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

　 　
樊代明　 教授
«国际眼科杂志»英文版 ＩＪＯ /中文版 ＩＥＳ 总顾问

中国工程院院士ꎻ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ꎻ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

亚洲肿瘤学会主席

世界整合医学会终身名誉会长

整合医学宣言

中国整合医学发展战略研究院

引用:中国整合医学发展战略研究院.整合医学宣言.国际眼科

杂志ꎬ ２０２４ꎬ２４(９):１３５５－１３５６.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３２)中国陕西省西安市ꎬ中国整合医学发展战略

研究院

通讯作者:樊代明ꎬ中国工程院院士ꎬ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ꎬ法国

医学科学院院士ꎬ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ꎮ
现任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ꎬ世界整合医学会终身名誉会长ꎬ亚洲

肿瘤学会主席ꎬ中国整合医学发展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等ꎮ 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和第四军医大学校长等ꎮ 主编专著

２２２ 本ꎬ先后担任 １６ 本国际杂志和«医学争鸣»等 ３１ 本中文期

刊主编、副主编或编委ꎮ 在权威国际杂志发表 ＳＣＩ 论文近 ８００
篇ꎬ论文被引用 ４ 万次以上. ｆａｎｄａｉｍ＠ ｆｍｍｕ.ｅｄｕ.ｃｎ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４－０７－２６ 　 　 修回日期:２０２４－０７－２７

摘要

整体整合医学(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ＨＩＭ)简称整合

医学ꎬ自 ２０１２ 年正式提出ꎬ其理论体系不断完善ꎬ实践方

法日趋丰富ꎬ成为医学发展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

路ꎮ 文章提出整合医学的十大主张ꎬ从认识论和方法学上

阐述了整合医学的内涵和外延ꎬ以期实现现代医学的升维

转型和自适应进化ꎮ
关键词:整体整合医学(ＨＩＭ)ꎻ整合医学ꎻ医学发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２４.９.０２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３２ꎬ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Ｆａｎ Ｄａｉ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ａｎｄａｉｍ＠ ｆｍｍｕ.ｅｄｕ.ｃ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２０２４－０７－２６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２０２４－０７－２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ｅｄ ａｓ ＨＩＭꎬ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ꎬ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ｅｎ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ＩＭꎬ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ꎬ 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ｅｗ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ＨＩＭ )ꎻ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２０２４ꎬ２４(９):１３５５－１３５６.

　 　 “整合是时代发展的特征ꎬ是解决划时代难题的法

宝”ꎮ “医学起源于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份痛苦

的最初愿望”ꎬ从此ꎬ人类医学在反复遭致挑战中不断前

进ꎬ其发展态势展现两大特征:(一) “降维与分化是医学

发展的力量”ꎮ 自从自然科学的范式和方法引入医学以

后ꎬ从繁到简ꎬ从难而易ꎬ一直以不断降维的分化方法成为

现代医学发展的力量ꎬ的确功不可没ꎬ不可厚非ꎮ 但是ꎬ随
着医学向深度和广度的延伸和发展ꎬ随着主观和客观认知

的碰撞和分离ꎬ随着对人类生命及疾病的解析和描述ꎬ特
别是随着人类对健康长寿的渴望和追求ꎬ医学一直在一味

地向微观方向倾力探索ꎮ “人择”的分类、分科、分专业逐

渐显示脱离真实ꎬ导致专业过度细化、专科过度细划和医

学知识碎片化ꎬ甚至出现“盲人摸象” “头痛医头ꎬ脚痛治

脚”的误区ꎬ给研究人类生命和防治疾病带来认识论和方

法学 上 的 疑 途 和 偏 差ꎬ 的 确 影 响 渐 大ꎬ 不 可 小 视ꎮ
(二)“升维与整合是医学发展的方向”ꎮ 整体整合医学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ＨＩＭ)简称整合医学的提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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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ꎬ是一种对医学发展及其理论的自觉和反省ꎬ也是对

