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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始终是与当时最前沿的学术思想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共同发展的,医学的未来也必将与最新的社会发展趋势和最前沿的思想理论、技

术方法结合起来,获得医学和基础医学理论自身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数据科学是当下社会和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为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提供

了方法和工具,可以为医学不同领域、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产生“催化”作用。本文分析了医学理论系统、临床诊疗体系、数据科学三者之间

的关系,并指出信息技术、数据科学将为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并加速医学向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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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has always been developed with the most cutting-edge academic thought and the mainstream consciousness 

of society at that time, and the future of medicine will be combined with the latest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s and the most cutting-edge 

technology methods to obta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ata science in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provides methods and too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medical theo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 different fields of medicine, it plays 

a "catalytic"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medical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theory system, clinical 

diagnosis-treatment system and data science, and points out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ata science will have a revolutionary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medical theory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which towards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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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作为人类了解自身和自我医治的一门学问,从开始以来就时刻伴随着

人类的最前沿认知,将最新的认知带入到医学领域中,并基于这些认知,发展出

系列的概念、形成新的医学理论,发展出新的医学和药学技术,成为患者所寄托

的生命希望。因此,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不仅是当前最新认知和认知方式的载

体,而且是医药学技术发展的根源,是医学体系发展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

生命科学的高度发展,高通量实验技术的大量涌现,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快

速迭代,人类疾病谱的频繁变更,都在呼唤和催生基础医学理论的提升。因此,

在当前的历史时刻,解放思想,让各种医学思想绽放其自身的光芒,促进医学的

繁荣发展,将为人类疾病的救治、人类提升健康的能力带来更多机会和希望。 

1 基础医学理论发展的认知基础 

在医学理论发展之前,人类面对各种疾病的侵扰和死亡的威胁,大多数人

无计可施,只有少数人凭借个人的觉知、理解和练习,了解了疾病产生和发展

的规律,掌握了某些疾病治疗的方法和技术,并通过对邻近患者的救助,逐渐

发展成为自己独有的一套治疗体系,并通过师带徒的模式培养出一些接班人。

然而,由于这些医学技术过度依赖于个人的智慧和经验,医学知识和技艺的传

承、传播和发展面临人类认知方式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智者将当时

社会的哲学引入到医学中来,用哲学理论的基础概念和理论体系描述自己对

人体运作规律的理解,于是出现了最早的基础医学理论。因为将医学实践与普

适的哲学理论结合起来,对医学的理论表述和技艺传承提供了一种说理的工

具,医学认识和方法、技巧得以传承下来。像中医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发展了中

医基础理论,古希腊借用“四元素说”,发展了西医最初的基础医学理论
[1]
。

中华民族各民族医学体系,都有自己的说理工具,都是与民族早期的哲学认识

有关,并结合了医学实践发展起来的不同体系的基础医学理论。用哲学理论和

哲学术语描述医学认识和实践是基础医学理论的起源,它为医学的传承、传播

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语言的局限性和当时哲学概念的模糊性,由此

诞生的医学基础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产生歧义的缺陷,而且对于依赖个人

觉知、难以用语言描述的部分医学认知,仍然难以清晰、完整、具体地表达出

来。由于语言工具具有辅助信息传播的功能,前者成为医学发展的显性部分,

后者由于难以传播、难以传承,成为医学的隐性部分。因此,为基础医学的发

展寻找更有效的理论工具,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迫切需求。 

科学的发展,为医学和医学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工具。公元前300年左右,

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欧几里得整理的《几何原本》
[2]
为科学的发展带来逻辑学

基础,它把人们公认的事实列成定义和公理,以形式逻辑的方法,用这些定义和

公理来研究各种几何图形的性质,从而建立了一套从公理、定义出发,论证命题

得到定理的几何学论证方法,形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几何学。《几何原本》

为科学发展提供了两种思维方法：一是对事实进行总结和归纳的方法,即定义

方法和公理化方法
[3]
,作为后续推理的基础。二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它以定义和

公理作为出发点,论证命题成立与否,形成定理与推论,从而为科学理论的构建

提供了完整的方法体系,成为科学大厦的两个基点：第一,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

在可靠的观察事实基础上；第二,所有的命题都可以利用逻辑得到证明或证伪。

由于科学包含范围的广泛性,医学的发展也被纳入到科学体系中。随着人类对

自身认识的进步和解剖学的发展,直接为医学提供了直接、客观观察证据,并建

立了有关人体器官的学术概念,利用解剖学的专业术语认识人体、认识疾

病、解释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和发展有效的医学技术,促进了医学的快速发展,

解剖医学成为医学的主流。解剖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早期医学著作

中,就有解剖的记载。第一步比较完整的解剖学著作当属盖伦(Galen,公元

130-201年)的《医经》,对血液运行、神经分布、脏器等许多内容都有较明确

的记述。在医学实践中,符合科学要求的部分伴随着科学的发展迅速发展起来,

不符合科学要求的部分便随着科学的发展成为不被人认可的部分。 

显微镜的发明,为人类的观察提供了新的工具,使人们的观察范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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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从宏观进入到微观领域,扩展了医学的视野。当生命科学了解到人体组

