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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若铭 文/图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和繁忙

的工作，给人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各

种慢性疾病，人们为此深感困惑和无

助。如何更好地治疗已病、改善预后、

更有效地预防未病远离顽疾？即使代

表现代医学前沿的精准医学也日显疲

态，迫切需要对疾病做整体和全局性

思考，在个体百年人生史的疾病变迁

和世界千年医学史的发展格局中，承

接历史面向未来，提出全局性的创新

理念和顶层设计是现代医学的当务

之急。

对此，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皮

肤科教授蒋忠民进行了长期的实践探

索和深入的理论思考。近30年的临

床实践让他敏锐地洞察到当今临床各

学科普遍面临的深层困境，看到精准

医学发展的局限性，他以开阔的宏观视

野探索临床医学突破瓶颈走向整合的

发展道路。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

率先提出“整体整合医学”概念后，蒋

忠民紧随其步伐，进一步完善了整合

医学概念的全新内涵，对医学观念进

行了根本性创新和突破，为推动现代

医学从专科化转向整体化发展的新阶

段开辟了崭新途径。

整体整合医学（简称整合医学），

是指从人的整体出发，将医学各领域

最先进的理论知识和临床各专科最有

效的实践经验分别加以有机整合，并

根据社会、环境、心理的现实进行修

正、调整，使之成为更加符合、更加适

合人体健康和疾病诊疗的新的医学体

系。整合医学是一种不仅看“病”，更

要看“病人”的方法论。其理论基础是

从整体观、整合观和医学观出发，将人

视为一个整体，并将人放在更大的整

体中（包括自然、社会、心理等）考察，

将医学研究发现的数据和证据还原成

事实，将临床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和共

识转化成经验，将临床探索中发现的

技术和艺术聚合成医术，在事实、经验

和医术层面反复实践，从而形成整体

整合医学。

蒋忠民对整合医学概念做了进一

步补充和完善，使整合医学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更有目标性和针对性。整合医

学概念是将人体全部疾病及其变迁作

为整体，进行系统性和历史性的观察研

究，在病因结构的层面上，探索疾病之

间相互制约和转化规律的宏观医学，它

与精准的微观医学唇齿相依、高效互

补，两者的有机结合有助于突破精准医

学的局限和瓶颈，力求为慢性病的防治

提供更优化的整体解决方案。

整合医学是一种全新的医学概

念，虽然目前极少有人涉足此领域，但

这种前无古人的新奇思维，一直贯穿

在蒋忠民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早已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记者近日采访了

