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医学模式的发展和现状
医学模式是在医学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

人类对医学的总体认识，它是对健康观、疾病观等

重要医学概念的本质概括，其发展不仅受当时科学

技术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当时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的制约。

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经验医学时代、实验医

学时代和当前的整体医学时代三个时代[1]。在医学

发展的过程中，医学模式也在不断发生演变，从最

初的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

论医学模式，逐渐发展为生物医学模式[2]，走向生

物-心理-社会模式。每种医学模式在其所处的历

史时期都曾居于主导地位，为特定时期下的人类健

康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疾病谱和死因谱的

转变、人类健康需求的提高、医学社会化的发展、医

学学科的内部交融与外部交叉的发展及人口老年

化[3]等现象，生物医学模式的发展相对滞后，忽视了

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作

用，导致其在医学认识和实践方面的作用受到制

约。因此，单纯的依靠生物医学模式已经不能完全

适应于当时社会人类对健康需求，20世纪70年代，

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了整体医学模式，并在实践中逐

步发展形成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4]。

1974年，布鲁姆(Blum)首先提出环境健康医学

模式，由遗传、环境、行为生活方式以及医疗卫生服

务者四个因素组成，认为环境因素对人们的健康、

精神和体质发育起着重要作用，在环境因素中社会

环境因素的作用显得尤为明显。随后，拉隆达和德

威尔对环境健康医学模式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提出

了卫生服务和政策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健康医学模

式，系统地论述了疾病流行病学与社会因素的相关

性。1977年，恩格尔(Engel)提出应该用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5]，奠定了现代医

学模式的基础。

生物医学模式的不断发展产生了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它是以人为中心，在系统论的指导

下，强调生物学、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系统多层

次关系对疾病的影响，采用立体化、网络化、多维度

地审视健康和疾病问题。这种模式强调心理和社

会等多重因素的重要性，显现出了新兴医学模式的

理论优势。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一经提出便

得到了医学界的广泛响应，有学者对1974～1977年

与1999～2001年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柳叶刀》（The

Lancet）、《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及《内科学年

鉴》（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四种重要医学期刊

中提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词汇进行了统

计分析，结论是 1999～2001 年间出现的频次是

1974～1977年间的100倍[6]。

尽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受到了广泛关

注，但在已经产生了30多年的今天，在实践中生物

医学模式却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新医学模式的理

论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实践优势，甚至在它被最早提

出的健康心理学领域和精神病学领域也没有能够

得到充分利用[7]。

2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亟需注入新的
活力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作为一种新医学模

式，在医学发展过程中却未能得到有效实践，从理

论和实践的角度观察，它都存在较大缺陷。

从理论认识角度来看，首先，生物-心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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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模式未能辩证地表现出生物、心理及社会构的

主次关系，容易让人产生三者平行并列或偏重心

理、社会的错觉，使医学本质变形。其次，它的出发

点虽然是健康，但是在现实中依然是“疾病”为中

心，并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处处为病人。而实

际上，医学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落脚于

“健康”上，关注点应在人本上，在人的生命过程中，

出现的疾病可视为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某种现

象。第三，它未能体现出近半个世纪环境与生态科

学的最新成果[8]，无法体现“人类基因组研究”以来

对生物医学再认识的大趋势，解释健康、疾病和医

学问题缺乏时代的高度。

从实践方面来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未

能全面地表现现代医学或医学发展不同时期所涵

纳的多种医学相关学科，不能具体地适用于不同医

学实践的需要。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被提出

之初，是让医生在治疗疾病时要综合考虑社会和心

理因素，虽然这一理论已经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影

响不断扩大，但实际上却未充分考虑现实健康需求

与医疗服务实践模式的动态变化。在社会的不断

发展以及医学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中，它被提出的

时代背景和实际需求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人们越来

越注重的是如何更健康地生活，而不仅仅局限于如

何治愈疾病。

面对当今需求的变化，传统以疾病为取向的医

学认识和实践模式已经不能完全地解释现实世界

的现象，因此，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亟需注入

新的活力。

3 现代整体医学模式
3.1 现代整体医学模式概念及其产生的原因

一种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医学模式在理论体系

上应该具有开放性，在实践上具有很强可操作性，

因为这种医学模式并不是简单以归纳疾病和健康

的相关因素为方法，而是以人的健康为医学导向，

所以，只要是能够满足保障人类健康的一切资源都

可以为其所用。现代整体医学模式植根于实践，顺

应了实践的发展趋势，是对医学实践发展趋势的抽

象和概括，保证了该模式的从理论到实践有效转

化。

现代整体医学模式是以人为研究对象，而并非

单纯指向疾病。该医学模式提倡要研究自然、社

会、精神、心理因素对人的影响，提出医学要以研究

群体健康为目标，实施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干预

措施[9]。

它追求的是从根本上扭转人类对“疾病”和“健

康”的基本认识，强调在理论认识上将人的健康作

为最基本的出发点，重视从实践上以人的健康组织

社会医疗资源，建立以“健康”为核心的医疗服务新

模式。现代整体医学模式是在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从多视角多

维度来认识健康和疾病。

3.2 现代整体医学模式的内在优势

现代整体医学模式能克服生物-心理-社会医

学模式的缺陷，而且能辩证地表示医学科学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不仅突出了医学的根本特性——

