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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施妙手 悬壶照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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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

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出自杨泉《物理论》。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院长王成祥，便是这

样一位有能力、有温度、有担当的医者，用精湛的技术为

患者解除痛苦，以温暖的态度给患者慰藉，靠果决的勇气

研探疑难复杂疾病予患者以希望。

从医40年来，他始终奋战在临床一线，用一双妙手

为无数患者点亮人生；他始终坚持在科研前沿，凭创新技

术推动我国中医医学事业不断发展；他始终坚守在三尺讲

台，悉心传授毕生所学，精心培育栋梁之才。他是深得患

者信任的“王医生”，是被学生亲切呼唤的“王老师”，是

中医科研创新领域的“探索者”，更是新一代中医人的佼

佼者，还是中医文化宝库的探宝人。

因为热爱，所以专注

王成祥出生在五莲县户部乡的一个美丽山村，这里

是清代疫病大家刘奎的故里。早在孩提时代，就受父亲的

熏陶，上山采药，练习针灸，与传统中医药结下了不解

之缘。耳濡目染，环境熏陶，牵动着他的发展方向。1981

年他被山东中医学院录取，读书期间，他精心研习，如饥

似渴学习中医药知识，求学期间系统研读的《黄帝内经》

《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都使他终身受益。

毕业后，王成祥回到家乡五莲县人民医院中医科成

为一名临床大夫，并在父亲的引荐和帮助下，遍访当地

名老中医，逐一向他们虚心请教、博采众长。而后，他

顺利考取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第一届“临床技能

型”硕士研究生，师从国家著名专家杜怀棠、周平安、

姜良铎教授。不断的学习深造给王成祥的职业生涯带来

了变化和希望，也许正是怀着这样的憧憬，时间也祝福

了他：攻读硕士生和博士生期间，王成祥分别以老年性

肺炎和病毒性肺炎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毕业后以优异

王成祥在接受本刊专访

成绩留东直门医院工作。

2017年7月，他接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

长，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

治疗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

一个人看得见的成就，必然是有看不见的努力做积

淀。回忆以往，王成祥坦言：“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不努

力则一定不会成功。当你彻底想明白生活的本质，你再进

入生活就不会太过失望，反而知道该怎么通过自己一步步

的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显然，在王成祥的人生词条里，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只有努力了，人生才会很值。

学术继承 开拓创新

作为杜怀棠、周平安、姜良铎等名老中医的主要学

术继承人，王成祥长期致力于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的

临床和应用基础研究，前期工作主要集中在呼吸系统常见

病原体——病毒和细菌的中医药临床和实验研究。

在呼吸道病毒研究方面，王成祥带领团队对治疗流

感的效方益气清瘟解毒合剂进行了临床、整方及拆方研

究，临床研究表明该方有明显的退热效果及改善临床症状

的疗效，证明该方通过干预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可以调

节机体的免疫功能，从而减轻炎性损伤。

王成祥他们根据益气清瘟解毒合剂的方义将复方分

为辛温解表、辛凉解表、清热解毒、益气四种治疗法则进

行拆方，通过四法对抗流感病毒作用机制的系统研究，发

现清热解毒法对流感病毒感染极期及后期显示出较强的

抑制并修复免疫炎症损伤的作用，提出并证实了“在热病

热毒炽盛时期，也正是炎性因子异常增高，免疫反应激烈

的时期”的假说，筛选出了具有较好抑制免疫炎性损伤并

促进其修复的中药黄芩和板蓝根。为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

冒提供了科学依据，多家医院对该复方进行了临床应用，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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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呼 吸 系 统 细 菌 感 染 研 究 方 面， 王 成 祥 团 队 在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扶正解毒化瘀法干预

老年肺炎病死率的临床评价及治疗技术应用规范研究”的

实施中，提出“正气亏虚、毒瘀互结”是老年性肺炎的基

本病机，扶正解毒化瘀方可有效降低老年肺炎的病死率，

尤其对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有较好的干预作用，对病毒所致

的老年肺炎亦具有较好疗效，研制了专利药物扶正解毒化

瘀颗粒，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他之后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标，在传承秦伯未，董

