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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全球 60 岁以上的人口达到 9 亿，到 2050 年将达

到 20 亿，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的阶段，

到 2050 年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30% 左右，因此

必须要加强老年医学的发展和完善，有效处理老年健康问题，

减轻社会老龄化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压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

在老年医学领域应用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老年医学研究得

到了较大的发展，下面主要就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疾病的进

展和研究情况进行介绍。

2 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研究的发展历史

美国医学家 1909 年将希腊字母合成创造出了老年医学一

词来描述老年疾病，是老年疾病理念的起源。1942 年，美国

成立老年医学会，拉开了现代老年医学研究的序幕。1947 年

英国老年医学会成立，医学会组成主要为护士、医生和老年

研究领域的相关专家。1970 年，美国建立起第一个老年专科

医师培训项目。2006 年老年医学成为临床医学下的专科。随

着老年医学的不断发展，涉及的领域也逐渐扩展，逐渐形成

了系统科学的个体化治疗模式，更加重视老年患者的功能维

护、综合评估和愈合康复等。中国现代老年医学相对来说起

步较晚，主要发展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 1980 年成立了

老年医学专题委员会，并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国家医学

专家合作制定了多项老年医学临床指南和共识，为现代老年

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

虽然中国老年医学技术发展迅速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但与

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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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医四大经典之一《黄帝内经·素问》论述了人体生长

发育和衰老生命过程中肾气盛衰的作用。北宋陈直所著的《养

老奉亲书》是目前中国现存最早的老年医学专著，书中对老年

人食物疗法、养生和疾病防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尤其是介绍

了脾胃功能在老年疾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上世纪 80 年

代，中国相关学者建立起中国中医科学院老年医学研究所，率

先使用中西医结合技术进行老年疾病的临床研究。中医理论认

为人体衰老造成的阴阳失调、肝脏虚弱、营卫不和和脏腑受损

是造成老年疾病症状产生的主要原因，运用中医相关理论，结

合西医的诊断治疗进行老年综合评估和健康管理工作，可以显

著提升老年疾病的临床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的满意度。[2]

3 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研究的进展

3.1 延缓衰老研究

中医抗衰老理论包括气血阴阳学说、脏腑经络学说以及

虚实致衰老学说等，中医衰老理论的核心是肾虚和脾虚两大

学说。相关学者在进行肾衰衰老研究过程中发现，随着老年

人年龄的增大，肾虚衰老情况不断加重，血浆中脂褐素、过

氧化脂质、去甲肾上腺素、单胺氧化酶、多巴胺明显升高，

高密度脂蛋白与总胆固醇的比值相应下降，老年人下丘脑垂

体功能降低，激素受体水平下降。现代医学研究理论认为衰

老主要表现出端粒损耗、基因不稳定、蛋白质失衡、表观遗

传改变、线粒体损伤、营养感应信号失调、细胞衰老、胞间

通讯改变以及干细胞耗竭等。目前西医抗衰老研究注重饮食

限制、药物抗衰老、基因重编程，通过有效的饮食限制在保

证营养物质的前提下，能够控制高血压、肥胖和二型糖尿病

等疾病，但饮食控制相对来说可行性较差，难以普遍推广。

基因重编组具有改善代谢功能、延长寿命等作用，但临床安

全性和副作用还需要进行下一步的研究。[3]

中药针对延缓衰老的药物研究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涉

及到药物化学、生物学、临床药理学、毒理学等相关内容，

自由基衰老学说认为体内 LPO 增加，SOD 活性降低会加重氧

自由基对机体的损伤，衰老导致抗氧自由基清除功能减弱而

造成 DNA 受氧自由基的攻击出现结构受损和交联，引起细胞

死亡、凋谢以及衰老。中医理论认为肾气虚者体内 SOD 活性

降低，LPO 增加，让患者服用补肾永葆春丸发现能够调节患

者体内激素水平，起到延缓垂体促进性功能老龄化退化的作

用，这种补肾中药可以应对变化复杂的老龄性性腺轴功能的

衰退。有的学者应用还少丹发现，还少丹可以显著改善老年

人握力、视力、瞬间记忆和心理衰老情况。[4]

3.2 衰弱

老年人由于多系统功能储备的失调和减少会导致机体脆

弱性增加，自稳维持能力降低，引起衰弱症状。衰弱的五大

特点包括不明原因的乏力、步速减慢、体重下降、活动耐力

降低以及肌肉力量下降等，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免疫功能失调，

炎性递质过度释放导致的长期慢性炎症以及代谢异常等多功

能系统障碍。通过研究血清炎症因子、衰老因子与衰老之间

的关联性，对老年人群衰弱情况进行综合评估，测定衰老因

子和炎性因子的含量发现，衰弱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巨噬细胞

炎性蛋白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通过大量研究显示，合并衰弱综合征的老年糖尿病患者

