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科学研究 攀登科学高峰

一一天津中医学院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体会

珊
.’

锡韩

把高等院校办成既是教育中心
,

又是科研中心
,

这是党 中央和 国务院的一贯方针
。

近两年来
,

我院在认真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
,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

组织了
“
中药

‘

65 1
’

丸治疗冠心病
” 、 “

中医治疗真心痛的有效方药
” ‘ “

中医药治疗疮疡”
. “
风

湿寒痛片
” 、 “

针刺治疗脑梗塞
” 、 “

不留针针麻下
.

施行眼科手术哭
、

和化工产品
“
抗

氧剂
‘3 3 0 ’ ”

等项 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
、

阶段鉴定会
;
出版了郭霭春教授撰写的 《分

省医籍考》和 他校释的 《内经素间》
,

还有在他主持下编写的 《针灸医籍》和 由他指导

的研究生高文柱编辑的 《小品方》等书
。

这些活动
,

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学院教学和附属

医院医疗质量的提高
,

耐且大大活跃了科学研究的气氛
。

在学院新建不久
,

客观条件简

陋的情况下 ; 在较短的时间内
,

能够做出一些成果
,

有所贡献
,

是令人可喜的
。

我认为

总结实践经验
,
_

提出改进建议
,

对于推动我院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

夺取 更多的硕

果
,

为 四化做出更多的贡献
,

是非常必要的
。

我通过参加制定科研计划和科研成果鉴定

会
,

进行初步调查
,

对于如何搞好中医科学研究工作有些点滴体会
,

写出来与同志们探

讨
。

第一
,

审时度势
,

选好课题
,

百折不挠
,

坚持到底
。

选题是科研工作的起点
,

是制定科研 计划首先要解央的问题
,

也是历来科研人员极

为重视和严肃对待的一个间题
。

科研 课题选得是否 冶当
,

直 接关系到科研成果的成败
,

只有审时度势
,

才能做到选题正 确
。

这里所谓审时度势
,

就是认清客观的需要
,

了解主

观的条件
,

把两者结合起来
,

全面衡量
,

确定科研项目
。

为了制定我院切实可行的科研

计划
,

选定正确的项目
,

我们紧紧抓住了三个关键
:

1
.

坚持面 向经济建设
,

为四化服务的指导思想
。

卫生部 《关于加
_

强中医
、

中西医

结合科研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指出
:
中医

、

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应该是
:

“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原理
,

本着科伎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原则
,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

为

四化建设服务
。 ”

这是保证中医科研项目选题正 确的依据
。

也是组织和进行科研工作的

人员应该统一的认识
。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
,

我们紧紧抓住为人民的保健事业服务这个中

心
,

在选定科研项目中
,

把着眼点放在以常见病
、

多发病的急症上
,

并以此为重点
,

开

展临床研究
。

在 全院3 1个重点项 目中
,

临宋医学研究有 21 项
,

占6
.

9 %
。

这 些科研成果

的采用
,

提高了医疗效果
。

2
.