建华，杜怀棠等名老中医治疗肺系疾病学术经验的基础

上，拟继续开展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和应用基

础研究，争取在中医药减少抗生素应用，减毒增效方面有

所突破。

其中便有一典型临床案例，82岁的男性患者张某某

因慢性咳嗽前来就诊，症状已持续30余年。他本是江苏人，

在30余年前定居北京，自觉因气候原因出现咳嗽，出差

江苏后咳嗽则无，回京则咳嗽，既往自服咳嗽药未见效。

外院就诊时胸部CT示双肺间质性纤维化，较前进展右肺

下叶胸膜下结节，双侧胸膜肥厚，胸腔少许积液，予以乙

酰半胱氨酸片等服用一年效果不显。

在详细观察患者病症，询问家族史后，王成祥诊断

证型为痰热内阻，开具处方。患者服用一周后复诊，药

后咳嗽减轻，平卧位时咳嗽明显，时咳出少量淡黄色稀痰，

咽痛，口干，无口苦，欲饮水，纳眠可，大便可（药后

大便通畅，不干不溏），尿频，舌暗红，苔厚腻微黄，脉

弦数。结合症状，王成祥调整处方，加白花蛇舌草、知

母、生地、炙枇杷叶。两周后再次复诊，患者药后咳嗽

减轻，平卧位时咳嗽明显，时咳出少量淡黄色稀痰，容

易咳，咽干咽痒，口干，稍口苦，欲饮水，纳眠可，二

便可，舌暗红，苔黄燥，脉弦数。证属痰热内阻，气阴

两伤，再次诊断病情调整处方。

患者及其女儿诉规律服用中药治疗后，咳嗽较前减

轻，冬春季节时咳嗽次数亦减少。患者经过一年多的治疗，

对于症状的减轻和疾病的稳定感到满意。患者家属对于治

疗效果表示感谢。

仁志慧心 相辅相成

王成祥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深入骨髓的人生信条

让他已经养成了不断进取的习惯，不论多少褒誉满身，都

没有停下他追逐的脚步。

“上医治未病，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在做好医疗、教

学、科研等工作的同时，他坚持医院公益性，注重提升百

姓健康素质，提倡中医辩证论治理论，提出同病异治与异

病同治。从看病的角度，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病证，因时、

因地、因人不同，或由于病情进展程度、病机变化，以及

用药过程中正邪消长等差异，治疗上应相应采取不同治

法，需要进行精准治疗。另一方面，异病同治指不同的疾

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因而采用

同一方法治疗的法则。中医治病的法则，不是着眼于病的

异同，而是着眼于病机的区别。异病可以同治，既不决定

于病因，也不决定于病证，关键在于辨识不同疾病有无共

同的病机。病机相同，才可采用相同的治法。

“这对于新发的一些疾病具有借鉴意义，如近期流行

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可以根据它的临床表现、传

变规律，跟之前同类病症对比，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

王成祥进一步强调异病同治的现实意义。

而从中医疾病的角度来讲，主要分为三大类，外感

疾病、内伤疾病，还有非内外因素引起的疾病。外感疾病

是由外邪而致的疾病；内伤疾病一般指内损的急慢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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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化，也因其病非直接外邪传染所侵，故称内伤疾病。

多由情志失常、饮食失宜、劳逸不当、病久至虚、治疗失

当或外伤引内变等引起；非内外因素引起的疾病，往往由

一些意外导致，如虫兽所伤、金刃所伤、跌打损伤、医

药之过、先天因素等，都可以归纳为不内外因，或称“其

他病因”。

“那么为什么古人把外感疾病的病因放在第一位？首

先从致病因素看，外感疾病发病急、传变快，一旦控制不

及时，会进一步加重，甚至引起死亡，所以它是排在第一

位的。对待这类疾病需要早治疗早预防。”

为此，王成祥从现代人生活习惯入手，总结形成了外

感疾病“未病先防-易感防萌-已病防变-病后防复”全

方位全链条预防体系：一是未病先防，关注医养护融合发

展，对身体抵抗力较差的人群，采用扶正方式提高其自身

免疫力，达到预防目的；二是易感防萌，通过治疗药物对

接触外感患者的人群或社区实施预防。三是已病防变，依

托于对疾病转变规律的认识，采取适当的预防方式，阻止

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最后是病后防复，防止疾病的复发。

“在未病先防领域，人体里先天的、获得性的预防方

法为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感染以后产生的是特异性免疫功

能。在过去，除了中药、饮食调摄等，还有一种类似于现

代疫苗的预防方式。”他补充道。

而针对内伤疾病，他认为饮食、情志预防都很重要。

成书于2500年前的《黄帝内经》早就指出：夫百病之始

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住。

又说：百病生于气也，气就是情志。怒伤肝、喜伤心、悲

伤肺、恐伤肾、思伤脾。调节情绪是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

的关键。

除此之外，王成祥重视中医文化的宣讲和中医药下

基层活动，努力让中医文化为健康中国战略保驾护航。“未

来，中医就是要不断地学习，善于总结不同时期科技发展

最好的东西为自己所用。”