蒋忠民，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从医经

历，聆听他的独特观点。

记者：作为皮肤科专家，哪些案例

让您印象深刻？您是在什么背景下关

注整合医学这个概念的？

蒋忠民：印象深刻的病例太多，都

已分解为无穷的细节和情节，以至于没

有哪个病例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由

众多病例的细节和情节连成的越来越

清晰的整体轮廓和宏观脉动，以及从未

被现代医学看清的现象，才让我心情不

断跌宕起伏，就像问对一部电影的哪个

片段印象深刻，我会说电影的完整情节

让我惊心动魄而不是局部片段，意义不

在个例和片段本身，而在于它对整体格

局和完整体系的结构性贡献，在变幻的

细节情节与众多的思维线索之间形成

的令人震撼的共鸣，每天都在发生，这

种难以言表的实践体验很难脱离系统

完整的大剧本，而断章取义地描绘为个

别案例。

让我更关注的不是偶发的个别病

例，不是单学科的孤立病种，也不见得

都是通常意义上的疑难病症，经常是看

似简单的常见病症，甚至从任意切入点

（通常是皮肤疾患）介入的几乎所有病

例和病种，以及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所

有病症之间的关系脉络。由于任何单

个病例都难以承载全身疾病的复杂关

系，不同病例之间就需要以不同阶段、

不同角度和维度形成认识上的相互衔

接和补充。只有积累了丰富的细节与

情节性的像素，并不断向边界之外拓

展像素，才能由像素点连成的虚线勾

勒出越来越清晰完整的疾病关系的全

貌。我对每个病例的关注和收获，就

好像是在进化论学说中，考古学家突

然发现了某个年代的某种生物化石而

填补了进化链条缺失的环节一样兴

奋，每个病例都在为全新的结构体系贡

献着数据和像素。

另一方面，当今精准医学的现实

是，众多技术性概念之间相互孤立绝

缘，小区域内的大数据近于爆满，小轮

廓早已清晰可见，却始终不能延伸到更

大的轮廓看清整体和全貌，精准医学视

野的维度和角度是被有限选择过的。

在客观层面，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看到

什么或证明了什么，才能相信什么，而

难以预设出完整系统的理念去坚信还

看不清却始终存在的隐形事物，不易被

技术和意识看清的事实只有首先坚信

才可能被集中的专注力挖掘出来或更

有效引导未来技术做进一步求证。在

主观层面，人们关注什么，什么就会成

为角度性事实，人们的思维系统就有能

力把人们的想象创造成既定事实，构建

起有限的事实体系，人们甚至倾向于忽

略完整事实，以立场决定是非，而医学

现象背后的完整事实，在更大的系统中

是多角度多重性多维度的，是不能被立

场选择的。

在精准医学众多概念性轮廓之外

有还更广泛的空白区间，是疾病认识和

临床实践的巨大盲区，病因体系可完美

充填其中，并完整地决定了各概念性小

区间的命运，决定了概念性病症的来源

和转归。预防和预后，缺乏关联性因素

的积累，就难以将各个孤立的精准区间

联系起来，医疗大数据就难以跨越精准

医学的局限，挖掘出所有疾病之间更深

刻的关系性本质，那正是病因体系追求

的视野和目标，也是整合医学释放给精

准医学的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包含病

因体系的整合医学大数据，即使还只是

“像素”稀疏的小数据，只要无盲区地布

满大区间，就能隐约看清小区间之外的

大轮廓，理清大脉络，发现几乎所有病

症细节的多重含义，看清疾病的关系性

本质，从而不断完善宏观原理与法则，

构建出体现全身疾病全貌和整体运行

规律的宏观体系，整合医学承担的就是

这个历史使命。

精准医学单病小系统与整合医学

多病大系统的关系可类比于个人与社

会的关系。在个人小系统内，人的本

质是微观精准的细胞分子，在社会大

系统内，人的本质是宏观整体的社会

关系，个人的微观命运受控于细胞与

分子，群体的宏观命运则取决于社会

结构与秩序，是群体的命运更深刻地

决定了个体的诞生与归宿，与此相对

应，是疾病的关系性本质，才更深远地

决定着每个慢性病症的预防和预后。

记者：您提出的整合医学，是一个

怎样的概念？医学是一门需要实践的

学科，整合医学的出现，将会给医疗体

系特别是临床医学带来哪些变化？

蒋忠民：整合医学的思想原型是

整体观念，即中医学非常重视的人体

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

