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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是事业
发展的内在动力

——访中医血液病专家戴锡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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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天津中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戴锡孟教授从事中医药治疗血液病的临床及科研工作 30 余年,成绩斐

然,被天津市政府授予中医血液病专家。作为天津中医学院院长她治校有方, 几年来她和全院师生员工一道积极拼搏

进取,使学院的教学、科研、医疗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各方面均迈上了新台阶。作为博士生导师, 她治学严谨,在中

医基础理论、中医内科学特别是中医药治疗血液病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近,本刊特约记者就有关问题对她

进行了采访。以下是采访时的对话。

　　记者: 血液系统疾病多属于临床难治性疾病,

尤其是应用中医药治疗该类疾病更具难度。但多年

来经过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努力,在某些难治性血

液系统疾病如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白血病的研究

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您作为中医血液病专家,

请您谈谈这方面的进展。

戴院长:再生障碍性贫血(以下简称再障)是以

全血细胞减少为特征的一种难治而常见的血液系

统疾病。临床上分为急性再障和慢性再障。西医应

用免疫抑制剂治疗急性再障有较好的疗效, 而对慢

性再障的治疗多年来仍无太大的进展。而应用中医

药治疗再障近年来发展迅猛,尤其在慢性再障的治

疗上,某些方面已优于西医。主要表现在: 随着对慢

性再障病机认识的逐步深入,最终发现其病机关键

为“肾虚”,因而在临床辨证分型上多分为肾阴虚、

肾阳虚和肾阴阳两虚三型,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辨

证,或兼补气血、或兼补脾、或兼补肝、或兼活血、或

兼清热解毒。根据近 10年的文献统计,以中药为主

治疗慢性再障的有效率平均 82. 9% ,基本治愈率平

均 23. 3%,较以往单纯补益气血, 疗效有了明显的

提高。实验研究方面,发现补肾中药可促进造血干

细胞的生长, 活血化瘀中药可改善造血微环境, 如

果补肾和活血中药合用, 对促进骨髓造血有相辅作

用。因此,补肾活血法治疗再障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之一。此外,如何提高急性再障的疗效,也是今后重

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白血病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近年来应

用中医药治疗急慢性白血病积累了一定经验,并取

得了较好的疗效。在急性白血病的治疗方面,应用

扶正或祛邪的治则,与西药化疗配合治疗急性白血

病, 具有缓解率高、生存期长、副作用小的优点, 与

单纯西药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单纯应用中药治

疗急性白血病, 发现含砷制剂的中药有一定的疗

效,如癌灵 1号注谢液(含砒石、轻粉)、青黄散(青

黛、雄黄)和六神丸等。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

方面, 单纯应用中药如六神丸、梅花点舌丹、青黄

散、牛黄解毒片等均有一定的疗效。实验研究表明,

抗白血病的中药或方剂可通过直接杀伤白血病细

胞、抑制白血病细胞生长、缓解白血病细胞对肝脾

的浸润、以及促进机体免疫功能恢复等多种途径,

达到治疗的目的。今后如能筛选出更为有效的抗白

血病中药, 无疑对中医药治疗白血病具有重要意

义。

记者: 您从 70年代起就从事中医药治疗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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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研究, 先后在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血病方面取

得了一些成就,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体会。

戴院长:再生障碍性贫血是贫血中较难治疗的

一种疾病, 以往应用雄性激素治疗, 虽有一定的疗

效,但因其具有一定的副作用而影响其治疗。我们

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再障患者虽以气血亏虚的表现

为主, 但应用补益气血的方药疗效不显著。进一步

研究发现, 再障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肾虚表现, 或

为肾阴虚, 或为肾阳虚,或为肾阴阳两虚。因此,总

结再障的病机关键为肾虚, 这一论点逐渐为国内学

者所接受。在治疗上, 辨证分为肾阴虚、肾阳虚和肾

阴阳两虚三型, 并根据部分患者在肾虚的同时兼见

血瘀的临床表现,提出补肾活血的治疗方法,通过

临床53例观察,有效率达82. 69%。同时研究发现,

肾阳虚型再障的疗效优于肾阴虚型,进一步验证了

祖国医学“阳虚易治,阴虚难调”的理论。实验研究

发现, 无论是温补肾阳中药还是滋补肾阴中药均可

刺激造血干细胞的生长,而活血化瘀中药可改善骨

髓造血微环境, 上述研究成果为中医药治疗再障提

供了实验依据。此项研究成果获 1994年度天津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白血病的治疗方面,我们在国内首创应用传