多年的农工党社会工作，还让王成祥多了一重中医

“活动家”的身份，他在实践中也很好地演绎了中医传播

与推广的“活动家”角色。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甘

于奉献，让中医走进我国偏远山区，帮扶少数民族提高医

疗卫生水平,推动着中医药产业

的发展。面对一份份出色的成绩

单，王成祥从容淡定地说，自己

是幸运的！与先辈们相比，他遇

上了更好的时代，怀有一颗感恩

的心，“尽量多地帮助别人，这

让我觉得快乐、且有成就感”。

防控疫情，独辟蹊径

子曰“君子不器”，意思是

人不应仅仅成为像器物那样定

型的专才，而应成为没有任何名

目可以局限的通才，通才具有无

限的包容性和宽广性，王成祥认

为，当代医院管理者亦应如此。

在2020年新冠肺炎防控过

程中，王成祥作为院长第一时间

部署防疫工作，成立医院新冠肺

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做好发热

筛查、开展应急演练、建设PCR

实验室，同时根据对疾病认识的

不断深入和防控形势的变化，及

时修订防控流程、调动近千人次

支援各种岗位。对医院、校医院、

小关社区三个阵地进行防控，取

得了零感染的战绩。圆满完成了

大学疫情防控、社区网底排查、

境外返京隔离点医疗保障、密接

人员流调转诊、大规模采样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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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为，有所新；

入于真实境，照以智

慧光。”如今的他，

集多重角色于一身，

履行着一名中医人的

职责，

疫任务。

他与医院科研管理部门一起，总结凝练新冠肺炎患

者恢复期核心病机和主要证候特点，集国医大师、首都国

医名师及抗疫一线专家集体智慧，向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

局申请并获批了两个院内制剂，分别是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急性期的清瘟止咳颗粒、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

期的桔杏君子颗粒。其中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的

桔杏君子颗粒目前正在武汉应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

复期患者的康复治疗，临床疗效较好，为巩固抗疫成果做

了突出贡献。

此外，作为北京中医药学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的主

任委员，王成祥还牵头制定的“新冠肺炎恢复期中医药综

合干预方案专家共识”，已由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印发执

行，在指导新冠肺炎恢复期的中医药治疗中，发挥了重要

的指导作用。他还中标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新冠肺炎防控应

急专项课题《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登记系统”的

新冠肺炎恢复期与后遗症中医药干预方案研究》，目前正

在实施当中。

作为呼吸病学专家，他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先后在

北京卫视养生堂、新华网、北京政协委员讲堂从中医药防

治疫病作用等角度展开科普宣传，反响强烈，为普及新冠

肺炎传染病预防知识、缓解民众焦虑紧张情绪做出了积极

贡献。

作为北京防疫专家组中西医结合组组长，他承担北京

市海淀、房山、密云三区新冠肺炎收治地的技术指导工作。

参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组织的远程会诊，对武汉一线重症及

复杂新冠肺炎病例进行远程会诊指导，提高了新冠肺炎的

临床救治疗效。

在全力参加国内新冠肺炎防控救治工作的同时，王成

祥积极组织学会专家，线上支援全美中医药学会和塞尔维

亚中医中心的中医同行，通过讲座方式加强了学术交流，

立足当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给予疫情防控救治的建议

和指导，取得良好效果，受到国际友人的热烈欢迎和一致

好评，彰显了农工党员的担当奉献和家国情怀，提升了中

医药的国际影响力。因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做出贡献，2020

年12月23日，他被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授予“农工党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有所为，有所新；入于真实境，照以智慧光。”这是

王成祥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如今的他，集多重角色于一

身，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院长一职，医院管

理事务繁忙，又肩负着引领医院迈向新高度的重任，却依

然坚守在临床一线，以高中见贵的职业道德、专中见精的

医疗技术、严中见情的工作作风，履行着一名中医人的职

责，体现着农工党党员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的优秀品质。

所谓的医者，不过如此本色；所谓的人生，便是这般

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