的相互关系性。在科学技术匮乏的时

代，人类在与疾病作艰苦抗争的过程

中，别无选择，唯有依靠最朴素的哲学

思想与最原始的天然资源，才能展现

与疾病做斗争的主观谋略与客观成

效，传统医学由此起源于渗透着文化

力量的原始哲学和贯穿着实践精神的

经验主义。一方面历经千百年实践的

锤炼不断更新与完善，甚至在现代医

学出现之前数千年就已形成了独立的

实践体系，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被赋予

更多文化象征而不断被泛化与强化，

沉淀为越来越坚固并顽强坚守的信

念，以至于在现代精准的技术性医学

跃升为主流后，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

的矛盾日益突出，相互坚守各自的阵

地互不相让又难以融合。然而传统医

学仍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存在和坚守，

正是由于现代技术性医学本身固有

的局限性，迷恋速效、近效的急功近

利，专攻局部、顾此失彼的狭小视野，

缺乏来自外部的推动力，难以在其体

系内自我突破，而传统医学又有其固

有的优势，在特定人群中体现出一定

的整体疗效。

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医学强调的

整体关系和远期疗效在实践中很难具

有普遍的执行标准和全程的清晰路

线，实践效果的评估也很难在其自身

体系内独立完成，以致常急于靠拢现代

医学求助于技术性的策略与方法，却因

此丧失了所坚守的整体性的精髓，返归

到技术阵营后又陷入对方固有的缺乏

整体性的局限性认识，结果就是，传统

医学要么固步自封，要么在整合与精

准、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求生存，难以

在现代医学的巨大冲击下仍能建设性

地发挥自身的整体性优势，更难以从外

部触动现代医学的根基，令其进行内在

的结构性反思与变革。几百年来，两大

体系在基本结构层面上没有相互渗透、

交织和融合，传统的整体观念对现代医

学的整体性进步远未形成革命性的推

动力，反而不断被边缘化，问题的根源

就在于，代表传统医学的战略性整体思

想与代表现代医学的战术性精准技术

这两大体系尚未整合为一体化的相互

渗透的完整体系。这是我提出的新时

代整合医学的历史背景。

应对慢性病，近期和局部疗效更

容易实现，但整体和远期疗效是所有

慢性病的巨大难题，是技术视野难以

突破的认识盲区和实践痛点。如在免

疫性疾病、哮喘、抑郁症、阿尔茨海默

症、恶性肿瘤等慢病防治中，普遍存在

策略性的误区和视野性的盲区，需要

在更大的系统和更宏观的层面上协调

各方矛盾的力量以实现整体性平衡，

运用局部的技术性精准战术与整体的

思维战略，以战略引导战术，在战术中

体现战略，才能为慢病防控找到真正

出路和希望。这是我提出的新时代整

合医学的当代内涵。

健康与疾病是永恒相伴的矛盾混

合体，是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

完整生态体系，是内在与外在的自然

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我竭尽全力通

过疾病之间的普遍联系来理解它们，

并将健康与疾病的状态作为被某种力

量驱动的整体加以呈现，目标是揭示

健康与疾病在个体内的完整生态规

则，以体现人类在疾病面前拥有更强

大的全局性战略，而不只是应对强敌

的局部性战术，这是引导我不断前行

的首要动力。

记者：什么才是一个周全的、完善

的整合医学，又如何去推广？

蒋忠民：周全完善的整合医学是

众多层次和众多角度的多重整合，如

技术与思想、局部与整体、预防与治

疗、病症与病因、已病与未病，严重性

与顽固性、感染性与免疫性的整合。

在更深层次上是动态与静态、信息与

功能、物质与能量、时间与空间、叠加

态与坍缩态、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整

合，从哲学到技术在众多层面角度和

维度上同步体现着完整事态的矛盾统

一性和完整系统的平衡自洽性。以此

可系统性解读众多慢性病看似无解的

困局，更合理地引导从内到外的各种

矛盾的力量平衡，为慢病防控谋划出

高效的整体策略。

整合医学在治疗策略上，是以全

局和远效为出发点，逐渐落实到局部

和近效的反向实践过程，与精准医学

以局部和近效为出发点，逐渐与整体

和远效延伸的传统实践过程形成了鲜