医学发展中高层次的回归和纠偏ꎬ更是传统观念的转变和

既存思想方法的调整ꎮ 从狭义上讲ꎬ整合医学是以人为整

体ꎬ将医学有关各领域最先进的知识和理论与临床各专科

最有效的经验和技术加以有机整合ꎬ即将数据和证据还原

成事实ꎬ将认识和共识提升为经验ꎬ将技术和艺术凝聚成

医术ꎬ继之在事实、经验、医术层面进行循环验证ꎬ再根据

社会、环境、心理等进行修正和调整ꎬ既考虑以人为本ꎬ又
关注天人合一ꎬ从而形成更加符合更加适合健康呵护和疾

病防治的新的医学知识体系[１]ꎮ
　 　 从广义上讲ꎬ整合医学不是一个专业ꎬ也不是一个专

科ꎬ更不是一种技术ꎮ 她是医学知识论ꎬ旨在研究医学知

识的本质特征和形成方法ꎬ旨在指导医学相关人员正确研

究和防治疾病ꎬ旨在利用现有医学知识创造更高层次的医

学知识体系[２]ꎮ
一、整合医学主张整体大于其局部之和ꎬ整体不是局部的

拼凑而是有机的整合ꎮ 专业、专科应自觉将在局部的所

作、所为ꎬ甚至所成置于整体中观察、分析、判断和处理ꎬ不
能无意更不能刻意地加以强调及放大ꎬ从而使对整体的分

析失真、处置失当、效果失常ꎮ
二、整合医学主张任何主观和客观所为都要更贴近真实的

生命和疾病ꎬ弄清“人择”“人为”“人造”对医学的负性干

扰及其程度ꎬ要重视在临床和科研中减少且尽可能避免这

种主观且不良的干扰ꎮ 医学的对象本无固定参数ꎬ只有无

限变量ꎬ参数只对个体自己而言ꎬ而变量则会因人、因地、
因时而异ꎮ 简化的数理推断、统计划限、逻辑求证对医学

具有一定局限性和片面性ꎬ只有多因素联因整合分析ꎬ并
考虑动态变化才有利于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ꎮ 因此ꎬ科学

研究的结果应置于医学应用实景中经过检验ꎬ确认其对人

体有效有益ꎬ才能赋之服务医疗健康ꎮ
三、整合医学主张人体功能远大于其结构表现的“涌现”
特质ꎬ强调将生物医学模式转化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模式ꎬ而不是将其割裂ꎮ 特别强调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对

生物层面健康的重要影响ꎮ
四、整合医学主张“道法自然”ꎬ强调既要针对细菌、病毒、
癌细胞这些天敌而作为ꎬ更要充分调动人体自然力ꎮ 如生

命力、自愈力或免疫力来防治疾病或保持和恢复健康ꎬ尤
其重视多层级多方面随时有机地共谋和造就整合的力量

和态势ꎬ从而顺势而为、乘势而为[３]ꎮ
五、整合医学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ꎬ强调既要发挥出自科

研和教育等领域的象牙塔知识的顺向指导作用ꎬ更要面向

基层、面向乡村、面向实践ꎬ以“三基ꎬ三严“为基本功ꎬ以
多中心为前沿阵地ꎬ由此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这条反向求索道路ꎮ 在现有基础上尽力提升整合医学的

临床技能和学术水平ꎬ从而纠正、反哺和丰富象牙塔上的

科研和教育知识库ꎮ
六、整合医学主张医预结合ꎬ预防为主ꎬ“上工治未病”ꎮ
“让民众少生病ꎬ医院少看病ꎬ医保少付费”ꎮ 要从整体整

合医学而不是单从专科视角包括单从专一领域开展健康

教育和健康科普ꎬ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七、整合医学主张中西医整合发展ꎬ强调“中学为体ꎬ西学

为用”“中西医并重”ꎮ 重视世界上最大样本量且经五千

多年不断纠错所获得的华夏民族应对疾病的模式ꎬ从中不

仅获得工具理性ꎬ更要获得价值理性ꎬ这也是中国整合医

学走向世界的实践策略和文化信心ꎮ
八、整合医学主张要通过科学研究不断总结医学发展的成

功经验ꎬ但同时要考虑医学本身与自然科学的不同ꎬ更强

调反向研究和否定研究ꎬ提倡正反双向思维ꎬ形成闭环式

的研究模式ꎮ 同时考虑医学现象的动态变化ꎬ才能求得人

体作为一个复杂体和开放体中的真理[４]ꎮ
九、整合医学主张高度关注药物、技术等“术”在诊治疾病

中的作用ꎬ但更强调整体效果、生命质量等“道”在呵护健

康中的统领ꎮ 时刻不能忘记ꎬ药片和手术刀片多能防止生

命不夭折的发生ꎬ但难能以之提升生命质量和健康长寿的

更高水平ꎮ
十、整合医学主张医学不是纯粹的科学ꎬ整合医学需要并

定义为“最真的科学ꎬ最善的艺术ꎬ最美的人文”ꎬ即“真、
善、美”的有机整合[５]ꎮ 整合医学尤其强调医学人文是其

发展的“方向盘”和“刹车片”ꎬ突出以分化为力量的医学

发展需要以整合为方向的协调和指引ꎬ回答“医学究竟在

乎谁和在乎什么”ꎻ突出医学科研和临床需要“度”的把握

及伦理的约束ꎬ从而使其实现可预测和可抑控的平衡

发展ꎮ
　 　 需要注意ꎬ随着整合医学的推进ꎬ还会有更多的主张

被不断提出和强调ꎬ因为医学的整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ꎮ
　 　 为了健康中国伟大国策的实现ꎬ我国提出ꎬ“到 ２０３５
年ꎬ中国要形成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相适应ꎬ体系

完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连续协同、运行高效、富有韧性

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６]ꎬ整合医学的理念提升与

实践赋能与之相一致ꎮ 一切为了民众的健康长寿ꎬ一切为

了面对更加真实的生命和疾病ꎬ一切为了发挥医学的最佳

效能ꎬ一切为了医学的神圣和荣誉ꎬ整合医学必将发展成

为人类继经验医学、生物医学两个时代后未来医学发展的

新时代[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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