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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医以实证科学为基础，以分解、还原为主要方法，分工越来越精细，获得了许多医学上的成就，也
治愈了许多疾病，但是强调治病，对人的因素重视不够，在维护整个人体健康方面遇到了某些困惑。 中医把人
看成“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整体，从辨证恒动的观点出发，以实践为基础，实施综合、整体治疗，也获得许多
医学上的成就，治愈了许多疾病，但是主要凭感觉，取象比类等方法诊治病人，缺乏实证科学的基础。 半个多
世纪以来，提倡中西医结合，有一定成效。 在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依照“突破还原论，发展整体论，
达到两者辩证统一的系统论”的哲学理念，提出了中西医的结合点———人体生态系统。 人体生态系统是以人
体系统为中心与人体之外的环境构成一个整体的复杂系统，针对“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运用综合集
成创新的思路，提出了创建新医学———人体生态医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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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１９９４年 ８ 月，钱学森指出：“我现在认为到 ２１ 世

纪 ２０ 年代，在人民中国将开展一场医学大改革所导
致的一场人民体质建设的革命，从而引起一场生产力
的变革———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七次产业革命！” ［１］

并

且进一步论述了“对于人体这样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
统，单靠传统的还原论方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必须
加上系统科学发展起来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

方法，把中医、西医、民族医学、中西医结合、体育医
学、民间偏方、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电子治疗仪器等
几千年人民防病治病，健身强体的实践经验综合集成
起来，总结出一套科学的全面的现代医学，即综合集
成医学。 这个医学包括治病的第一医学，防病的第二
医学，补残缺的第三医学以及提高人体功能的第四医
学。 这样，就可以真正科学而系统地进行人民体质建
设了，人民体质和人体功能都大大提高” ［１］ 。 钱学森
睿智的战略思考超前地指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过程中，在进入２１ 世纪初期，将面对一场人民
体质建设的产业革命。

党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

出发，十分关注民生问题，十分关心我国 １３ 亿人现
实和长远的医疗卫生保障事业的建设。 在钱学森系
统科学思想的指导下，笔者从宏观上讨论了我国人
民健康保障的有关问题，提出了是否应当探索、创新
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工作新思路的问题。

从我国国情出发，笔者认为我国应当走一条有别
于西方文明的人民健康保障之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东西方医学优势互补的条件下，把我国
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优生优育的知识和我国劳动人

民长期积累下来的食补、食疗的经验，我国古代劳动
人民和先哲传承下来的长寿养生之术与现代科学的

体育锻炼之法，我国传统医学与国外医学优势互补、
综合集成，走一条具有我国特色，以优生、优育、保健
和养生为基础，实施预防为主，中西医融合，适度加大
力度发展我国传统医学，构建辩证统一的新医学之
路。 这样做，有助于发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整体与
局部相结合、西方医学与我国传统医学辩证统一的新
医学

［２］ ，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
我国人民现实和长远的健康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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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是学医的，但有的出身医学世家，熟知地
理系统，旁及生态系统；有的从事系统科学和军事工
程的研究，具有处理复杂工程系统的经验。 为了把
我国医疗卫生改革事业推向科学发展的轨道，使我
国人民体质建设事业能够取得好的效果，在钱学森
战略思考的启发下，提出了探索新医学的问题，希望
得到医学界以及关心我国医学发展的人士的赐教。
2　西医的成就与困惑

文艺复兴后的西医，在实证科学、“主客二分”
和还原论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半个
世纪以来，西医、西药的发展令人瞩目。 当今人类寿
命的延长，固然主要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
活水准的提高有关，但是许多急性疾病，由于西医准
确地诊断，西药及时地到达病灶，以及实施外科手
术，对延长人的寿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医的发展是建立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 不少
医生在学习期间，完成过尸体解剖，对于人体的神经
系统、心肺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内
分泌系统、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皮毛系统和五官运
动系统，以及它们的生理特征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对
于组成这些系统的器官，组成器官的组织，组成组织
的细胞，组成细胞的基因，组成基因的超分子，超分
子化学的电磁作用，从生理化学到人体系统都有一
系列的实证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数
字人体研究