明互补。两个反向互动的实践操作分

别针对每个病症都同时具有的两种属

性，即顽固属性与严重属性，忽视任何

一个方面的治疗，疗效都是有限的，医

疗大数据和循证医学经验也是片面和

不完整的。

对于慢性病，预防远大于治疗的

理念众所周知。但治未病的最高境界

在实际操作上困难重重，更难以贯彻

始终。只有在全局视野和病因体系中

看清整体关系，把控动态趋势，才能更

有效地操作隐形态的未病，真正达到

整合医学防患于未然的理想目标。就

像通过疏导交通秩序完善交通法规预

防事故的发生，远比及时精准地处理

事故现场的先进技术更有意义，精准

医学就是紧盯局部，即使精准到毫厘，

及时到毫秒，也只是瞄准已病，难以达

到防患于未然的终极目标，而整合医

学基于宏观生态法则，以整体策略治

疗已病的同时，同步性地达到预防其

它未病的整体效果，因为已病与未病

共享同一个整体背景，具有相同的动

态趋势。

推广传播整合医学的理念，我自

己尚且在实践中承担着超常规的风险

与挑战，更难向周边的同行同事开始

推广，有太多根深蒂固的观念难以改

变，他们更相信并依赖当代潮流或权

威，早已融入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生

态依赖链，而我要试图改变的观念太

超乎预期和想象，难以被平静接受，甚

至难以顺利交流。无知时无畏，尤其

又有各种诊疗规范和潮流权威做依

托，然而当我透彻地看清全貌并诚实

地面对前所未见的事实真相时，我便

暴露于比他们更大的责任与风险之

中，探险的征程让我获得了越来越开

阔的宏观视野，独自承担风险的同时，

清晰地看到的还有太多的病患被本意

善良的专家以符合主流标准和诊疗规

范的方式，损害着作为整体性的健康

和潜能，收获的只是短期和局部疗效，

而我既不能告知患者该如何选择，也

无力告知专家们该怎么做，这让我很

无奈。

推广整合医学意义重大却困难重

重，需要有与其制高点相匹配的平台

与资源，需要有高度的政策倾斜和充

分的信任与支持，以避免淹没于由传

统观念主导或由主观立场评判的是非

漩涡之中。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氛

围，让孤独的探险者敢于发出不同的

声音，更积极的反响才能激励我逐层

揭示更具颠覆性的新观念，直到更加

震撼性的核心，只有更多志同道合者

能够携手同行，雪球才会越滚越大，小

溪才能汇成潮流，临床医学的发展才

有望进入新阶段，步入快车道。

希望能尽自己绵薄之力，为传播

整合医学的全新理念展现一种全新的

观察视角和认知维度。只有达成了基

本共识，才能进入同一互动频道，深入

的交流才成为可能，整体意识才能在

互联共鸣的交流与互助共勉的实践中

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更多智者的积极

参与和更大规模的实践探索必将带来

更多惊喜和发现，尽管过程艰辛，但对

临床医学的未来和医疗体系的完善必

将产生深远影响。

构建整合医学宏观体系 释放精准医学发展空间
——记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皮肤科教授蒋忠民

不 谋 全 局 者 ，不 足 以 谋 一

域。蒋忠民的整合医学概念，正

是这一传统哲学思想在医学领域

的具体体现。当代临床医学过于

技术化，缺乏宏观思想的贯穿，至

今尚未能勾画出整体化的清晰蓝

图。蒋忠民提出的整合医学新概

念，能够把每个“病”放在人的整

体身心状态中进行系统性综合解

析，高瞻远瞩地透视着临床医学

全景，透过病人的每个局部现象

进行全面的临床观察研究，勇于

突破传统医学框架的束缚，进行

开拓性探索，不仅与古人“上医治

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

的治疗思想一脉相承，也体现了

他对医学事业无私奉献、关爱生

命健康、仁心医者的崇高医德和

务实作风。但是，新的科学实践

体系的创立和推广，需要的不仅

仅是科学家勇于冒险的责任担

当和甘于奉献的牺牲精神，也需

要相关政策的关心支持，需要业

界同行的激励响应，需要社会大

众的了解参与。希望蒋忠民的

“整合医学”新思想早日走进人

们心中，为当今临床医学注入新

的生机与活力，推动临床医学在

慢性病防治方面实现跨越性的

进步。

蒋忠民参加科学中国人2014年度人物颁奖盛典

蒋忠民（左一）参加国际学术论坛同与会者合影 蒋忠民（左一）向病人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