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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医院急

诊 医 学 科 主 任,主

任 医 师,硕 士 生 导

师,毕 业 于 上 海 中

医药大学。先 后 参

与和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市级、局

级 等 各 级 项 目 10
余项。目前 兼 职 上

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中医学会急诊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西医

结合学会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中医

药学会心病分会常委、秘书,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重

症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华东中医、中西医结合急诊

协作组委员,华东地区危重病急救医学协作委员会中

西医结合组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七届理事

会理事,民盟上海市委医药卫生委员会委员。曾获上

海中医药大学“三育人”奖,岳阳医院首届“岳阳中青

年名医”称号、“优秀岳阳人”称号,岳阳临床医学院

“教学新锐”奖、“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主编“十二

五”中医院校规划教材《实用急诊医学》,参编国家卫

计委“十二五”规划教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研究生教

材等著作5部。以第一作者、通信作者发表SCI文章

5篇,国内各级各类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为了响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国家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疾
病谱改变及新突发疫情等战略需求,中国工程院立项

资助“中医治未病与建立中西医结合疾病防控体系”
战略研究重点咨询项目,由王琦院士牵头负责。在张

伯礼院士的悉心指导下,天津中医药大学承担了子课

题四“中西医结合疾病防控人才学科体系建设”的研

究工作。子课题四基于我国疾病防控体系基本形式,
综合研判未来路向,借鉴古人对瘟疫的防治经验,总
结近年来中医治未病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尤其是中医

药在抗击非典和新冠肺炎诊疗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经

验,并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和新技术,提出构建中医治

未病参与的中西医结合疾病防控体系建设的战略建

议,以应对重大传染病、慢病、老龄化等亟需解决的现

实问题。鉴于钱义明教授在中西医结合治未病领域

的独特见解和实践经验,本课题组特对钱义明教授进

行专访,试图挖掘出掣肘中西医结合疾病防控人才学

科体系建设的瓶颈问题,同时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

案,归纳总结政策层面需要得到的支持,从而推动中

西医结合疾病防控人才学科体系的建设。访谈中,钱
义明教授从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的学科定位、人才培

养模式及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

结合建设上海岳阳医院中西医结合疫病防治基地的

切身体会,钱教授为我们传经送宝,详细介绍了基地

的规划格局和先进经验。

1 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独立于中医和西医的中

西医结合分支学科

  目前在医科院校中的预防医学专业是按照西医

模式培养的,中医药没有融入到该学科体系的建设

中,因此“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科体系建设

缺乏可借鉴的经验。钱教授认为,如果在大学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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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这门学科,它应是独立于中医

和西医的,既不属于西医的预防医学,也不应属于中

医疫病条 目,而 是 隶 属 于 中 西 医 结 合 的 一 门 分 支

学科。
基于中医内经中的“术数理论”,我们祖先开始了

对中医疫病预防和治疗的探索。中医学“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中的“术”,指的是方式方法,而“数”,指理、
气,即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运动规律。“术数”是中医

理论的重要架构,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成果,它支

撑了阴阳、五行、脏腑、经脉、气血理论以及治病方法

等多个层面,不但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而且深刻影

响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其他方面[1-2]。在当今社

会,中医疫病的“术数理论”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在新

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中,不仅结合地域和气候的走向来

推算疫情的发展方向,而且在治疗中也体现了地域气

候的“辩证”特色。目前基于“术数理论”所展开的研

究非常薄弱。钱教授认为,应该深入挖掘中医传统的

“术数理论”,它指导着流行病学的演变过程,对于中

西医结合预防医学的学科建设会有重大的意义。

2 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学科队伍———领军人才和高

端复合型人才是关键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仅有7所高校开设了中

西医结合预防医学专业[3],学科队伍建设比较欠缺,
因此壮大学科队伍的建设势在必行。钱教授认为,学
科队伍建设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培养优秀的、强
大的、大公无私的学科带头人,领头学科发展;二是加

强培养中西医结合复合型的卓越人才。建立柔性人

才培养与任用机制,如广泛邀请全国有专业能力并且

热爱中西医结合的人才,共同合作,互相参与,积极开

展科研和临床课题研究,从而壮大学校的师资队伍和

研究队伍,戮力同心把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搞好。钱

教授特别强调学科领头羊在壮大学科队伍中的重要

性,并指出目前中西医结合疾控方面领军人才匮乏的

现状。针对如何培养学科的领军人才,钱教授提出,
新增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专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不

失为解决人才问题的可行途径,开设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是另一人才培养的可行性路径。钱教授建议,在全