发生低血糖、痴呆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概率均显著提升。就目

前来说还没有针对老年衰弱的治疗药物，从中西医综合防治

的理论出发，可以减缓老年人衰弱症状，缓解老年人机体阴

阳失调造成的衰弱、脏腑亏虚以及功能使用等不良现象。

3.3 老年多学科团队管理模式

由于老年患者通常表现为多种疾病合并的临床症状，传

统的单一性的治疗模式已经不适用于老年医学诊疗当中，多

学科老年团队的建立已经刻不容缓。在传统医学模式的基础

上，多学科团队管理通过康复师、老年医师、营养师、专科

医师和精神科医师共同构建，建立起科学合作的老年人健康

管理模式，老年多学科团队主要对老年患者的疾病情况进行

综合评估，了解具体的身体功能状态，进行老年人病症的综

合评定，制定中西医结合的多学科干预模式。中国老年医学

多学科团队包括中西医协调的老年医学医师、营养师、药师、

运动康复师、护理医师以及针灸科医师等，辅助应用非药物

的干预手段比如药膳、针灸、养生功能以及个性化的营养方案，

可以将中医理念充分融入到多学科干预方案中。与传统西医

诊疗模式相比，中西医结合理念更加符合中国国情，能够有

效提升老年人健康情况，满足老年人健康管理要求。

4 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老年病的应用

4.1 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是老年患者常见的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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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为震颤、运动减少以及肌肉强直，严重影响患者的

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帕金森病病理改变主要表现在细胞内嗜

酸性路易小体形成、纹状体 DA 递质量减少以及黑质和纹状

体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缺失等。中国学者研究了补肾活血颗

粒治疗帕金森病合并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效果，发现补肾活血

颗粒可以提高患者脑内 5-HT 和 NE 的含量，有效改善患者的

抑郁状态；有的学者评估电针替代疗法对帕金森病患者临床

改善的效果，研究表明经过电针治疗之后，患者平衡能力改

善明显。另外，相关研究发现天麻钩藤饮水提物可以有效减

少帕金森病大鼠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丢失，保护大鼠体内外模

型神经作用。高剂量的加减黄银子可以有效抑制内质网应激

途径和线粒体造成的细胞凋亡，保护多巴胺神经元，缓解帕

金森症状。涤痰汤可以通过调节凋亡相关因子的表达，抑制

细胞凋亡过程起到保护神经元的作用。

4.2 阿尔茨海默病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有进行性发展的

特征，临床表现为患者记忆功能和认知功能的退化，随着病

情的加重，患者日常生活能力逐渐丧失。目前阿尔茨海默病

的原因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验证，临床上也没有根治方法，患

者经常伴随着行为障碍和精神症状，给患者及患者家属都带

来巨大的痛苦。通过大量研究发现，辩证治疗下的中西医结

合疗法可以有效治疗中度阿尔茨海默病，减轻阿尔茨海默病

的症状。中国学者研究发现针灸治疗与中医药物联合治疗阿

尔茨海默病的方法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提高患者

日常生活能力。而且中西医联合治疗方法相对来说安全性较

好，能够逆转患者病程，提高患者的精神状态。通过对近十

年中医药防治阿尔茨海默病的实验研究发现，复方中药、单

味中药以及针灸治疗等中药疗法都能够调节患者体内 β- 淀粉

样蛋白的水平和功能，降低淀粉样蛋白的表达，拮抗 β- 淀粉

样蛋白产生的神经毒素，缓解患者神经症状。

5 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研究的展望

近年来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研究围绕帕金森病、骨质疏

松症、老年痴呆等现代医学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广泛研

究，在临床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老年人组织器官功

能的衰退通常会合并多种慢性疾病，需要联合使用药物，容

易导致并发症和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应用全面综合干预

的方法，结合中医学核心思想理念，可以有效防治老年性疾病，

构建中国特色的综合老年医学理论体系，为老年人群提供更

加有效安全的医学服务，促进老年医学健康持续的发展。

6 结语

综上所述，结合中西医理论形成的老年人医养结合的临

床治疗模式，可以有效促进老年疾病的预防和改善，在治疗

多种老年医学难点疾病中有显著的应用成果。本文主要对中

西医结合老年医学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以及未来展望

进行探讨，希望能为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研究工作提供一定

的参考，充分发挥中西医理论的优势，提高老年医学防治水

平和疾病治疗质量。

参考文献

[1] 张 晓 君 , 张 晓 丽 , 吴 志 平 , 等 . 补 肾 活 血 胶 囊 对 老 年 男 性 原

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

志 ,2014,34(3):292-296.

[2] 李海聪 , 李求兵 , 杨学青 , 等 . 归脾汤加减治疗老年抑郁障碍及改

善患者生活质量的临床研究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4,29(6):1855-

1859.

[3] 杨国志 , 李振武 , 尹锐峰 , 等 . 强骨胶囊联合鲑鱼降钙素针剂辅

助治疗老年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临床观察 [J]. 中国骨质疏松杂

志 ,2014,20(2):196-199.

[4] 王西涛 . 麝香保心丸联合曲美他嗪治疗老年缺血性心肌病心力衰

竭临床研究 [J]. 中医学报 ,2014， 29(9):1371-1372.

DOI: https://doi.org/10.26549/yzlcyxzz.v2i2.17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