心
落户省妇保院

本报讯 （记者喻文苏 通讯员
陈林）近日，经四川省卫生健康委批
准，四川省宫颈癌、乳腺癌筛查管理中
心落户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院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和内
涵建设，组建由妇科、妇女保健科、乳
腺甲状腺外科、病理科、影像科等组成
的专家组；通过对全省宫颈癌、乳腺癌
筛查相关信息进行收集、汇总及分析
上报，掌握全省宫颈癌、乳腺癌防治现
状；组织开展宫颈癌、乳腺癌筛查相关
业务培训，推广防治适宜技术，为全省
初筛机构、诊断机构提供技术指导。

《湖北建始民族
药用植物志》出版

本报讯 （记者毛旭 通讯员冉
思聪 侯康 崔小红）近日，湖北省建
始县出版《湖北建始民族药用植物
志》，收载建始境内野生、栽培或引种
成功的药用植物 217科 887属 2170
种。其中有382种可作为中药材用于
临床，符合《中国药典》2020年版标准。

建始县独特的自然条件，良好的
生态环境，造就了境内丰富的药用植
物资源。2011年，建始县被列为湖
北省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
县。该县以中医医院中医药人员为
主的野外普查工作队经过 3年多普
查，采集了大量的植物和药物标本，
拍摄了清晰的植物照片，在完成普查
任务的基础上，编撰了《湖北建始民族
药用植物志》。

陕西召开
护理联盟创新大会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通讯员
魏剑 刘小晋）近日，陕西省人民医院
主办的第三届长安临床护理高质量发
展论坛暨陕西省护理联盟创新大会线
上会议召开，来自中西部地区9个省
市600余家单位的医护人员参加线上
会议。

据了解，论坛围绕护理高质量发
展、创新管理举措、专科护理内涵深化
等主题，开设 12 个分论坛，举办了
100多场讲座，为临床护理学科发展、
专科护理提升带来了新策略、新视
角。会上，由陕西省人民医院牵头的
陕西省临床护理联合会成立。

沈阳儿童心理康复中心
试开诊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通讯员
孙丹妮）近日，辽宁省沈阳市精神卫生
中心儿童心理康复中心（沈阳市儿童
心理卫生中心康复部）试开诊。

据悉，该中心是东北地区目前唯
一的非营利性公立儿童心理康复训
练机构，承担着辽沈地区特殊儿童的
心理健康筛查、康复训练等任务，主
要针对儿童孤独症、智力障碍、多动
症、厌学情绪问题和正常儿童益智训
练等。

重庆凭医废处置
创新机制获大奖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芳 陈英）
近日，第五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颁
奖典礼举行，重庆市凭借“处理疫情城
市医疗废弃物的应急解决方案”，与黎
巴嫩丹尼区、厄瓜多尔基多、奥地利维
也纳、塞内加尔圣路易斯共同荣膺第
五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

疫情期间，重庆市政府建立起生

态环境、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部门之
间横向互通、市与区县上下协同的协
作联动机制，负责全市和辖区医疗废
物应急处置设施管理、医疗废物运输
车辆调度、物资的配备和调度。截至
2020年年底，重庆市累计处置医疗废
物约2.5万吨，实现了医疗废物100%
安全处置。目前，重庆市医疗废物常
规处置能力达到126吨/日，应急处置
能力达到37吨/日，处置能力接近常
规状态下医疗废物产生量的两倍。

据悉，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由广
州市、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世界
大都市协会主办，旨在交流城市创新
发展的先进经验，表彰城市和地方政
府推动创新发展的成功实践。

舌尖上的安全

11月24日，在安徽省合肥市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学生食
堂，市场监督管理所技术人员对
学校食堂的食品进行现场抽样检
查，以保障在校师生们“舌尖上的
安全”。 冬生摄

很多人用“博大精深”形
容中医药，除了赞叹中医药
内容丰富、理论高深精妙外，
也暗指其方法原理、作用机
制尚不能完全用现代医学阐
释的现状。一直以来，中医
药理论常常被认为是一种

“黑箱理论”。
“事实上，科学实践所面

临的各种对象，一开始往往
都是‘黑箱’。随着研究的深
入，逐步了解其内部结构和
作用机制后才变成‘白箱’。”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常务副院长、中医内科学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商洪才
研究员指出，让中医药理论
从“黑箱”变“白箱”，关键是
要建立既符合中医药特点又
受到国际普遍认可的研究方
法，科学客观地呈现中医药
特色优势及疗效证据。多年
来，商洪才团队致力于“中医
药循证研究‘四证’方法学体
系创建及应用”，助力中医药
科研产出过硬证据。近日，
该项目荣获 2020 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本报记者 崔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