如实洁计和充分发挥 我院人
、

财
、

物三方面的条件和作用
。

从我院人力
、

物

力
、

财力
、

技术基础
、

管理水平及优势长短的实际出发
,

选定课题
,

避免计划不落实
,

项目不 ;超观
。

我院虽然创建于一九五八年
,

但中经变迁
,

一九七八年才恢复重建
,

经费



不足
,

发展受限
,

仪器设备简陋
,

尤其缺乏现代化科研手段
, 远远不能满足科研工作的

需要
。

但是我们拥有比较雄厚的人力
,

我院已有专业技术人员 1 1 8 8人
,

其中专职科研人

员 33 人
,

正付教授
、

正付主任医师 65 名
,

讲师
、

主治医师 3 50 人
,

付研究员 1 人
,

助

理研究员 4 人
。

我们设有专门科研机构一一天津市中医研究所二特别是中
、

壮年科技人

员均有多年临床实践经验
、

实力较强
,

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

另外
,

学院设有两个附属医院
,

拥有内
、

外
、

妇
、

骨
、

眼及针灸等科室
,

设病床

5 50 张
。

这是开展科学研究极为有利的条件
。

一九八O 年起
,

我们还开始了中药教学研究实验工作
,

现有中药
、

药 理两个教研

室
,
有中药植化

、

中药剂改
、

中药药理实验
、

分子生物等 14 个实验室
;
药理

、

药化两个

研究室
;
有 4 0余种成套精密仪器 , 有中药技术人员55 人 ( 其中讲师 17 人 )

。

这也是科学

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军
。

几年来
,

我们根据这些特点与条件
,

选择课题
,

做到了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
,

收

到了人尽其才
,

财尽其用
,

物尽其利
,

事半功倍的效果
。

3
.

