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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了中医儿科学近 &# 多年来在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临证医学的发展现状和成就，认为中医儿科学发展的

战略目标是现代化。今后若干年的发展趋势，要大力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中医儿科学基础方面，加强对小儿

生理病理特点、四诊客观化、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药物剂型改革及药效学等研究；在临证方面，发挥中医药

优势，深入对病毒性疾病、免疫性疾病、营养性疾病、新生儿疾病等的研究，提高疗效，积累资料，酝酿学科现代化的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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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古学家考证，我们的祖先“北京人”平

均寿命只有 "$ 岁，若按今天“儿童”年龄上限 "-
岁计，则中华民族的原始医学活动相当一部分

应当属于儿科的范畴。所以，我曾经提出：有了

中国人，就有了中医儿科学的萌芽。中医学在

世界传统医学中独树一帜，中医儿科学也为中

华民族繁衍昌盛和世界医学发展作出过历史性

贡献。在人类跨入 !" 世纪之时，总结过去，展

望未来，加快学科发展步伐，将能使我们为整个

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 中医儿科学发展现状

近 &# 年来，在国家发展我国传统医学的政

策支持下，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学术氛

围中，通过以中医儿科专业人员为主体、相关多

学科专业人员积极参与的共同努力，中医儿科

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中医儿科学基础医学方面，整理出版了

历代儿科学术名著，对著名中医儿科医家的学

术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取精撷要，发掘了

一大批对当今临床具有理论和实践应用价值的

可贵资料。就小儿生长发育、生理病理等方面

若干理论问题，如“纯阳”、“稚阴稚阳”、“变蒸”、

五脏“不足”与“有余”等，进行了学术争鸣，认识

上渐趋一致。儿科诊法应用，在传统突出望诊

的基础上，丰富了山根诊、舌诊、肛门诊等内容。

在四诊客观化方面，如色诊定量、舌诊微观化、

闻诊声音分析等，都做了不少工作。并尝试扩

大传统四诊手段，利用血液化学检测、超声影像

等技术搜集到的儿科疾病体内变化信息，将其

纳入中医儿科辨证体系，即宏观辨证与微观辨

证相结合，使中医儿科辨证学的认识层次得到

深化。加上中医儿科证的动物模型研制工作的

起步，为研究证的本质、研制儿科新药创造了条

件。

在中医儿科学预防医学方面，以中医学“治

未病”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应用中医儿科学防

治方法，增强儿童体质，降低发病率的有效措

施。胎养胎教学说的科学内涵在现代被逐一证

实，宣传推广我国传统的养胎护胎经验，对促进

优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以“药自母传”为依据，

通过孕妇妊娠期服药，作用于胎儿，预防新生儿

黄疸、胎怯，在现代诊断方法的配合下，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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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靠的效果，取得了有创新意义和显著社会