统中成药六神丸和梅花点舌丹治疗慢性粒细胞白

血病, 其临床疗效与西药异靛甲相近, 但其毒副作

用明显小于异靛甲。实验研究发现,六神丸和梅花

点舌丹可抑制 L7212白血病小鼠白血病细胞的生

长,减轻白血病细胞对肝脾的浸润, 并可通过促进

机体多种细胞因子的分泌水平而恢复机体的免疫

功能。此外, 我们通过多年的临床研究,研制出中药

扶正合剂, 它可以有效地配合化疗药物治疗急性白

血病, 有较好的减毒增效作用, 即在明显增强化疗

药物抗白血病的敏感性的同时,又显著减轻了化疗

药物的毒副反应,为探索中药介导白血病的生物治

疗开辟了新思路。上述研究获 1998年度天津市科

技进步二等奖。

记者:您作为中医学院院长,行政事物繁忙,而

且近年来天津中医学院在您的领导下, 在教学规

模、办学质量以及科研方面均上了一个新水平, 您

本人在业务方面也是硕果累累,请问您是如何处理

好行政与业务的关系的?

戴院长: 作为中医学院的院长,我对学院的事

业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学院是育人的地方,

学院的中心工作是教学, 教学的关键是质量,质量

的核心是学术。所以,发展学术推进事业发展是我

一贯的主张。在这方面我作为院长更应该以身作

则。虽然行政工作和做学问是一对矛盾, 但是只要

处理得当,二者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这也是我体会

最深的一点。天津中医学院恢复重建二十二年来,

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初

期走入低谷,当时在校学生不足 500 人, 规模过小

直接影响了办学效益; 教学仪器设备陈旧落后, 高

学历的人才短缺,后备力量严重不足。面对严峻的

形势,学院领导和全体教职工群策群力,开拓创新,

根据中医药优势和国际需求情况,确立了走外向型

发展道路的思路。经过艰苦努力和不懈拼搏,创建

了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学院,为世界各国培养高层次

中医药人才。经过几年的努力,国际学院学历教育

在校留学生数量稳定在 400人的规模,在天津市高

等院校中居第二位。国际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

中医学院学院的整体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我们下大力气改善办学

基础条件,抓住天津市高校实验室建设“九五”投资

的机遇, 投资一千多万元,加强了基础实验室建设,

使我院的办学基础条件提高到新水平。我们还认真

分析了社会对教育需求的情况,加大了国内学生招

生的力度,积极扩招,走规模效益的路子。现在学院

各级各类在校生已经接近 3000人。由于在几年之

中实施了几个大的战略步骤, 使学院不仅走出了低

谷, 学院的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教职

工生活福利待遇逐年有所改善。我所要强调的是,

在几个战略步骤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始终把发展学

术、提高质量放在中心的位置上,走内涵发展的道

路。国际学院的教学质量在全国同类院校中处于一

流水平, 在连续四年国家举行的留学生毕业统考中

我院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通过大力推进学术发

展, 我院的针灸学、内科学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

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几年来,我院新增了中医内

科学、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妇科学三个博士点和六

个硕士点,我院博士点达到四个,硕士点达到十二

个。我院的科研工作蓬勃发展,科研课题和获得奖

励逐年增多。优秀课程覆盖面逐渐增大。2000年初

学院通过了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价。我说这些事例

是为了说明一个观点,那就是学术的发展是教学质

量提高的根本,是学院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我虽

然身为院长, 日常行政事物繁忙, 但从 1957年进入

中医学院学习中医开始, 就把献身中医事业作为自

己毕生的目标。尽管日常事物繁忙,但给自已规定

一定的时间研读古籍、查阅文献,进行教学和医疗

工作,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不断摸索、创新。十几年

来共培养博士生 5名,硕士生 15名,承担国家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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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级课题 10 余项发表论文 20余篇, 出版专著 3