遵循中医药学发展的原则
,

发扬中医特色
。

中医科学研究要 坚持中医理论体

系
,

发扬中医特色
,

以中医理论
、

医疗为研究对象
,

以临床为主要任务
,

处理好继承和

发展的关系
。

中医理论体系是总结了几千年医药实践经验的丰硕成果
,

中医科学研究要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
,

应该开展中医理论租文献的研究
,

要重视对中医古籍的整理挖

掘和研究
,

不断探索疗效机理
,

加强认识中医理论的本质
。

为了发展中医理论
,

需要吸

取现代医学的科技成果
,

这是确定无疑的
,

但绝不能 因此而丢掉中医理论的特点
,

不去

发扬中医的沉势
。

中医的况势在临床
,

在当前中医
“后继乏术

” 的严重现伏下
,

如果不

从临床需要 出发
,

选择科研项目
,

科研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

了洲佳保持并发扬中医特

氏
当然

,

科研选题还要体现科学
、

技术
、

生产三者成龙 配套的
“
一条龙

”
原则和遵循

科学
、

技术
、

生产
、

经济
、

社会五方 面协调发展的
“
五垦高照

” 原则
,

不可在 儿轻彼或

顾比失彼
,

做到立足本职
,

放眼全局
,

行动 自觉
,

早见成效
。

课题一经选定
,

从起步研究开始
,

就要有股子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九头和坚韧不找
、

艰苦奋战的情神
。

例如 郎霭春教授撰写的近三百万字 巨著中的 《内经素门校释》是早在
“文苹

”
前卫生部确定的项 目

。

十年动乱时期
,

他一面挨
“讹斗 ” ,

一面继续写作
,

没

有 天张设法 共
,

没人抄稿就请朋友帮助
, “

造反派
”
要抄家

,

他就把资料保藏起来
。

他

一家老少三 幸六口 人
,

挤居在一问十多平米的小东房里
,

夏天炎热汗流夹背
,

仍不停

笔
。

地震明间
,

他 伏在防震高辅下坚持写作
。

为什么在这么困难的处境中
,

他的决心毫

不动瑶呢 ? 我多次同他交谈过
,

他总是说
: “

任务是党给的
,

只要对发展中医事业有益

的事
,

我 扰坚定不
二

哆
。

我 虽年逾古稀
,

但绝不虚度晚年 !
” 再如一附院的

“针刺治疗脑

梗塞
” ,

二附院的
“
不留针针麻下施行眼科

一

手术
” 以及 t’3 3 0,, 等项 目的完成

,

也都经

过一 番战胜困难
、

刻苦实践的过程
。

古云
: “

情诚所至
,

金石为开
” 。

事实说明
,

没有
“衣带渐宽终不悔

,

为伊消得人憔悴
” 的精神

,

没有不达 目的誓不 罢休的顽强意志
,

是

不可能 政出成绩
,

夺摘硕果的
。

第二
,

建立组织
,

选好带头人
,

配好班子
,

通力合作
。



·

3
·

许多科研项 目
,

不是某一 个人所能承担的
,

需要建立研究组
,

集合一些人共同努

力
。

至于现有的研究机构
,

承担某一个科研项 目
,

更是一个战斗集体进行科研活动了
。

随着补研活动的开展
,

项 目带头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

带头人选得是否合适
,

往往

是科研项 目成收的关锐
。

一个好的带头人
,

不但对 自己主持的项 目要有扎实的理论基

础
,

洲博的专业知识和
三卜富的实践经验

,

更主要的是要有一颗赤城的革烈命事业心
,

强烈

的工作 责任感和 ;州享的兴趣
。

这 些主现条件是取得科研 成果的内在动力
。

有了动力
,

就

能 “
针
l
到项 目中去

,

就能具有无穷无尽的探求精神和见微知著的敏感性
。

这样的科研骨

干
,

才具有指挥能力与更多的发言权
。

才能带动一班人
。

从我院科研成果的出现看
,

完

全说明了这一点
。

当然
,

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
,

除了带头人的巨大作用
,

也是 参与者集

体智声的结晶
。

因儿
,

就要做夕J
几

人员配套
,

这是完成科研任务的组织保证
。

也就是说
,

要从组织管理上解少
:
好科研力量的调整与调配

,

首先是人员配套
,

其次是仪器
、

设备的

装各
。

只有这 ;羊
,

刁
‘

能充分发挥人力
、

物力
、

财力的作用
,

既能防止 i良费
,

又能缩短科

研周寸洲
,

早出成呆
。

在这 个问题上
,

我们不仅有成功的经验
,

也有失败的教训
。

例如
,

有

个全市协作的项目
,

市科委很是重 视
,

大力支持
,

给了投资
,

但因为织织不落实
,

人员

不配 套
,

工作没能开展起来
。

三
,

保持特色
,

发挥优势
,

侧重继承
,

同行鉴定
。

中医科学研究要保持中医特色
。

注意对中医传统特色的课题进行研究
,

做到扬
一

长避

短
。

中医是一门临床学科
,

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和 民间的秘
、

单
、

验方都是中国医药学

伟大宝库的重要 组成部分
。

这是中医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保证
,

也是 中医药学至今

能诊发展不 哀的次定因素
。

天津名老中医甚多
,

我院也是群英会聚的一个地方
,

当前我

们的优势主要是继承整理老中医的独特经验和学术思想
,

发掘整理中医专科的濒于失传

的独特疗法和)疗效
,

以及中医古典医籍的整理研究
。

只有发挥优势
,

才能大有作为
。

对于这祥的成果
,

在逃行鉴定时必须充分体现同行评议的原则
,

才能做出负责的
、

确
一

切的
、

恰如其分的评价
。

如界沿用现 代医学成果鉴定的一套习规
,

要求一律用现代化

实验手段进行验证
,

并要求提出大量数据
、

指标为依据
,

这种做法
,

对于中医科学研究

来说
,

在 目前是不现实的
,

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

对于中医药 学的发展
,

也不能起促进作

用
。

这一点
,

我们的体会是深刻的
,

有些事例也是记忆犹新的
。

四
,

掌握大量资料
,

做到信息灵道
,

是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
。

周恩来同志生前说过
“
为 了实现 向科学进军的计划

,

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

一切必要条件
。

在这里
,

具有首要意义的是使科学家得 到必要的图书
、

档案资料和其他

条件
。 ” 当前

,

我院的教学
、

科
一

研
、

医疗等项工作
,

都要面向经济生设
,

为实现叫化服

务
,

为此
,

做好 中医药学的资料工作和情报工作、 具有突出的意义
。

祀
.

