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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 高邮走出去的国医大师
□ 肖维琪 张晓晖

他以崇高的医德、精湛的医术，

救治了数以万计的患者，获得广泛赞

誉；

他擅治过敏性疾病和代谢性疾

病学说，大胆探索，推进学术继承创

新;

他治学严谨，精心育人，关注中

医药的命运，提出“辨体-辨病-辨

证”“主病主方”诊疗模式，总结出44

个疑难病主方。

他就是从高邮走出的国医大

师———王琦。

提起王琦，最值得称道的要属他

令人瞩目的创新———构建中医体质

学先河，创建和发展了中医男科学，

推动中医学科分化，制订首部《中医

体质分类与判定》行业标准。

采访国医大师王琦时，他话语谦

和，对家乡、对中医学继承创新等充

满了感情。本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

可他仍一如既往地战斗在临床第一

线，每天学习，对中医药的坚信与执

着精神，让人感动。

创建中医男科学

中医历史悠久，中医学作为一门

医学学科，其学科领域还存有许多空

白，中医男科学便是其一。古代医籍

中虽有一些对男科病的记载，但两千

多年来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

系，在临床上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专

科，而这项空白是由王琦在上世纪80

年代填补的。

王琦 1943年出生于高邮城区。

他18岁开始随名中医江韵樵先生学

医识药辨病、出诊理症，背诵汤头本

草，研读中医典籍，积累了丰富扎实

的中医和中药学知识，为日后济世活

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6年，王琦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医研究院成为

中医内科研究生。

1985年，王琦在中医研究院首次

开设男科专家门诊。为形成科学的、

完备的与现代男性疾患相适应的中

医男科学，他先后阅读了《马王堆汉

墓医书全集》《抱朴子内篇》等90余

种涉及男科和性学方面的著作，广泛

收集与男性疾患有关的男科信息，

1988年11月22日，第一部《中医男

科学》终于出版了。该书系统阐述了

中医男科发展源流，男性的生理特

点，男性病的病因、病理特点和辨证

论治方法，体现了中医男科的学术思

想体系。之后，他又相继主编出版了

《中华中医男科学丛书》《王琦男科

学》等多部专著，在男科理论、方药、

基础实验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中的

核心内涵，也是临床各科辨证论治的

理论基础。王琦从1976年起就致力

于藏象研究，做了大量原创性工作，

1980年出版了《藏象概说》。他所主编

的《中医藏象学》现已是第三版，并获

得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和中华中医药学会著作奖一等奖。

董建华、余瀛鳌等专家评价此书“是

迄今有关藏象研究最全面，因而也是

最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对中医学术发

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创立中医体质学科

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体质

现象是人类生命现象中的重要表现

形式。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和我国秦

汉时期《黄帝内经》以来，就重视研究

人的体质现象，但两千多年来，体质

学一直未能形成专门的学术体系，成

为医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王琦自1977年起从事中医体质

学的理论、基础与临床研究，他首先

对个体差异现象进行了定义性的表

述、提出若干概念，继而总结出“体质

过程论”“心身构成论”“环境制约论”

“禀赋遗传论”4个基本原理，提炼出

“体质可分”“体病相关”“体质可调”3

个科学问题，形成了完整的中医体质

学理论体系，先后出版了《中医体质

学说》《中医体质学》等代表性著作。

获得了国家、省部级科技奖励18项，

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取得

发明专利6项。

“王琦名老中医体质学术流派研

究”获批北京市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流派研究课

题组将“中医体质学派”列入当代中

医学术流派，王琦是中医体质学派代

表人。

可以说，体质学从学说到学派再

到学科，饱含了王琦近40年的心血

与汗水。

王琦说：“中医的魂是理论思维，

是主体意识，没有中医的理论思维，

就没有中医的魂。理论研究有多深，

中医学发展就有多远。我们这个世界

已经呈现出大学科、广兼容的趋势，

中医人如果跟不上时代步伐就会被

淘汰。只有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不

断完善自己，才能有所发展与创新。”

“三辨思想”“主病主方论”拓

展中医临床思维

多年的临床实践中，王琦不断研

究、提炼、升华，提出了“辨体”“辨病”

