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
问题日趋严重，老年人慢性病
患病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给
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极大负
担。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程京院士首次提
出了“黄帝计划”。所谓“黄帝
计划”，具体来讲，就是适合中
国国情、依靠国医和现代科技
手段结合对未病（全人群）进行
检测和调理的计划。

“体质”是中医的重要体
系，国医大师王琦带领课题组
进行了长达 39 年的探索，提出
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
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
郁质和特禀质9种中医基本体质
分类。除了平和体质外，其他 8
种体质都统称为偏颇体质，不同
的体质会对应一些疾病高发。

众所周知，中医讲究望闻
问切，但中医用眼睛看到的是
表型，而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可
以看到人体“里面”微观世界的
东西，即基因型，从而实现表里
如一的溯源和机制解释。

借助分子检测技术，程京

院士及其团队将中医的“望闻
问切”延伸到了分子层面。也就
是说，通过分子检测技术，得知每
个人的体质及易感疾病，建立全
面的健康数据库，充分发挥中医
在体质分类、未病预测和亚健康
调理上的独特经验，从未病先防
的角度，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和干
预，从而达到“治未病”的目的，减
少各种疾病的发生。

以肝癌为例，在中国，它的
死亡率位列恶性肿瘤第二位，
对它的预测和早期预警极为重
要。现在，通过“表里如一”的
理论和技术手段，实现这一目
标已经成为可能。

根据 9 种中医基本体质分
类，气虚质、阳虚质、湿热质和血
瘀质与肝癌的发病密切相关，再
结合肝癌的疾病易感基因检测，
就会大大提高预测肝癌发病风
险的准确性，从而有针对性地进
行中西医结合手段干预，达到促
进健康防止疾病发生的目的。
同时，还可以实现肝癌的早期发
现、早期治疗，有效延长患者的
生存期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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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融合现代科技 传统医学借力技术载体

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郑州市中医院基地挂牌

5月13日上午，随着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京与郑州市中
医院院长刘宝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郑州市中医院基地正式揭
牌。据悉，基地将在郑州市中西医结合转化医学实验室的基础上，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与传统中
医理论相互融合，开展精准医疗领域相关分子诊断检测及中医大健康管理研究工作。

刘宝琴表示，合作基于双方在中医传承与创新方面理念的高度一致，以及郑州市重点实验室
的坚实基础和雄厚实力，“在基因检测和分子诊断领域，程京院士及其团队的研发水平国际领
先”。祖国传统医学与现代生物芯片科技的结合，对于郑州市医疗科技创新及健康郑州的建设意
义重大。郑州晚报记者 邢进 通讯员 路瑞娜 文/图

初夏的5月，郑州市中医院
汝河路院区的“河南省名中医
学术思想传承院士工作站”里
喜气洋洋、掌声不断。郑州市
副市长刘东、郑州市卫计委主
任付桂荣、河南省中医管理局
科研教育处处长马高峰、郑州
市科技局副局长任灿、郑州市
卫计委副主任许迎喜等领导，
与郑州市中医院的干部职工一
起，见证了郑州市中医药发展
历程中的重要时刻。

工程院院士“相中”了市中
医院，不仅开展战略合作，还建
立生物芯片研究中心基地。他

看上了市中医院的啥？步入该
院的郑州市及院士工作站，答
案逐渐“水落石出”。

郑州市中医院不但中医特
色突出，还非常重视中医药的
传承、弘扬与发展。建在汝河
路院区的“河南省名中医学术
思想传承院士工作站”，是王永炎
院士京外唯一的工作站。在此
基础上，建立了国内领先的三
级中医远程防控诊疗平台和中
医传承信息平台。而中西医结
合转化医学实验室里，更是建
设了高通量基因测序平台、微
阵列芯片平台、恒温扩增微流

控芯片等先进医疗检测平台
等，用于开展精准诊疗工作。

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市中医
院的科研先锋队，那程京院士
及其团队的助力，则为科研的
发展增添了双翼。“生物芯片北
京国家生物工程研究中心郑州
市中医院基地”建立后，程京及
其团队将定期来郑，为基地提
供技术和人员支持，市中医院
以后将开展染色体疾病检测、
遗传性疾病基因检测、肿瘤相
关基因检测、微生物相关基因
检测、心血管病疾病个体化相
关检测等分子检测项目。

这些分子检测项目，对于精
准化诊断和治疗意义重大。

郑州市中医院副院长徐学
功说，以呼吸道病原菌检测为
例，过去检测病原菌主要靠实验
室培养，出结果大概需要2~3天
的时间。对于危重患者而言，这
个检测速度太慢了，对于医生选
抗生素类药物起不到参考作用，
导致用于治疗的抗生素对病原
菌没有针对性，治疗效果差。