国医学文献 资料

极为丰富
,

包含了前人在医学研究中的思考 与设想
,

理论 与实践
,

方法与技巧
:

经脸与

教训
,

收集并学习它们
,

可 以从中得 到启发
,

学得经验
,

掌握方法
,

吸取教训
,

讨开晨

科研大有裨 益
。

如果说 已有的资料是死的信息
。

那么
,

活的信息就是 当今中医科研的动态
,

信息灵



通
。

对子科研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
,

它可以使我们避免选题的重复 ( 当然
,

对同一课题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
,

帮助我们对课题的设计更加完善
,

可以开拓我

们眼界
,

促进发展我们的思考
,

乃至吸取有用部分
,

加快我们的科研进度
。

由于信息不

灵
,

资料不充分
,

科研成果水平低
。

乃至重复
,

谈不上先进项目
,

更不成为创造发明
,

这样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

这样的成果不但对教学质量
、

医疗水平的提高意义不大
,

而

且可以说是一种浪费
。

资料的搜集和信息的获取
,

固然可以依靠图书馆
、

资料室等提供
,

但是更主要的是

研究人员自己动手
,

占有资料
,

搜集
,

整理
,

分析资料的过程就是拨沙拣金
,

声索规律
的过程

,

国外不少科技人员收集
、

使用资料的时间
,

往往占其全部科研时间的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
,

应该说
,

进行资料工作本身就是科研活动
,

那种把资料工作与科研工作截

然分开的看法是不对 的
。

五
,

加强临床研究
,

坚持实践检验
,

认真负贵
,

实事求是
。

众所周知
,

中医的 尤势在临宋
,

因此
,

中医 科学研究要 以中医药的临床研究为主要

任务
。

着重解央常见病
、

多发病和疑难重危症
,

发挥预防和护理等方面的特长
,

在提高

中医药疗效上狠下功夫
。

我院中医研究所建立的几个研究室
,

对心血管疾患
,

内科急症

等进行研究
,

都体现了加强临宋研究的思 浪
,

在研究中遵循了中医理论
,

以继承和发展

中医药学为出发点和归 者
,

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

为提高医疗水平做出了贡献
。

当然
,

强

调
.