［３］ ，建立了人体数据库；随着纳米技术
的发展，微米机器人可以在血管中爬行，清理血管壁
上的脂肪；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培植出人体器官，
以备更新；随着认知技术的发展，在人脑、人体内植
入芯片，进一步提高了人的智能，等等。 在完成了人
类基因测定的条件下，西医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清楚地认识西医的基础
［４］ ，将还原论实证

科学指导下的西医研究途径简化成表 １。 由表 １ 可
见，还原论医学是层层向下分解，从活体的生物作用
一直到达生理的化学作用。

在层层分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医学，对于
局部人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乃至基因、超分子、
分子是清楚的。 但是，在复杂的自然、人工与社会环
境中，从整体上对于一个活人的认识是很不够的。
在还原论指导下，“治病”只建立在物质层面，忽视
精神的作用，被动地局部治疗遇到越来越多的困惑，
诸如抗生素的耐药性、化疗的毒副作用、脏器移植的
排它性，以及手术的后患，等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质疑。 近年来，西医开设了心理治疗科目，实际上已
经认识到除了神经内外科，精神治疗的重要性。

表 1　人体系统的层次与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human body system

层次 分类

系统 神经系统、心肺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
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皮毛系统、五官运
动系统等

器官 脑、心、肺、胃、肝、胆、胰、脾、大肠、小肠、肾、膀胱、血
管、气管等

组织 小脑组织、神经组织、心肌组织、肺叶组织、肝叶组织、
血管壁组织、皮层组织、毛发组织、骨组织、软组织等

细胞 脑细胞、神经细胞、红细胞、白细胞、色素细胞、纤维细
胞、骨细胞、脂肪细胞等

基因 ＤＮＡ，ＲＮＡ（ Ｃ，Ｕ，Ｔ，Ａ，Ｇ 基因） ，纳米级微小机器人疏
导血管

子医学 生理化学

3　中医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中医的历史源远流长，五千年来，从“易医同

源”到黄帝内经 ［ ５ ，６］ ，一开始就将“天地人”视为一
体，或者说，思辨的道理是建立在“主客一元”、整
体论的基础上。 中医传承几千年，积一代代名医
的传承与发展，临床运用灵活多变，实施“预防为
主，治疗为辅”的防病、养生、治病原则。 治病，针、
灸、方、术综合运用；养生，以调为本，有功有法，有
食有药，有汤有液，修炼调养相得益彰，防病、养生
与健体相结合，整体调理 ［ ２ ］ ，治愈了许多包括某些
西医无能为力的疑难病症，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传承和命脉，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

中医将人体置于宇宙、地球的演化过程之中，人
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演化的一个特定阶段。
中医认为人体外部环境和人体内部的五脏六腑（西
医指的系统）与天文、地理是相关的，见图 １倡 ，又都
是通过经络、脉络连接起来的。

夏、商、周时期（古代）的人生存在比较单纯的
自然环境之中；春秋、战国时期（古典）的人处在比
较复杂的环境之中，除了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环境，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图 １ 中阴阳五行与“天地
人”的关系，包括天干、地支、脏腑、体官、情味、色音
声、季向与气化等。 很明显天干与地支是“仰观天
文”；季向与气化是“俯察地理”；中间部分用虚线框
倡　黄帝内经· 素问，２４ 卷 ８１ 篇；灵枢 ２０ 卷 ８１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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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是脏腑、体官、情味和色音声，都是与人体有关
的肉体与精神。 中医早就对人体的物质（脏腑）、能
量（经脉）、信息（情味和色音声）一并研究了。