生物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而且展示出优越的内在

特点。

（1）医学认识更加科学全面

疾病的发生与与遗传、地理、环境污染、生物

学、季节、气候、经济文化、居住条件、饮食卫生、不

良生活习惯、教育水平等密不可分。过分强调了人

文关怀的当今社会，反而忽视了患者的自然生存状

态。现代整体医学模式除考虑到生物、心理、社会

等因素外还加入了自然维度，更为重视人的自然生

存状态，从生物与社会结合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生

命、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关系。

（2）实践模式更加符合需求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健康卫生的服务范围在

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前提下，呈现出多维化、立体

化的趋势。其中包含从生理服务延伸到心理服务、

从治疗服务延伸到预防服务、从院内服务延伸到院

外服务、从技术服务延伸到社会服务等医学实践。

在实践中，为患者提供健康卫生的服务时，能够充

分考虑到患者的尊严、权利及其自身的个性特征。

（3）内在要求更加辩证统一

医务工作者与患者作为医学模式重要的内在

因素，他们之间的关系因健康卫生服务而产生。在

现代整体医学模式下，作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统一体

的医务工作者，不仅要看到为促进医学发展，其作

为经济人的特有属性，同时也要认识到需通过加强

伦理重构的途径，来规范医务工作者的行医行为。

所谓伦理重构，核心就是要明确医患关系，并非简

单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医患之间关系平等。

因此，同样需要注重患者的价值取向，因患者自身

的主观意识与社会舆论的误导而产生的医患矛盾，

不利于健康卫生服务工作的有效实践。

3.3 现代整体医学模式的指导作用

“现代整体医学模式”这一概念，目前还属于理

论范畴，而医学模式的转变应归属于实践范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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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来看，正确认识现代整体医

学模式的指导作用是转变其为实践的必要前提之

一。因此，正确认识现代整体医学模式的指导作

用，对于研究其转变具有重要影响。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首先，在致病

因素中，生物、心理、社会、自然等都产生作用，在找

寻病因时，不仅要寻找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生物

因素，同时也不能忽略患者心理相关的社会因素和

自然因素。其次，不论机体处于健康或是疾病的状

态，都会在生物、心理、社会和自然方面反映出来，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有诸内必形诸外”。再次，基于

上述原因，医务人员在对患者进行诊疗时，在生物

诊断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考虑心理、社会和自然

维度来确定或否定诊疗，这对疾病的诊疗提供新视

角，新思路。最后，对疾病的医疗后果或健康状况

进行评价时，需要在生物、心理、社会和自然四方面

综合考虑。前两部分属于认识问题的层面，是认识

论的范畴，后两部分是解决问题的层面，是方法论

的范畴，现代整体医学模式的指导作用综合表达如

图1。

图1 现代整体医学模式的指导作用

（1）对医学教育的作用

从医学教育来看，有利于培养高级的医学人

才。现代整体医学模式的发展不仅要求医学生拥

有扎实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的医学技术，还需要加强

他们的人文素质教育，同时还能加强医务工作者的

人文素质继续教育，全面的知识结构有利于适应和

推动现代整体医学模式的发展。与此同时，在现代

整体医学模式指导下，医务工作者需要树立以病人

为中心的理念，适应时代发展的节奏，提升自身综

合素质，也有利于增强自身竞争力[11]。

（2）对医疗服务的作用

从服务层面来看，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医疗质量的提高，不仅需要精湛的医疗技术作保

障，也需要良好的人文氛围作铺垫。在现代整体医

学模式的指导下，广大医务人员只有真正意识到

“以人为本”和“以患者为中心”的重要性，才能使广

大患者能享受到良好的技术的同时感受到应有的

人文关怀，从而提高患者的满意度，促进医疗机构

的可持续发展[12]。

（3）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从资源配置来看，现代整体医学模式有利于促

进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医学发展规划统一。现

代整体医学模式的根本要求是以人为本，在医疗机

构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能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

利益的关系，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将适度性和创造

性相结合，从而真正体现人人享有保健权利的医学

最高宗旨[13]。

（4）对学科发展的作用

从学科相互影响来看，现代整体医学模式的发

展有利于加强学科建设。人们对医学的需求比医

学科学本身发展更快，因为人们不仅需要健康的身

体和心理，还需要较高要求的生活质量。这是一种

高层次的需求，不可能是某一个学科就能给予的，

它是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和协作才能形成的现代

整体医学模式，需要在多学科的科学指导下进行

研究，探索构建病前的预防、病症中诊疗和诊疗后

的康复完整的系统。现代整体医学模式要求关注

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促进学科间的不断融合和

推进[14]。

总之，现代整体医学模式传达了一个全新的医

学理念，它向我们展示的是医学发展的美好前景。

除有效弥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不足外，

还对今后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医学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人们对健康需求

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医学模式已经遭受到严峻的挑

战，崭新的医学模式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得到推广

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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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Medical Model and the Exploration
of Future Development Model

PAN Qiu-yu, WANG Min, CUI Xiao-xi, PENG Wei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Sichuan 610072)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biomedical model has occupied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 as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the medical model has been put forward for 37 years up

to now, but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get effective practic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ause of this happening and argues

that the new mode of modern holistic medicine takes the overall health and other factors into account. Updating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changing understanding and other methods, would help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existing

in the med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spects of 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 can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status quo that modern medical practice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guided, so then to better direct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career.

Key words: medical model；modern holistic medical model；cause；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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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WOT Analysis in Peony Logistics Research of Qiaocheng District

WANG Lei
(Management Department, Bo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 Bozhou，AnHui 236800)

Abstract: SWOT analysis is an analytical technique of strategic planning studies, referring to the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analysis. This method graduall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erms of strategic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logistics and planning in recent years .By Qiaocheng Peony logistics status quo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analytical method playing roles in urban logistics planning , especially Qiaocheng Peony

logistics development strategic research and the corresponding analysis mode.

Key words: Peony logistics; SWOT; logistics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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