部。并先后应邀赴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德

国、加拿大等国访问讲学。事实证明,只要自己有为

中医事业而奋斗的决心,有一种“钉子”精神去挤时

间的恒心, 就会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通过自己多年

的工作体会到, 通过抓好学院的教学、科研建设,可

开拓自己的科研思路,掌握新的学术动态,促进自

己的业务; 通过自己在业务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反

过来又可作为行政工作中的借鉴,二者相辅相成,

只要处理得当,是可相互促进的

记者:目前对中医现代化的研究与探讨方兴未

艾,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戴院长: 关于中医现代化这个问题,一直是中

医界探讨的热门话题。我个人认为,虽然中医药在

某些疾病的防治方面有所突破,在世界范围内的影

响逐渐增加,但与以依靠现代科学技术而迅猛发展

的西医学相比,其发展仍显得滞缓。这主要是由于

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所决定的研究方法,在很多

方面难以与现代科学技术接轨。中医学至今仍未找

到学术发展的突破口,也未发现有效运用现代科学

技术手段的研究方法,但这并不妨碍中医现代化的

进程。中医学之所以能从古代流传至今, 与其临床

疗效好、毒副作用小, 且对某些西医治疗难以取效

的功能性疾病有良效密切相关。因此,中医学要发

展就必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一方面要紧密结合临

床, 只有提高临床疗效, 才能为中医可持续性发展

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借鉴西医学经验, 但决不是

生搬硬套,盲目跟从, 要择善而用, 更重要的是, 要

着眼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直接引用,以此来推动和发

展中医学,绝不能走中医西化的道路。

本刊特约记者: 于志峰
(收稿日期: 2001-01-12)

疏肝利胆汤治疗胆石术后 45例报告

张殿龙
(天津市静海县中医院　301600)

中图分类号: R256. 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5-7145( 2001) 01-0003-01

　　胆石病是胆道系统常见疾病 ,目前西医主要通过手术

治疗。但对术后的胆道残余结石, 预防结石复发及手术后不

向程度的食欲不振、胁腹胀痛、恶心嗳气、大便干结等消化

道症状尚缺乏较理想的方法。笔者自 1997 年～2000 年用中

药治疗本病 45 例,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

本组 45 例中, 男 21 例, 女 24 例; 年龄 28～78 岁, 平均

46岁; 其中胆道 1 次手术者 38 例, 2 次手术术者 5 例, 3 次

手术者 2例 ; B 超示: 胆管内残留 1 枚结石者 16 例, 2～5 枚

者 23 例,无结石仅表现症状者 6 例。

2　治疗方法

内服自拟疏肝利胆汤:药物组成: 金钱草、茵陈各 30g ,

海金砂、鸡内金各 15g ,陈皮、青皮、柴胡、大黄各 10g ,黄芩、

郁金各 12g。发热者加虎杖、薄公英; 疼痛者加醋制延胡索;

纳差者加白术;气虚明显者加黄芪、党参;便秘者加枳实、厚

朴。水煎服 ,每日 1 剂,分 2 次口服。7天为 1 疗程,共服3 个

疗程。

3　治疗结果

3. 1　疗效标准

治愈: 症状、体征消失, B 超复查结石消失;显效症状、体

征明显减轻, B 超复查结石减少 50%以上; 有效: 症状、体征

有所减轻, B 超复查结石较治疗前减少不到 50% ; 无效; 症

状、体征不减轻或加重, B 超复查结石无改变。

3. 2　结果

45例中, 临床全愈 10例, 显效 18例, 有效 13例, 无效 4

例, 总有效率为 91. 11%。

4　体会

中医认为,胆为中清之腑, 附于肝。胆汁是肝之余气积

聚而成, 胆汁的分泌和排泄, 由肝的疏泄功能控制和调节。

肝失疏泄, 则影响胆汁的分泌和排泄, 出现胁腹胀痛, 食欲

不振、大便干结, 甚则黄疸等。胆汁排泄不畅, 久经煎熬, 则

结石为沙石,本方中金钱草、海金沙、鸡内金、茵陈清肝利胆

排石, 陈皮、青皮、柴胡疏肝行气解郁。诸药合用,共奏疏肝

解郁、利胆排石之功。方中柴胡可促进肝细胞再生, 肝功能

改善, 胆酸和磷脂分泌增加, 对胆固醇的溶解能力提高; 金

钱草亦增加胆酸的生成和排泄;青皮, 陈皮, 郁金能提高胆

汁中胆酸含量,黄芩, 大黄具有利胆、消炎、解毒及控制感染

的作用, 海金沙能增加胆汁水分分泌, 降低胆总管远端压

力, 青皮、陈皮还能降低十二指肠张力, 有利于胆汁的排泄。

上药合用, 能增加胆汁流量, 降低胆汁中的固体含量, 有助

于已存胆石的排出,具有改善肝功能、溶石、排石以及消除

胆石症术后腹胀便秘的作用。

(收稿日期: 20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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