效益的科研成果。发挥中医药扶正固本、调整

机体的优势，通过对体弱儿童辨证给药，调补

肺、脾、肾，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减少了呼吸

道复感儿、脾虚儿的发病率，延长了支气管哮

喘、肾病综合征等疾病的缓解期。在流行性感

冒、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流行时，用中药内服、

药液雾化吸入等方法，保护易感儿，预防发病，

取得良好效果。中药保健药品、保健食品、保健

用品的开发，更加拓宽了中医儿科预防医学的

应用领域。

在中医儿科学临证医学方面，借助于现代

临床诊断技术的进步和科研方法的日益普及，

将传统的临床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总结验

证、比较甄别、提高创新，使临床诊疗水平大为

提高。上世纪 !" 年代，以中医学“小儿暑温”理

论指导流行性乙型脑炎辨证论治取得成功树立

了一个范例，即对西医学明确诊断的疾病，应用

中医儿科学理论分析其病因病理，采用中医药

学方法进行治疗。这样，不仅提高了中医儿科

学诊疗水平，而且使其能克服部分西医难题的

优势得到广泛认同，也为中西医结合、扬长避

短、提高疗效扫除了思想障碍。中药治疗小儿

流行性感冒、肺炎、百日咳、细菌性痢疾、病毒性

肝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流行性出血热等

感染性疾病，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而且通过

药效学研究表明，不仅不少中药具有抗菌、抗病

毒作用，更重要的是方药整体效应，即调整机体

免疫，改善器官功能及组织代谢，减轻病理反应

等综合作用。在因矿物元素、维生素等营养物

质缺乏所致疾病，如厌食症、缺铁性贫血、佝偻

病、营养不良（疳证）等中医药治疗方面，更显示

了自己的优势，即：不仅不少中药中含有一定量

的矿物元素和维生素，增加了摄入量，而且中药

的调脾助运等作用，促进了机体对各种营养物

质的吸收和利用，这就比西医儿科只补充所缺

营养物质的治法显示出了长处。许多中药新药

的发明和剂型改革及其临床应用，如清开灵注

射液、双黄连注射液用于感染性疾病，青蒿素治

疗疟疾，雷公藤、昆明山海棠治疗肾病综合征，

三尖杉酯碱、靛玉红、砷制剂用于白血病等，都

提高了疗效，方便了用药。其它如小儿外感高

热、急惊风等急症，哮喘、肺痈等肺系病，泄泻、

肥胖症等脾胃病，病毒性心肌炎、儿童多动综合

征等心系病，癫痫、肝痈等肝系病，五迟五软、性

早熟等肾系病，新生儿黄疸、新生儿硬肿症等新

生儿疾病，中医药临床治疗研究都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 回顾与反思

自扁鹊“为小儿医”以来的 # $"" 年，特别

是钱乙建立中医儿科学体系以来的近 %"" 年，

中医儿科学曾经创立了多项世界领先的记录。

如唐代已在太医署正规培养五年制少小科专科

医生，隋唐时期已有多部儿科专著问世，宋代建

立了内容完备、水平较高的学科体系，&’ 世纪

中叶推行了预防天花的种痘术等等。在相当长

的历史时期中，中医儿科学在世界儿科学术领

域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历史跨入 #" 世纪以来，各门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学科迅猛发展，新技术大量涌现，使古老

的中医学包括中医儿科学受到强烈的冲击。但

是，不管情况如何变化，中医儿科在保障儿童健

康事业中始终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世

纪上半叶，以徐小圃、奚泳裳等为代表的中医儿

科医生，在麻疹、天花等传染病肆疟之时，辨证

运用寒、温等治法，挽救了无数患儿的生命。不

管人们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引用，现代科学技

术在不断地向中医儿科学领域渗透。!" 年代

的“西学中”培养出了一批比较出色的中西医结

合儿科专家，加速了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发

展中医儿科的步伐。(" 年代以来培养的中医

儿科学博士、硕士，近年来在学术界已经崭露头

角。正是由于既熟谙传统知识、又掌握现代科

技的人才的逐步涌现，推动了中医儿科学术进

步，使 #" 世纪下半叶中医儿科学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

但是，若是横向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西医

儿科学在本世纪的发展更为惊人。疫苗的发明

及预防接种，已经消灭了天花，并使鼠疫、黑热

病、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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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或接近消灭。自青霉素开始

的多种抗生素的发明，已在细菌感染性疾病的

治疗中打破了中医的优势地位。现代西医学是

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

对西方传统医学已经作了完全脱胎换骨的改

造，与现代科技有很强的亲和性。引进现代物

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先进技术，使西医儿科学

基础研究、临床诊断、新药研制的成果呈几何级

数增长，其势咄咄逼人，不断地扩展着它的临床

阵地。

因此，中医儿科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发展速

度，在这新世纪之初，应当剖析自我，面向未来，

找到一条适应自身的更快的发展道路。

中医儿科学，作为中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

来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

连，与现代科学技术则一时难以沟通，这是中医

儿科学引进现代科学技术远不如西医儿科学的

基本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医儿科界兼

具传统医学知识和现代科学知识，有较强科研

能力的人才匮乏，影响了学科的发展。中医儿

科队伍中部分人自我封闭、抱残守缺，以及人员

数量质量、医疗设备、科研条件、经费投入等客

观困难，也都制约了学科的发展。在未来社会

里，医学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中医儿科要求

得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正视自身的不足，

找准学科发展方向，加快发展速度，才能使这门

古老的学科焕发青春，在儿童保健事业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 "# 世纪学科发展趋势