“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和“主病主

方”思想，并将其用于治疗过敏性疾

病、代谢性疾病和男科等疾病。

他还提出评价临床疗效的“三

要”“两相信”，即要有数据，要有证

据，要有客观评价；让中医相信，西医

也相信。

做临床要秉持高尚的医德医风。

王琦说:“但有仁术能济世，不是声名

亦声名。”在诊病的过程中，对于经过

三诊而没有明显效果的病人，王琦门

诊结束后将病历带回去，翻阅大量的

书籍，深思熟虑后再处方。为感谢王

琦药到病除的高超医术，总会有一些

病人在痊愈之后送他礼物或红包，王

琦都会婉言谢绝。对贫困的病人，王

琦还经常免费诊病。曾有一位来自内

蒙古的妇女带着她患有精神分裂症

的儿子来京求治，王琦看到她家境贫

寒，便免费给她的儿子诊治了大半年;

有一位来自山东的19岁肾病综合征

患者，没钱配一味比较贵重的药材，

王琦自己出钱为他解了困。

“三大特点”“四大成果”彰显学

术传承成效

“学无师无以得高明，术无承无

以得传薪。”王琦无私传授学术思想

和技术经验，积极培养传承人，在学

术传承方面，具有凝练教育思想、形

成传承谱系和体质学派“三大特点”。

王琦认为，中医教育要师承与学

校规模教育并存，二者并行不悖，互

有补充。对于研究生教育，他提出从

学习中医经典原著入手，把握中医学

术主体，打下扎实的功底;加强中医临

床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养;中医

高等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要从“应试教

育”变为“素质教育”。对于师承

教育，他认为“广博的中医理论

基础，丰厚的临床经验，精湛的

临床技能”是新一代名中医的标

准;“熟谙经典为其本，旁及各家

为其川，学以致用为其充，精勤

不倦为其博，勤于实践为其恒，

精于临证为其巧，融会古今为其

变，自成机杼谓之家”是中医成

才的八大要素。

作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

授、博士生导师，王琦先后培养博

士后7名、博士41名，硕士34

名。自1997年3月以来，王琦3

次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遴选为全国老中医学

术继承人指导老师，培养中医体

质学、中医男科学学术继承人7

人，各省拜师研修23人。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中华中医药学会为传承王琦学术

思想和临床经验，分别建立王琦

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站)。2007

年,王琦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

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

项目优秀指导老师”“全国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

导老师”称号。2009年11月10

日，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王琦名

医传承工作站“全国首届先进名

医工作室 (站)”。2011年7月8

日，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授予王琦

名医传承工作站“北京中医药薪

火传承贡献奖”。

“一个标准”“六种技术”进

入国家公卫服务

目前，世界上对人类生命状

态与健康状态个体差异性的研

究主要是针对不同种族间差异

进行的，还缺少对同一种族不同人群的差

异现象进行研究。王琦带领团队通过文献

研究、临床研究及21948例大样本调查，

并从生物差异、遗传差异、心理差异、自然

社会环境适应能力差异四个维度进行体

质分类，发现中国人群中存在平和质、气

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

瘀质、气郁质、特禀质九种体质类型。

王琦等2005年开发了《中医体质量

表》，为评价中医体质类型提供了标准化

测量工具。2006年《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

标准确立，成为“我国第一部指导和规范

中医体质研究及应用的文件”。“中医体质

分类判定标准的研究及其应用”获得2007

年国家科学技术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

对人类健康状态的研究一直是公共

卫生、预防医学和健康管理的重要内容，

而找到评价健康状态的方法是亟待解决

的关键问题。王琦从体质角度对健康状态

进行了分类，并开发应用中医体质量表测

评、心理特征测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测

评、健康状态量表测评、宏观特征测评、睡

眠生理测评6种测评技术，综合考量人体

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状况，对

健康状态进行评价，是目前国内研究比较

成熟、应用比较广泛的方法之一，为健康

医学提供了测量评估的抓手。

王琦创立的中医体质辨识法被纳入

卫生部2009年10月10日颁布的《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成为唯一一项

中医体检内容，实现了中医药首次进入国

家公共卫生体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

国74个区、县应用体质辨识技术开展中

医药公共卫生服务试点，仅上海市长宁区

北新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为40万社

区居民进行了中医体质辨识，提供个体化

的健康调养方案，使门诊均次费从114元

下降到106.80元。“中医特色体检中体质

辨识服务于公共卫生的应用研究”获中华

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王琦：1943年2月生，江苏高邮人，中共党员，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中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61年从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主

任委员，第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第一批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国

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2013年获中国科协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称号、北京市政府首都劳动奖章、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

【人物简介】

王琦在钓鱼台开讲

市政府向王琦发出的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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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

（右）与王琦亲切交谈 王琦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