中医—整体论（阴阳与五行）

图 1　阴阳五行与脏腑、体官、情味、色音声的关系
Fig．1　Yin Yang， Wu Xing with apparatus

and feeling with flavor

中医将人体分成十二经、八脉和脾之大络，十二
经的穴位互相连通，说明人体系统和器官并不是独
立运作的，而是与外部环境相通、内部相连的，是
“动一发而牵全身”的。 经络与脉络又是交织组成
网络系统，经络与脉络的交叉点形成穴位，例如：手
阳明大肠经在大椎穴位与督脉汇合；足厥阴肝经与
任脉汇合，等等。 人体内部的经脉网络系统表明人
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需要用复杂性科学的
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从本质上讲，中医是把人体系统看成
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医的整体论，进一步发展
可以称为人体生态医学。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建国
５０ 年来中医的发展不尽人意。 目前真正能够保持
中医精髓，维系中医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人才比较匮
乏，中医理论的传承与发展举步维艰，亟待从根本上
解决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理论的发展与建设问
题

［２］ 。 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应当继承、
发扬中医的优秀传统，吸取现代医学的优势，实现中
西医融合，发展整体论与还原论辩证统一的新医学。
4　中西医结合的成绩

中、西医的长久不衰，证明中、西医各有所长，
是互补的。 ２０ 世纪下半叶，我国政府提倡中、西医
结合。 对于许多疑难病症，采取中、西医共同诊

治，中、西药并用；培养了一批中西医结合的医生。
中西医结合的医生，有的是学了西医的中医，他们
往往用西医化验、透视等手段，帮助确诊病灶。 人
们通常认为 “西药治标，中药治本”，“西药去病
菌，中药讲泻补”，“急性病用西药，慢性病用中药”
（注：中医专家指出，经改革与研制的中药剂型，不
但能治常见病，也能治奇难症，不但能治缓症，也
能治危、急疾病 ［ ２］ ）。 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
到中医的疗效，引进中医，弥补西医的不足。 中药
也在西药化，讲究药物成分的化学分析，定量服
药，制作中药针剂等。 但是，不能不看到，在现实
的医疗体制和所谓“中医现代化”做法下，中医正
面临消亡的危险。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统计，“民国初年，
我国有中医 ８０ 万人；１９４９ 年有 ５０ 万人；现在有 ２７
万人，而据我们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
估计，其中只有 １０ ％的中医开汤药处方，换句话
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 ３ 万人”。 中医
与西医在治病时，常常处方相左。 西医说最好用
西药，不要用中药；中医说最好用中药，不要用西
药。 病人左右为难，最后只好自己拿主意，相信中
医的用中药，相信西医的用西药。 中西医并没有
真正地融合起来。 究其原因，是现实的医疗管理
体制和“中医现代化”的做法有问题，中医的整体
论与西医的还原论尚未找到辩证统一的恰当切

入点。
5　综合集成新医学———生态医学的探索

经过上述分析，笔者依照“突破还原论，发展整
体论，达到两者辩证统一的系统论”的哲学理念，对
人体科学与系统科学进行交叉研究

［７］ ，提出人体生
态系统为中、西医结合的切入点。 在理论层次上是
人体生态系统，在技术层次上是人体信息系统，在应
用层次上是人体生态医学。
5．1　人体生态系统

人体生态系统分人体系统与环境系统两部分。
环境系统又分地理系统（自然系统与人工系统）和
社会系统两部分，可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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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Ｓ， G Ｓ，SＳ 分别为人体系统、地理系统和社会
系统；MＨ，EＨ， IＨ 分别为人体的物质、能量和信息；
R ｅ，Eｎ，Eｃ， D， P， C， Iｎ 分别为资源、环境、生态、灾
害、人口、城镇、基建和产业；E，P０，C０ 分别为经济、
政治和意识；钞m

i ＝１
R i，钞n

j ＝１
R j，钞l

k ＝１
Rk 分别为人体系统、

地理系统和社会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是
复杂的网络关系； s， t 分别是空间与时间；BＨ 是人