国范围内由点到面去突破,在领军人才和科研团队榜

样作用的引领下,进一步建设人才梯队。这样经过3
到5年,第一批中西医结合疾控方面的优秀人才就可

以培养出来。
谈到人才培养途径,钱教授感慨地提到,“西学

中”是我国独创的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中西医

结合学科领域的集大成者大多是通过“西学中”方式

所培养,实践证明“西学中”是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

重要途径,这种高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样可用于培养

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的人才。同时钱教授也指出,目
前“西学中”医生的职称晋升等政策需要调整,期待国

家层面有更合理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对“西学中”
的人才,给予更多的政策鼓励,解除“西学中”医生的

后顾之忧,以利于他们全身心投入到中西医结合临床

和科研的工作中去[4]。

3 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课程体系———中医思路加西

医方法

  课程体系的建设应该服从于学科的培养目标,中
西医结合预防医学专业要建设富有中西医结合特色

的预防医学课程体系。目前国内西医院校开设的预

防医学专业延续西医的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而新近

在中医院校开设的预防医学专业并没有真正结合中

医或中西医的专业特点、性质和服务对象,基本是照

搬西医院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这种情形严重

影响中医药院校学生全面了解中医疾病防治理念和

掌握“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病后防复”的预防原则,从
而制约了学生中医疾病防治观念的形成和工作能力

的培养,不 利 于 中 西 医 结 合 预 防 医 学 学 科 的 长 远

发展。
谈到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专业课程体系究竟该

如何取舍? 钱教授提出自己的观点:现代预防医学包

括统计学和流行病学调查等几方面的大功能课程,其
他课程和医学基础课程基本相同。建设中西医结合

预防医学专业的课程体系,重点是要融入中医预防的

指导思想,再结合现代最新科学技术比如大数据统计

和云计算等等。中医的思路加上西医的方法就是中

西医结合,一方面建议将中医的“五运六气”理论加入

到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课程当中,同时将中医基础理

论和《内经学》设置成专业必读科目,帮助学生建立中

医学理念和思维;另一方面搭配现代预防医学的必修

课程比如统计学、高等数学等,将中医和西医这两方

面的课程有机结合建立课程体系,这样才有可能培养

出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疾病防控人才。

4 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学科基地建设———上海岳阳

医院中西医结合疫病防治基地提供了成功典范

  2021年6月1日,全国首个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

的疫病防治基地———上海岳阳医院中西医结合疫病

防治基地正式落成启用。在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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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除了要继续严密防控,健全完善公共卫生体系也

是当务之急。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

的生动实践。上海岳阳医院中西医结合疫病防治基

地的启用意义非凡,它是一座现代化高标准、平战结

合的疫病防治基地,也是一座感染病综合病房。钱教

授详细介绍到,大楼面积近2600平方米,共6层。其

中1至3楼为标准化建设发热感染综合功能区,有15
间单人隔离病室(其中4间为负压病室);4至6楼为

医教研一体的智能化针灸医学中心,含13间诊室、70
余张治疗床。该基地的特色是普通诊疗需求与应急

隔离病房随时切换,4至6楼可随时迅速转换成3个

楼层、50张隔离床的隔离病房,达到了平战结合的目

的。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

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在基地揭牌仪式上说道,“治
未病”是抗疫中的重要思想,应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与

发展,岳阳医院中西医结合疫病防治基地正起到了防

疫桥头堡的作用。
上海岳阳医院最初是一个中医医院,随着搬迁和

发展,引进了很多的西医工作者,通过西学中的融合,
成为目前全国排名第一的公立中西医结合医院。医

院一直把中西医结合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把中西

医结合作为抓手,医院上下齐心对中西医结合学科的

建设积极推进。谈到中西医结合疾病防控学科基地

建设的经验和建议,钱教授说,学科基地的建设应该

是一个综合体,首先要有足够大的占地面积;第二要

有诊室和病房,否则临床工作无法开展;第三要具备

先进的科研基地;上述都是中西医结合疾病防控学科

基地建设的支撑条件。

5 结语

访谈结束时,钱教授回忆着说,几十年前,上海只

有上海医科大学才设有预防医学专业,现在上海几乎

所有医学类高校都开设了这个专业,而且全国现在遍

地开花,说明预防医学有市场需求,社会需要这样的

人才。结合当前社会需求,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专业

毕业的学生就业前景可观,全国各大医院的感染控制

科都需要这样的人才,上海岳阳医院更需要这个专业

的人才,利用中医药的理念和特色,与西医西药协同

增效,来增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治

能力,为人民健康谋福祉。
在交谈中,钱教授不仅对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建设

思路和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也让我们详细了解

了上海岳阳医院中西医结合疫病防治基地建设的先

进经验。中医的思路加西医的方法就是中西医结合,
我们要把所有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到学科建设

中,在预防医学专业上灌注更多的中西医结合思维,
让中西医结合在“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病后防复”
阶段,发挥协同增效的无穷力量,从而推动中西医结

合疾病防控人才学科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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