高未研究
,

并不排斥 $lJ 用现代化科学手段
,

紧密结合实验研究探索疗效和机理
。

科学讲究必须人真负责
,

实笋求是
,

来不 得半点虚 假
、

特别是医学科学研究
,

它的

成果人 命关天
,

关 界匆人类卫生保建 杯业为洛衰
,

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
,

又关系到祖 国

传统医学的发展与提高
,

因北
,

应该通科研成果要对人民 负责
,

对 事业负责
,

对事业 负

责
,

这是丝毫不能马虎的
。

为此
,

应该把科研成果拿到临床上进行检验
,

切实效好临床

观客
,

严肃认真
,

一丝不 苛
,

还要故好实验对照
,

标准对照
,

自身对照
,

相互对照等

等
,

都可 以很据实验研究的 目的与内容加以选用
。

六
,

明确主攻方向
,

突出重点项 目
,

集中优势兵力
,

组织协作攻 关
。

随着 国家经济建设的开展和 让会发展的需要
,

中医药研究的课题是多方面的
,

应该

上的项目也是 很多的
。

但是一个学完的科学研究也 好
,

一个研究机构 的科研工作 也好
,

都应 火实际出发
,

把需要与可能结合 适来考虑
,

明确主攻方 向
,

选择重点项 目
,

确定一

些 “
拳头课毯

” 用重点带动一般
,

切忌心中无数
,

求多致散
,

目标不集中
,

力量被分

散
,

战线拉得长
,

久拖无成果
。

为 了早出 戈果
,

出祈戍 果
,

多决仔省
,

讲求效益
,

需要加强各方面
、

多形式的协

作
,

校内可
J
高办作

,

建立垮系
、

跨学 科的实验中心
,

统筹各系
、

各学科的人力
;
校外也

可搞 办作
,

不少综合性 件研项目可 与兄弟院校
、

专业科研机构
、

生产单位等签定合同
,

发挥 各自的专长
,

挖倔各方面的潜力
,

协同作战
,

特另11是对承担的国家部 级重大中医药

科研项 目
,

尤其需要通力合作
,

共同攻关
。

这不仅可 以尽早满足疑难病症医疗的急需
,

而且可 以通过科研办作活动
,

开阔科研人员的视野
,

较快地培养出高质量的科技人才
。



七
,

严格规定成果标准
,

改革鉴定方法
,

把好成果质量关
。

对 于科研成果
,

进行鉴定
,

关系到科研成果的命运及其能否在四化建设中发挥作

用
,

关系到中医药 水平的提高 与发展
,

关系到对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工作效率的评价和

经济效益的衡量
,

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
。

如何评价成果
,

需要提 出根据
,

目前
,

主

要依据是 国务院 p 此年发布的新产品新工艺技术鉴定暂行办法
。

在实施过程中
,

近年来

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了不正之风的千扰
。

有的鉴定会变成了
“
关系会

” 、 “协调 会
” 、

“应酬会” 、 “庆功 会
”
等等

,

甚至出现了
“烟酒生辉

,

成果落地 ” 的现象
,

不能严格

坚待标准
,

很难对科研戍果的 真实水平与意义做出科学的评价
。

从目前存在的问题看
,

为了坚持标准
,

保证质量
,

排除不正之风的干扰
,

给科研成果做出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

价
,

必 须对鉴定工作进行改革
,

我认为
,

今后的鉴定工作要以卫生部下达的 《中医
·

中

西医结合科研成果评定
、

奖励办法》 ( 试行 ) 为依据
。

八
,

领导重视
,

大 力支持
,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

为科研工作提供条件

重视知识
,

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支持他们的工作
,

使知识分子人尽其

才
,

才尽其用
,

这是贯彻落实党的知 识分子改革的一 个重要内容
,

领导千部应该尽可能

给知识分子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

我们学院能不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

能不能尽快把科

研搞上去
,

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
,

改善党的领导
,

党政负责干部都要充分认识开展中

医药科学研究工作对教学
、

医疗的意义 与作用
,

进一步认识中医药科学研究上作对发展

中医药学所具有的浅略意义
;
党政部门都要尽量为开展中医药的科学研究 工作 提供必要

的条件
。

例如
,

科研工作要加强 计划性
,

要 叨实指导
,

要 督促检查
,

要 帮助科研人员和

科研单位解决有关实际问题
,

照 中央规定
,

科研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
,

实行党委领导

下的所长 负责制
,

这是重要的组织措施
。

还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

特别是从政治

上
、

工作 条牛上
·

关 合他们
,

还要放孑行玫后勤 E作
,

为 改学
、

科研
、

医序提洪物质保证

等等
。

九
,

继承发展祖国医药学
,

为振兴中华多做贡献
,

是中医科学研究工作的总目标
。

科学是永远不停顿地向前发展的
,

中医药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故出过 巨大的贡

献
,

它是一 门古典医药科学
,

它随着址会历史的前进不断得 到发展
,

至今为全世界所嘱

目
。

在当代
,

中医药学理应从理论和临床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

为振兴中华大业做 ha 新

的贡献
。

这是历史赋予中医药学的光朵使命
,

也应该是我们大力加强中医药学利学研究

的总任务和 总目标
。

振兴中华的大业
,

包括振兴中医
、

振兴中医的关键是要不断混现高水平的中医药人

才
,

不断出现高质量的中医药科研成果
。

衡阳 中医工作 会议
,

以及尔后接连召开的石家

庄中西医结导 会议
,

西安中医
、

中西医结合科研会议
,

已明确了中医教育
、

中医医院和

中医科研工作 的方向租任务
,

指出了目的是发 履中医
,

振兴中医
,

提高质量
。

这是一项

十分重要而紧追的任务
,

也是解决中医后继乏人
。

后继乏术这个严竣问题的正确的指导

思想和根本办法
。

中医药界的全体同志
,

都应该为振兴中华
,

振兴中医而奋月
。

邓小平

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 “

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
,

当然必须依

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

必须发展我们 自己的创造
。 ” ( 《邓小干文选》第88 页 ) 当前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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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建设已络取得很大成绩
,

