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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科学的进步依赖于新的科学理论

的提出和建立，而不是实验数据的简单堆

积。中医证的本质在我国研究了50年，堆积

了海量的实验数据，迫切需要一个具有多学

科综合知识的战略型专家，破译出这些数据

背后蕴藏的疾病变化规律，建立起中西医理

论整合的新医学理论，实现中医理论的现代

化。否则，一直进行探索性实验研究是无法

取得突破的。1996年，申维玺在孙燕院士指

导下，通过分析我国证本质研究积累的大量

数据，取得了重大发现：中医证的本质是细

胞因子，在此基础上，他们系统揭示了中医

理论的科学本质，这个重大理论发现可以全

面指导我国的中医理论现代化研究，可以使

国际科学界明白中医治病的科学原理。之后

的10多年中，他们每年申报国家科技项目，

但由于这项跨学科研究的原创性太强，与传

统的思维方式明显不同，一直不能通过同行

评审。14年来，申博士不懈地向国家有关门

部门反映，历尽人间辛酸，10多家媒体专题

报道，国家领导人（朱镕基、宋健、刘延东

等）、周光召院士、科技部长等都做过多次

批示，但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有关部门有意

支持，但却无法组织攻关。科技史表明，许

多重大发现和科学理论刚提出时常难以得到

同行的理解，甚至埋没百年，这着实可惜。

建议国家科技部门尽早对这项研究予以科学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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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

具有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学科之一，

也是我国为数不多，而最有可能形成

国际标准的学科领域。用现代医学理

论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让大家

明白中医治疗疾病的科学原理意义重

大。中医讲究辨证施治，于是中医

“证”本质的揭示就成为其中最大的

瓶颈。该问题一旦得以解决，将会为

我国实现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奠

定理论基础。前不久，陈竺部长就说

过，中国科学界应该重视研究和揭示

中医的科学本质是什么。

暨南大学申维玺教授14年前在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

医院孙燕教授指导下从事证本质的研

究，取得了一项重大科学发现。提出

了中医“证”的本质是细胞因子，细

胞因子网络紊乱是导致各种“证”出

现的基本原理。这个发现从整体水平

揭示了复方中药的作用原理和中医治

病的科学原理。即：中医辨证治疗疾

病，是通过使用复方中药，调节细胞

因子网络的失衡状态，从而起到了治

疗疾病的效果。

 原创性理论的由来

1996年，申维玺考上了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孙燕院士的博士研究生。孙

燕院士认为当时医学的发展已到了能

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本质的程度了，

于是就交给申维玺一个完全没想到的

课题“中医证本质的研究”，并嘱咐

一定要从分子生物学理论的高度考虑

这个世纪性难题。

申维玺小时候积累了一定的中医

理论功底，后又长期接受现代医学教

育，为他从事这项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接手课题后仅花了1个月的时间，他

通过思维创新，把病与证从理论上有

机的联系到了一起，很快找到了突破

口，辨明了证的本质。在此基础上，

他系统阐述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本质：

中医证的概念、病与证的关系、中医

辩证治疗疾病的科学原理、复方中药

的作用机理等。

申维玺告诉《中国科技财富》：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体是个复杂的

有机整体，正常生理活动和异常疾病

过程在体内都有着规律性的信息逐级

传递过程，即细胞间的信息传递和细

胞内的信号转导。人体的细胞调控机

制本来是一种平衡状态，有协同的部

分，也有制约的部分，这样才能保障

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和身体的健康。

人在患病时，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

细胞因子网络就会失去平衡，某些细

胞因子的活性就会高于其他因子，就

会显示出不同的症状群，也就出现了

中医的证。他们正是以信号转导理论

等生命科学的最新理论为基础，将证

的各种变化按其先后顺序串联组合在

一起，最终揭示了证的本质是细胞因

子，而其它变化则是属于证的继发性

变化。

为何困扰中国医学界几十年之

久的“疑难杂症”如此轻易得就被攻

克了呢？对此，申维玺教授给出了答

案：前期，医学的发展水平还不足以

解释这个难题，80年代后从技术层面

上说才开始具备条件。而要揭开这层

神秘面纱，仅靠这点还不够；这需要

掌握多学科综合知识的人才。中医专

家常受制于传统的定势思维，而西医

又常不相信中医的科学性，对此兴趣

不大。申维玺中西医兼修，没有思维

定势，所以能在孙院士指导下，运用

分子生物学方法，在国内外首先证实

了证的本质。这就让他成为了偶然情

况下必然出现的那位“开拓者”。           

原创成果的困窘

科学同样是具有“国界”的，关

于中医药本质这一重要研究更是不应

例外，相信谁也无法接受中医药 “千

年古树，花落他家”。14年来，为

了这项原创性的基础科研，申维玺尝

尽人间辛酸，不断向国家科技部门反

映。孙燕院士也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沟

通，许多新闻媒体进行过专题报道，

申维玺教授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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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部门的主要领导也曾多次做

