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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自
!""0

年提

出至今已经
0/

年"在中国

的引入和传播也已经
0.

年$循证医学从最初概念

的引入介绍到传播其方法

学"从开始进行系统综述和

(=>?

分析到后来循证临床

实践指南的发展和规范"对

于推动中国医疗卫生领域

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促

进作用%

!

&

$本文拟对过去

!.

年来循证医学领域的一

些重要进展进行介绍$

!

!

循证医学方法学研究

!!

临床循证实践促进了对临床问题答案的需求"循证医学促

进临床研究结果的应用价值$除了开展原始性研究以外"循证

医学也强调对证据的综合"该领域的证据范围不断扩大"从医

疗干预措施!包括预防'治疗'康复措施#的效果评价"扩大到疾

病筛查与诊断'疾病病因与危险因素'疾病预后'疾病遗传相关

性'疾病分布如患病率和发病率的评价$因此"其研究综合的

方法也逐渐发展丰富"除了经典意义上的系统综述及
(=>?

分

析'卫生技术评估'临床实践指南'计算机医疗决策支持系统

等"还包括单个病例资料的
(=>?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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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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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综述$出于对医疗决策的

需求增加"疗效评价从既往效力!

=II3J?J

A

#评估逐步向效果!

=I9

I=J>3C=7=66

#评价转变"更加强调实效性研究$

随着临床研究发表文献逐渐增多"对证据综合的需求也不

断扩大$为了获得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规范临床研究'提

高质量已经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包括临床试验的选题和设

计'方案注册'规范报告'临床实践指南制订"以及卫生决策领

域的决策依据$因此"在循证医学研究的方法学领域出现了新

的拓展"比如引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生态学研究'结局研究'

比较效果研究!

J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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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登记研究'数据库挖掘等方法$

"

!

循证实践的研究进展

!!

循证医学提出的初衷是帮助临床医生阅读和理解发表的

临床研究文献"以此来促进研究证据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实

现最佳的临床效果$这就要求临床医生掌握循证医学的相关

技能"如能提出临床相关的问题"可查找证据"具有批判性思维

及临床评价的能力"就此开展相关的方法学培训%

0

&

$随着循证

医学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诸多临床研究

的证据存在各种偏倚"因此"循证医学要求临床医生应学会判

别证据的真伪和质量"这项技能即是人们常说的严格评价或批

判性阅读$这一进展体现在临床医生将经过严格评价的证据"

与患者的价值观和选择偏好相结合"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

诊疗决策!

6L?G=11=J36327K?H37

N

#"形成一种新型医患联盟的

关系%

-

&

$

针对当前医学领域普遍存在的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现

实情况"国内外专家在循证临床实践过程当中不断地产生对高

质量'可信的证据的需求"摒弃那些已经被证明无效甚至有害

的证据"促进有效医疗干预措施的推广应用"在此过程中促进

针对临床问题的高质量证据的产生%

;9/

&

$当有足够数量的'高

质量的证据之后"按照循证医学的方法"采用如普遍认可和采

用的国际证据评估与推荐形成的规范证据评价与分级

!

O)<PM

#工具"制订临床实践指南"并通过临床应用不断地加

以完善和更新$同时"另一方面"也注重充分发挥循证临床实

践指南在临床实践中作为评估工具的重要作用$

#

!

循证决策的进展

!!

政府医疗决策"包括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医保目录'临床实

践指南'临床路径'药物经济学评价'上市后再评价'药物安全

性监测等"越来越重视引入循证决策的机制和方法$循证决策

的方法包括政策调研'横断面调查'证据检索'专家咨询及利益

各方介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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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教育

!!

循证医学已常规性地纳入长学制医学生的教学'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继续医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循证医学的知识已扩

展到公共卫生'药学'护理等医疗卫生相关领域$然而"循证医

学在文献阅读方法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尚显不足"导致证据及

时纳入临床'提高疗效的进程受到一定程度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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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资源

!!

以循证医学最大'最权威的医疗干预措施资料库
'29

JLG?7=

图书馆为例"全世界范围内通过协作产生为一线临床医

生使用的证据"目前
'2JL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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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也发现
QRS9

!

可促进根尖乳头细胞增

殖能力"刘彩奇等)

!!

*研究发现
!.7

N

(

KU QRS9

!

可促进

&'<T

的增殖!提高克隆形成率"于莉等)

!0

*研究也表明
!.

7

N

(

KUQRS9

!

促进
&'<T

增殖作用最明显"本研究结果与以

上研究基本一致!但同时发现随着
QRS9

!

浓度的增加!促进

&'<T

增殖的作用并不会加强"这可能表明炎性因子
QRS9

!

对
&'<T

的增殖作用具有浓度的依赖性!高浓度并不能增加促

进增殖的作用"

QRS9

!

是
!"8/

年由
'2G6*=@@6

发现的一种内毒素诱导

的糖蛋白!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发现
QRS9

!

通常在健康的牙

髓和根尖周组织中检测不到!而发生龋病#牙髓炎及根尖周炎

时!牙髓组织和根尖周组织中炎性因子表达增加!其中
QRS9

!

水平最高)

!-9!/

*

!这表明
QRS9

!

在牙髓炎症及根尖周炎症的发

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学者研究表明
QRS9

!

会抑制
&'<T

的成骨(成牙本质的能力)

89:

*

"本研究结果也显

示
QRS9

!

可抑制
&'<T

矿化结节的形成&抑制成骨#血管相关

基因的表达&同时抑制
&'<T

成脂能力"本研究为牙髓牙本质

复合体的再生及牙根继续发育提供一定的实验基础"

本研究采用酶消化法分离培养鼠
&'<T

!通过不同浓度的

QRS9

!

对
&'<T

进行干预!结果表明
QRS9

!

可促进
&'<T

的

增殖能力!但同时会抑制其多向分化能力!为进一步研究在炎

症微环境中
&'<T

生物学特性的改变及牙髓牙本质复合体再

生提供了实验基础!也为临床治疗根尖周组织病变的提供了一

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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