中医事业怎么办? 形势喜人
,

形势逼人
。

现在
,
我们再不能

坐而论道
,

而是要实干苦千 , 用实际行动
,
扎扎实实地把我院的教学

、

科研
、

医疗工作

大大推向前进
,

多出人才
,

多出成果
。

回顾几年来我院的科研工作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

取得 了初步的经验
。

为了把我院的

科研工作推向前进
,
适应当前改革的新形势

,
针对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提出几点不

成熟的改进意见
,

与同志们商榷
:

( 一 ) 加强计划性
、

结合我院的特点
,

尽早制定出科研规划
,

确定到一九八五年和
“
七五

”
计划期间分别完成的科研项 目

,

做出全面的
、

合理的
、

切实可行的安排
,

统一

恩想
、

统一步调
,

尽快地把科研课题落实到人
。

(二 ) 进行科研机构的调整
、

整顿
, 发扬我院优势早 日建立针灸研究所

。

提高中医科研队伍的水平和知识结构
,

不仅有丰富的中医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

我认为
:

有条件的中青年中医要学习
、

了解
、

熟悉
、

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以利运用现代

捂言现代科学阐述研究
、

整理
、

提高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
。

( 三 ) 建立一支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
、

相对稳定的科研 队伍
。

选拔
“
尖子”

,

充当

科研项 目带头人
,

配好班子
,

创造条件
,

让他们专心致志地把科研工作开展起来
。

( 四 )尽快建立我院中医药信息中心
。

开展资料情报的投集
、

研究工作
,

充分发挥

其参谋
、

尖兵作用
。

(五 ) 进行科研体制的改革
。

对科研工作实行科学管理
、

经济管理
,

把思想教育与

经济办法结合起来
,

实行合同制
、

奖励制
。

(六 ) 加强科研工作的经济孩算
,

讲求经济效益
。

( 七 ) 在可能条件下
,

适当增加科研投资
。

进一步改善科研工作条件
,

把财力
、

物

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上
。

( / 又) 把科研成果及时纳入教学
,

用于临床
。

把教学中的重点
、

难点和医疗上的疑

难病症有选择地引入科
一

研领域
。

做到三者密切结合
,

互相促进
,

不断促进教学
、

科研
、

医疗三方面水平的提高
,

更好地完成中医高等院校多出人才
,

多出成果的任务
。

例如
,

我院针灸学的教学
,

采用了针 灸科研的成果
,

大胆地适当引进了策验课
。

收到了明显的

教学效果
,

这种作法是提高中医教学上的一个突破
,

并得到华北针灸学术会议上确认和

好评
,

我认为受之 无愧
。

我建议应学习推广这个经验
。

(九 ) 树立全局 观点
。

在保持中医特色
,

突出中医药课题研究的同时
,

兼照现代医

学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科学研究
,

把搞西医学科及社会科学的教学
、

科研力量也调动
、

使

用 起来
,

特别在今天 自然科学与胜会科学互相渗透
,

协调发展的八十年代
,

尤应注意这

个问题
,

做 到把全院各学科人员的教学
、

科研极极性都调动起来
,

一视同仁
,

团结合

作
,

把全院的学术空气搞得 浓浓的
。

开创人人都为两个文明建设出力
,

大家都办好天津

中医学院拼搏的新局面
。

十
,

抓紧对重点课题的设计
、

组织
,

人
、

财物必要的条件的落实
,

特别部级
,

又是

我院牵头课题如
“
素问整理研究

” “
疮疡外治法研究

” “醒脑开窍针刺治疗
” “

脑血管

病
”
等以及部级协作项 目

“
内科急症

” “
软坚散结药研究

” ,

院级领导要亲自主持及时

解决工作中的实际 l’Q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