出重大批示，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使这项重大理论研究成果至今被束之

高阁，无法发挥它本应发挥的作用。

“往事不堪回首，伤心只剩泪

流！”申维玺从导师孙燕院士接手这

个课题时，只知道这个课题很难做，

众多权威专家花费多年未突破，但做

梦也没想到成果出来后的日子让他更

受煎熬，眼睁睁看着这一重大突破一

直不能受理解，得不到支持，他跳楼

的心都有了。十多年来，他都记不清

在广州、深圳到北京这条路上多少次

奔波，挥撒了多少汗水泪水，一回回

满怀希望而来，一次次伤心失落而

归。多次“跑部”，  还拦过部长的

车；但终不见“钱进”，没法深入的

把项目往纵深开拓。

1998年，申维玺阐释了中医虚

证本质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各方面

重视，国家中医管理局有关领导做了

批示，不久，他接到国家中医管理局

科技司的电话，让他当面汇报情况。

2001年3月，广州卫生局组织广州的专

家进行讨论，专家建议尽快争取国家

资助。2002年2月，科技部社会发展

司致函申维玺称，研究“具有一定意

义，建议在完善研究的基础上，按有

关要求积极申报国家有关计划，争取

获得国家支持。”2004年底，科技部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专家评审未能

通过下，基于该项目的重要意义，经

慎重考量拿出35万元，支持申维玺进

行研究。但对于这项原创性理论的验

证研究而言，这仅仅是启动资金，显

得有些杯水车薪。尽管如此，申维玺

谈起这事还是颇为感激的说，这次支

持给了他莫大鼓励。2005年5月，因当

年“973”仍没通过专家评审，申维玺

在向基础司申请复议时，也给中国科

协周光召主席写信反映，周老非常重

视，随后两次批示。同年深夏，孙燕

院士在北京组织了一个专家讨论会，

与会专家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

人一起向科技部写推荐信要求支持。

2008年3月，深圳市卫生局组织专家讨

论，许多专家认为申博士的研究确实

已经阐明了证的本质。遗憾的是都没

引起足够重视……

申博士今年52岁，当问起为何如

此执着，轻轻松松做教授的日子不是

也挺好的吗？申维玺说，国家每年投

入数亿元经费要解决这个科学难题，

但始终无人能解决它，我们的研究已

经打开了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大门，为

了国家的利益才不忍轻言放弃。权威

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在中药出口创

汇上已丧失传统优势，世界中草药市

场的年销售份额中，我国只占约5%，

日韩两国却占了90%。造成这种被动

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复方中药的作用

机理说不清楚。

申维玺说，这是一项原创性的

研究，与同行的思维习惯有着明显不

同，而且横跨中医、西医、生命科学

等多个学科，以至于同行常难以完全

理解。他们团队每年都申报国家项

目，至今未能通过专家评审。

据了解，国家50年来投入大量经

费用于中医理论现代化研究，但一直

没有取得质的进展。这是由于：中医

是我国独有的医学研究领域，没有国

外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需要我国进

行原创性的研究；但我国科学界至今

却没有掌握住这项研究的特殊性，没

有认识到理论研究才是解决这个科学

问题的最终途径。因此，重实验轻理

论研究的结果是，50年的研究堆积了

成山的实验数据，却没有能够从现象

中追溯到本质，探索出内在的规律。

谈起这一点，申教授忧心忡忡指出，

这样将无法实现中医理论的现代化。        

赤子的正义呼声

申维玺请求国家相关科技部门组

织既懂中医又懂现代医学的相关专家

团队花一两天时间，参考哈佛大学论

证我国数学家朱熹平的庞加莱猜想的

论证方式对此项目进行考察，让他详

细讲解这一原创发现。他说，这项研

究成果并不是十分的高深，只要有充

分的时间回答专家的疑问，是会达成

共识的。

近年来，在缺乏科研支持的艰

难条件下，申维玺团队依然没有放

弃，他们先后使用基因芯片、免疫组

化、PCR技术等方法现代手段选择肺

癌、肺结核、糖尿病的阴虚和气虚证

进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不管是什

么疾病，只要出现了同一种证，就会

出现相同或相似的细胞因子网络变化

规律。如不管是什么病，只要有阴虚

证，就会出现白细胞介素1和肿瘤坏死

因子异常升高的实验数据；不管是什

么病，只要是气虚证，就有转化生长

因子β等异常升高的实验数据。这些

结果初步证实了理论发现的正确性。

申维玺说：科学理论需要实践的

反复验证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理论，

我们已经建立了新的医学理论体系，

目前迫切需要国家在科学论证后，组

织联合攻关，从多个角度和方面拿出

系统的实验数据来验证

中国中医科学院陈飞松研究员

说，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原创

性研究，可以带动整个中医学的发展

和飞跃。在国家奏响的“科技创新”

号角响彻全国的今天，原创科技需要

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来散发它迷人的

芳香，不再为出路而迷茫彷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