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现代化，

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现代化决不是“西医

化”，少数中医儿科人员丢弃了中医去学习西

医，是一种自丢优势的危险倾向。前已提出：中

医儿科学现代化，必须是对现有水平的超越，产

生在传统中医儿科学术基础上的质的飞跃，形

成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融会贯通，同步协

调发展的新格局。中医儿科学现代化，包括其

理论、临床、实验、教育、管理、思维方式等的现

代化，只有在整个中医现代化的大氛围中才能

实现。中医儿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在今

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在继承传统中医儿科

学的基础上，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大力提高

诊疗水平，揭示未被认识或未被充分认识的新

规律，为实现中医儿科学现代化准备条件［#］。

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
世纪下半叶，中医儿科多层次、多形式人才培养

格局已经形成。今后，要根据学科发展需要，更

新教学内容，扩大知识面，提高动手能力，培养

更多的中医儿科专业人才。首先是为数众多的

临床人才，能用中医中药为广大儿童提供高质

量的服务，承担起中医儿科的社会责任。另外，

主要通过研究生教育，造就一批中医基础扎实，

掌握相关现代科学知识、科研能力强的智能结

构型人才，由他们创造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产

生新一代中医儿科学术带头人，承担起推进中

医儿科现代化的重任。

"# 世纪中医儿科学术发展，首先要做好基

础工作。在思想认识上，要明确现代化不是西

医化，而是指与西医同步，直接引进最新科技成

果来充实和提高自己。在方法问题上，一要花

力气做好规范化的工作，逐步统一中医儿科学

病名、证候分类、诊断疗效标准、临床研究原则、

制剂质量标准等，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布实施；二

要加强信息管理与交换，避免科研中的低水平

重复，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

中医儿科学基础研究范围广泛。整体观点

是中医学优势之一，要将儿童的孕育成长、保健

预防、病因病理等，放在天时、地理、环境的大自

然整体和脏腑经络、四肢百骸、气血津液的内环

境整体中加以认识。如孕育、出生、成长与自然

环境的关系，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与小儿哮喘、

肺炎等疾病发病率的关系，内病外治、外病内治

机理的研究等。对中医儿科基本理论中的若干

问题要减少理论争论，重视通过科研来辨析正

误，吸收其合理的部分用于临床，如借鉴美国

%&’&(( 发现“枢纽龄（)&*+,&）”的连续观察分析

方法，就可以验证“变蒸”周期说的客观性，进一

步还可以通过观察资料分析中国古今儿童生长

发育规律的演变，并为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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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智能发育评估系统建立基础。诊断学研究重

点在充分应用现代诊断手段，如生化检测、影像

诊断、病理形态学检查等，丰富四诊内容，由宏

观向微观延伸，由司外揣内发展为内外合参。

对这些诊断信息按中医学认识论加以处理后，

将为辨证论治提供更充实的依据。在辨证学研

究方面，脏腑辨证是研究重点，如钱乙五脏“所

主”实质的现代表达，五脏虚实证的动物模型研

制和客观诊断指标，先天之本肾和后天之本脾

与小儿生长发育的关系，心“主神明”和脑为“神

明之腑”的临床指导意义等。治疗学研究的重

点，一是儿科常用治法的疗效机理研究；二是儿

科药物剂型改革及多种疗法研究，要研究出更

多疗效可靠、应用方便、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儿

科疗法和药剂。

儿科临床是中医儿科学术进步和事业发展

的重点，显示中医药特色和优势、提高临床疗

效，仍是研究的主要目的。事实上，各地在中医

儿科临床上发扬专科专病特色，将医疗、科研、

教学紧密结合，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

如：上海复旦大学儿科医院的性早熟专科，河南

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肾病专科、脑病专科，天津

中医学院一附院的癫痫专科、病毒性心肌炎专

科，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推拿专科、外治

专科，北京儿童医院的脾胃专科、小儿妇科专科

等等，都是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成功范例。

今后的临床研究，仍将侧重在那些中医药

具有优势的病种，例如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肺

炎、病毒性肝炎等病毒性疾病，哮喘、肾病综合

征、幼年类风湿病等免疫性疾病，腹泻、营养不

良、肥胖症等脾胃病，高热、惊风、厥脱、血症等

急症，低出生体重儿、新生儿黄疸、新生儿硬肿

症等新生儿疾病等。研究的内容将深化，如从

笼统地一方治一病发展为辨证立方、异病同治；

对难治性疾病或其中某一证型、某一严重合并

症等研制有针对性的方药；研究有效方药的剂

型改革；进行中药复方的血清药理学、复方药物

动力学研究；研究有效方药的主要有效成分并

进一步产生出一批有效单体等。现代科研方法

将被逐渐推广应用，设计严密、标准明确、大样

本、对照观察、统计学处理等基本原则得到遵

守，先进可靠的检测指标被引用，会使临床研究

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大量临床研究的基

础上，将探索出一些新的证治规律，研制出一批

疗效好、副作用小而使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新药，

提出新的诊治方法加以推广。与此同时，符合

儿科证候特点的动物模型将逐步建立，儿科常

见证的诊疗标准将逐步制定和完善。通过大量

的科研活动，经历对其它学科的同化吸收，自身

在肯定中深化、在否定中进步，进行新的整合，

促使中医儿科学在与现代科学技术接轨的过程

中不断完善和提高，酝酿学科变革，加快走向现

代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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