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细胞是生命体的基本功能单位的时候,医学便进入

到生物医学和细胞医学的发展阶段。对细胞功能的研究中,涉及到生物分

子的行为,随着对生物分子结构、功能和行为特征的研究,分子生物学得到

发展,生物医学再次进入到分子医学的阶段。由此可见,医学一直伴随着科

学的发展而发展,任何阶段的医学体系都是医学实践与当时最先进的主流

意识伴随发展的。科学为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医学临床的复

杂性和科学视野下生物系统结构、功能、运行规律的复杂性,在医学领域,

大多数研究聚焦在医学的科学证据上,而医学科学的另外一个方向——即

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则相对欠缺。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医学进入到后基因组时代
[4]
,这是分子生物

医学开始发生历史性转折的标志。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人们并没

有像预期的那样看到一个个疑难疾病被攻克,人类仍然面临着各种疾病的

困扰,医学科学领域也在原来发展的基础上,做出种种反思和改进。首先是

针对分子生物学各类数据的综合分析与应用,建立了生物信息学方向；针

对生物分子结构、状态和行为过程与宏观现象的内在规律和关系研究,提

出各类组学的研究方向；针对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医学之间的关系,提出

转化医学的研究方向；针对建立不同生物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所

构建的功能系统,建立了系统生物学和系统医学的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

又发展了系统药学的发展方向。总之,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的研究出现了

由还原论研究向系统论、整体论转向的趋向。生物医学的理论转向与生命

科学的发展趋向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系统科学与医学实践和基础医学研究

的结合,再次表现出医学理论与当今最前沿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特点。 

当今时代,不仅表现为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而且在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科学领域,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构成当今

科技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引发了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变革。医学也必然与这

些技术共同发展,进入到医学的下一个发展阶段。随着信息技术大量应用

于医药学领域,也必将引起医学理论的发展与革命。 

2 基础医学理论的知识模型与结构特点 

不同阶段的医学,对人体、疾病有不同的认识,背后有不同的理论基础

和不同的认知方式,构成了不同的诊断体系和治疗方法。寻求不同医学体

系之间的共同结构和相似特征,有助于发现基础医学理论建构的基本框架,

促进医学知识的系统化,促进医学经验向理论体系的转化,有助于对基础

医学理论的形式化表达,促进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医学中的广泛应用。寻

求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共性特点,不能从一种医学的认知看待另一种医学,

而是需要从新的角度和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不同的医学。本文选择从数据科

学和知识模型的角度来分析不同医学体系的共同结构特征。 

从数据科学的角度来看,临床诊断过程是医生获取疾病相关数据,并依

据数据对患者进行分类从而确定疾病种类的过程。治疗过程是医生针对患者

的疾病分类,依靠专业知识模型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原因进行识别并对

其进行干预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与一般基于数据的分类和因果关系识别不同

的是,这两个过程又都是以特定的医学理论系统为核心、为依据的(图1)。 

 

图1  医学理论的基本架构 

不同的医学理论系统决定了临床诊断与治疗的数据采集技术、诊断技

术和治疗技术都有所不同。从医学的角度,不同类型的医学理论系统形成

了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反过来讲,如果有不同的理论系统,就会产生不同

的临床医疗诊疗体系。正是这种本质上的差别,中国传统医学中,存在汉

医、苗医、藏医、蒙医等不同诊疗体系,对生物医学,同样也存在基因疗法、

免疫疗法等不同的体系。不同医学体系,均围绕各自的理论系统,形成了不

同医学诊疗体系。 

3 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途径 

图1表达了医学理论系统与数据科学的关系、理论系统与临床诊疗的

关系以及理论系统与临床诊疗的关系。理论系统、诊疗体系、数据科学三

者之间构成一个协同发展的关系。在理论系统并不完善的情况下,甚至并

不存在的情况下,基于经验的临床诊疗就是一套医学的全部内容,在此基

础上的临床实践形成数据。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数据科学可以发现不同因

素之间的关系,包括临床症状与诊断结论之间的推断关系,也包括致病因

素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包括药物、治疗方法与疾病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些关系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理论系统。在具备了相对完善的理论系统,

则可以利用理论演绎方法对临床诊疗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提高医学诊疗

体系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同时也为临床信息系统的数据采集、数据库的建

立、知识库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信息时代,这样的医学更容易走向

智能化。在理论系统和临床诊疗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即针对一个有前景的

领域,虽然当前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也没有多少临床实践,可以按照图1中

三者之间的关系,利用数据科学的方案设计医学实验,获取数据后利用关

联关系和因果关系推断算法,得到医学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系统,再进

而基于理论系统或理论模型运用演绎方法建立系统的诊疗技术,经过一定

程度的临床验证之后,这套医学基础理论体系就可以发展起来。 

4 结语 

大多数医学基础理论是在充分的临床实践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同时又

为医学诊疗体系的建立和临床实践发挥了指导作用。在信息技术和数据科学充

分发展为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法和工具。基础医学理论不

再是自发的过程,而变成了有目标、有设计、可自动化的自觉过程。这样形成

的基础医学理论更适应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将对医学产生历史

性的影响。本文在医学发展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信息技术、数学科

学与基础医学理论协同发展的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不仅需要对医学知识、

经验、历史数据进行系统的梳理,而且需要不断发现、发展适用于这种发展需

求的数据科学的技术和方法。数据科学与医学知识、医学理论和临床诊疗技术

的协同,将会促进医学系统的快速发展,加速实现医学实践的自动化与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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