而采用基因芯片检测，可以
在几小时内出结果，帮助医生迅
速找到针对性药物，对患者进行
个体化治疗。

一名 59 岁的患者，因发热、
咳嗽、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入
院，由于病情较重，一开始医生

使用了一种高级别的抗生素，一
天要花费 1000 元左右，可效果
并不理想。

基因芯片检测结果出来后，
发现是一种对红霉素类药物敏
感的病原菌，医生迅速调整治疗
方案，使用红霉素治疗，效果立
竿见影，费用也大大降低。

抗栓治疗个体化用药检测也
是如此。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临
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治疗药物，不
同的患者服用相同药物所获得的
治疗效果却不尽相同。越来越多
的研究发现，遗传因素是造成药效
个体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临床
开展基因检测，可根据检测结果实
施个体化给药治疗，将大幅提高
药物治疗效果。

而从广义角度讲，基因芯片
检测是一种对生命健康信息的
采集、分析和应答，它所提供的
数据，可以使医生更加精准地维
护个体生命的健康和有序运转。

程京院士说，以他们研发的
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为例，通过
这项检测，可以找出高危人群，
预防“一针致聋”的发生。“这部分
人群由于部分染色体异常，存在发
生遗传性耳聋的隐患，而庆大霉
素、链霉素、卡拉霉素等药物，就是
致聋的‘导火索’。”因此，对筛查出
的高危人群，作出标记予以识别，
在就诊时向医生出示说明，就可以
达到免于致聋的目的。“从2012年
开始，我们已经完成了140多万例
新生儿的筛查。”

对于郑州市中医院来说，此
次合作在医院从临床型医院向临
床研究型医院转型的道路上，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刘宝琴说，
作为一家临床型医院，在发展到
一定阶段后，向临床研究型医院转
型是大势所趋。“三级甲等医院的
定位，是具备一定的科研实力，能
够解决疑难病、危重病，这就需要
医院提升学术水平，作出自己的研
究成果并进行临床转化，从而优化
治疗方案，并向基层医院推广。”

2013 年，郑州市中医院在
建设“河南省名中医学术思想
传承院士工作站”的同时，建设
了面积达 800 余平米的高端实
验室，与国内外先进团队对接，
致力于细胞制备技术和基因扩
增检测技术，开展中医药防治
消化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及肿

瘤等疾病的机制研究，并为临
床提供相关检测服务。

2015 年，该实验室通过审
批，成为郑州市中西医结合转
化医学重点实验室。

此次挂牌“生物芯片北京
国家生物工程研究中心郑州市
中医院基地”，使得该重点实验
室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借助程京院士强大的临床
和研发团队，在分子检测和中医
创新领域，实验室直接与国际领
先水平接轨。同时，可以第一时间
将程京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进行
临床转化，使中原患者受益。刘
宝琴表示，未来双方的合作不仅
限于分子检测和中医精准医疗
领域，程京院士所提出的“黄帝
计划”中医特色健康管理模式，
很有可能在郑州率先付诸实施。

“望闻问切”延伸到分子层面
推广中医特色健康管理模式

向临床研究型医院转型
用现代科技助力中医药创新与发展

分子诊断助力精准医疗
构筑生命健康信息采集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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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中医院参观体验时，程京院士说：“中医有一
本《本草纲目》，是通过品尝、试用来确定草药功效的；

我要编一本《分子版本草纲目》，通过分子检测技术，从草药的内
部分子结构来解析草药功效。”体验“中原帖氏飞针”“国术点穴”
及“药酒火攻”等特色项目时，程院士反复说自己在“以身试医”，并
从科研角度提出很多建议，建议把针灸改良，让患者感觉不到疼，让
医生免于“行针”。刘宝琴打趣说：“程京院士，中医诊疗讲究‘心神
合一’，医生要专心治、患者要专心配合，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
果。你虽‘以身试医’，但‘一心二用’不停地思考，会影响效果的。”
程京院士说：“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我们把现代科技应用于中
医，不是对中医的破坏，更不是对中医的否定，而是对中医整体观的
细化、深化，是对中医诊断技术的提升，让中医药服务更舒适、更有
效，让中医药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传承和弘扬。”从话语中，
可以感受到程京院士对中医的热爱，以及用现代科技改良、改进、发
展中医的热情；也能看到在不远的将来，市中医院将在他的指导
下，将现代分子检测应用于临床诊疗，惠及中原百姓。

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郑州市中医院基地正式揭牌

引入领先生物芯片技术
基地开展多项基因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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