体系统受到环境系统的影响，FＨ 是人体系统对环境

系统的作用，例如传染病污染环境。
由上式可以看出，现代人生活的环境比古代

人要复杂得多，古代人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天人合
一，也要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人要与自然
环境、人工环境、社会环境三者合一，这种环境与
关系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古代，只考虑人与自然
环境合一已经远远不够了，这正是发展中医整体
论的出发点。
5．2　人体信息系统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数字人体的研究，
笔者认为数字人体是人体信息系统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 人体生态信息系统应当包括技术层、专家层、
诊断层和处置层 ４ 个层次。

技术层有尸体解剖数据库、人体影像库、人体图
形库、病历数据库、医学知识库、医学逻辑库与软件
等。 人体解剖数据主要是尸体切片构成的数字人体；
人体影像库包括人体（活体）的 Ｘ 光透视片、Ｘ 断层
扫描仪、超声波片、正电子断层扫描仪、核磁共振扫描
仪等数据；人体图形库包括虚拟人体的各个器官数
据，与人体器官属性数据，包括人体化验测量（验血、
验便、验分泌物、心电图、脑电图等）数据，两者结合构
成人体信息系统。 在数据比较完整的条件下，可以尝
试建立人体信息模型与人体信息编码模型。

专家层主要是医学专家与病人的对话，建立病
历数据库、医学知识库（除了人体知识外还包括地
理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人体环境）、医学逻辑库（包括
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谐逻辑）等，从而构成医学
专家系统。

在多个医学专家系统的基础上构建诊断模型与

诊断系统；确诊后构建处置模型与处置系统，治疗与
监护病人。

人体数据处理分析软件，包括虚拟人体、三维动
态人体的健康与亚健康状态的分析与对比，病态的
辅助诊断，等等，见图 ２。

图 2　人体生态信息网络系统
Fig．2　Human body ecosystem 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

5．3　人体生态医学
人民体质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

综合集成新医学———人体生态医学。 人的生、长、壮、
老、死是自然规律。 当今人类的生命过程主要是生、
长、壮、病、死是不正常的现象。 究其原因，主要是环
境恶化，人类在社会竞争中压力太大，治病往往只从
肉体出发，忽视精神方面的影响。 新医学应当是包括
肉体与精神的人体生态———物质（精）、能量（气）、信
息（神）全方位的医学。 其中包括优生的第一医学、优
育的第二医学、提高人体功能的第三医学、防病的第
四医学、辨证治疗的第五医学、补身体残缺的第六医
学、病后康复的第七医学、养生与保健的第八医学和
临终医护的第九医学等，按照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
的思路建立起来的新医学，参见图 ３。 以上新医学领
域都要考虑人体系统与地理环境系统、社会环境统一
的生态关系，对于大多数人的生命过程来说，应该是
无疾而终，只有少数人因疾而终。

上述新医学的详细内容，尚需进一步探索、研
究，限于篇幅，简述如下：

１）优生医学，是指夫妇身心健康，基因检查优
越，怀孕期的胎教和养护医学。

２）优育医学，是指从出生至 １２ 岁的儿童，在自
然与社会环境中的身心保育医学。

３）提高人体功能的医学，是指运用传统和现代
医学的方法恢复或发展人体功能的医学。

４）预防医学，是指从出生至死亡期间的“不治
已病，治未病”，即医疗“亚健康”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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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体生态医学
Fig．3　Human body ecological medicine

５）治疗医学，是指从形成人体至死亡期间，对
于已经得病的病人，对环境与人体进行综合测试、诊
断和辨证施治的医学。

６）补残缺的医学，是指人的肌体由于先天或后
天的原因致残，进行人工矫正的医学。

７）康复医学，是指病人治愈后，恢复期的疗养与保
健医学。

８）养生与保健医学，是指运用传统和现代的身
心锻炼方法，实施疾病预防与保健相结合的医学。

９）临终医学，是指无疾而终或因疾而终的医疗
护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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