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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

医学健康领域兴起的一种新型医学研究模式,至今方

兴未艾,其目的在于突破基础医学研究与药物研发、
临床医学之间的壁垒,将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迅速

转化为临床实际应用的新理论、技术、方法和药物。
转化医学概念一经提出,随即引起了全球医学界的极

大关注,并日益受到重视,成为全球医学研究的焦点

和热点。我国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如何顺应世

界医学发展的这一新潮流,充分应用转化医学模式促

进自身的发展和成熟,值得广大学者深思和探讨。基

于此,本文探讨基于转化医学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发展

模式,现介绍如下。

1 转化医学概述

1.1 产生背景

近几十年来,随着细胞、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基因

组学、蛋白组学、生物信息学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生命

科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发表了很多高水平论

文,发明了很多新技术,积累了很多新知识。然而,与
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研究成果中大部分并没有

被及时应用到临床、造福于广大患者,这提示基础研

究和临床研究之间的严重脱节,导致大量的科研投入

无法有效地服务于临床。基于这种现实问题,转化医

学应运而生。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68年的1篇文章率先提

出 了 “bench-bedsideinterface”的 研 究 模 式[1]。
“BenchtoBed-side”(B-to-B)这一概念在1992年由美

国《科学》杂志首先推出[2]。英国《柳叶刀》杂志于

1996年正式提出“转化医学”一词[3]。2000年,美国

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院召开临床研究圆桌会议,将转

化研究提上日程,从那以后,与转化医学的有关的论

文和研究越来越多。2003年10月,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的EliasZerhouni主任在《科学》杂志上发表NIH
路线图计划(TheNIHRoadmap)[4],建议整合各种资

源建立区域性的转化研究中心,并设立国家基金支持

转化医学研究;转化医学理念被正式确立。

1.2 基本内容

转化医学的基本内容是将基础研究获得的成果

快速、有效地应用到临床,使基础研究与解决临床实

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首先从临床出发,发现和提出

问题,再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研究,然后将基础

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新

方法,实现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转化,又从临床应用中

提出新的问题回到实验室,形成新的研究思路。由此

可见,转化医学旨在倡导以患者为中心,是“从实验台

到临床”的一个连续、双向、开放的研究过程,需要基

础与临床科技工作者密切开展多学科交叉合作,为新

型药物的 研 发、新 技 术 的 构 建 等 提 供 新 的 思 路 和

方法。

2 基于转化医学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2.1 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历史回顾及存在问题

中医学源远流长,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

巨大贡献。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我国开

始出现两种不同医学模式并存的局面,中、西医开始

碰撞,并逐渐形成中西医融合汇通的思想与流派。上

世纪50年代,中西医结合的概念被提出后,有关中西

医结合的理论探讨、临床实践、科学研究全面展开,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祖国医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道

路[5]。然而,中西医结合研究也存在现代医学研究中

同样的问题,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之间严重脱节,大
量的中西医结合基础性研究成果实际上并不能直接

为提高中医临床技术而服务,甚至某些研究的科学提

示作用十分局限,导致了大量的科研投入不能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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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疾病的防治水平而服务。近年来,转化医学的兴

起为中西医结合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将有利于

促进和加快中西医结合研究向更深层次水平发展,从
而获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

2.2 确立基于转化医学模式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思路

为了更好地将转化医学模式应用到中西医结合

研究当中,首先要突破几十年来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的

固有模式,不以发表论文及申报奖项为终极目的,而
是培养基于转化医学模式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新思路。
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多是先“临床”后“实验室”,
西方的转化医学多遵循先“实验室”后“临床”的研究

模式,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研究的起点不

同,关键在于后者是连续、双向、开放的研究过程。因

此,中西医结合研究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要纳

入转化医学的研究思路,在先“临床-实验室”后,再迅

速回到“临床”。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一些重大成

果基本遵循了这种研究思路。例如,抗疟新药青蒿素

的成功分离,首先是中国古代医家在长期“临床”实践

中发现青蒿能够抗疟,并形成理论著作,屠呦呦团队

据此理论回到“实验室”进行有效成分青蒿素的提取,
然后再回到“临床”进行运用。青蒿素的成功分离是

我国中西医结合领域转化医学研究的典范,为确立以

患者为中心、基于转化医学模式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思

路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2.3 成立中西医结合转化医学研究中心

尽管转化医学在我国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但
它的发展很快,一些院校和科研单位纷纷成立了转化

医学研究中心,如协和医科大学的“病原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的“出生缺陷中心”、上海交通大学的“Bio-X
精神疾病中心”、中山大学的“癌症中心”等,生物医学

各种转化型研究平台已见雏形,相应的临床转化研究

网络和配套体系也初步建立[6]。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转化医学中心于2011年8月30
日正式成立,联手全国医学精英,通过整合基础、临
床、药学等学科资源,加强医工、医理联合,针对临床

问题开展更深层次的基础研究,并迅速将成果推向临

床应用,以提高医疗总体水平;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
取得了可喜成绩。

2.4 开展多学科间的交叉合作

基于转化医学模式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不是某一

个人能完成的,即便是科研团队,也需要有合理的专

业构成。因此,需要大力开展多学科交叉协作,促进

医学与工学、理学、生命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

的交叉融合,构建多学科专业组成的联合体,让不同

专业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紧密合作,共同提高中西

医结合研究水平。

3 结语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西医结合的转

化研究前景光明。随着基于转化医学模式的中西医

结合研究的不断深入,打开宝库、发掘的成果将会越

来越多,必将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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