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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围绕中医药科技在支撑“健康中国２０２０”中的作用，分析了中医药科技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提出了中医药促进全民健康中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阶段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医药科技发展的重点领

域为以理论创新为主的“歧黄工程”、以中医临床能力提高为主的“仲景工程”和以新药与共性技术研发为主

的“时珍工程”。在这些重点领域中提炼出中医文献的知识挖掘、中医基础理论核心问题研究、中医药作用机

理研究、中医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的临床研究、中医疗效评价方法与技术研究、中药新药创制的关

键技术研究、中医诊疗仪器设备的研发、中医药标准规范的研究等八大前沿课题和“中医理论创新”、“中医技

术推广”和“中医能力建设”三大行动计划。并从法制建设、政策、机制与人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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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卫生资源，与西医
药共同担负着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的重要使命，是

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等方面独具

特色与优势，并以其收费低、疗效好、副作用小等特

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据 ２００７年统计，全
国中医医院诊疗人次达 ２５４亿人次，是 １９８０年
（３３３７万人次）的７５倍，出院人数为７４４万［１］。绝

大多数综合医院设有中医科室，７２％的乡镇卫生院、
９２％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５４７％的社区卫生服务
站均能为群众提供中医药服务［２］，以较少的中医药

人力与物质资源，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中医医

疗服务需求。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有１４０多个
国家和地区设有中医医疗机构，总数已达 １０万多
家，每年有３０％的当地人和７０％以上的华人接受中
医药服务。中医与西医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维

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不仅成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

业的显著特点和巨大优势，而且也为全人类的健康

事业服务。随着人类健康需求的不断增加，科技对

中医药支撑和促进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显突

出。因此，科学规划中医药科技对促进健康的作用

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１中医药科技支撑健康中国２０２０的分析

１．１中医理论的先进性对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疾病谱的改变以及人类养生

保健意识的提高，现代医学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变。

中医学重视整体的思维模式、重视天人相应的阴阳

平衡状态的调节、个体化诊疗模式以及中药复方配

伍用药的干预手段，越来越引起生命科学领域的重

视，影响着医学观念和医学发展模式的转变。如天

人相应、以“人”为研究对象、辨证论治的观念和治疗

思想突出了“以病人为核心”的医学理念，而“治未

病”以及养生保健领域的独特优势更是体现了中医

学“防寓于治，防治结合”的思想，这些中医学的理念

对现代医学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的转

变、从基础与临床相脱节向着转化医学的转变起到

重大的促进作用。对这些理念的科学阐释将对医学

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中医药的国际发展，使中医药为人类健康服务，科

技无疑是当今世界人们在知识和思维方面的通用语

言，也就是要加强中医药的现代科学研究。在保持中

医药特色与优势的前提下，遵循中医药自身的规律，对

中医药的学科本质及科学内涵加以诠释，以阐明中医

药的科学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接受中医药。

１．２中医药防治疾病的研究有利于提高人类健康水平
随着对中医药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有力地促

进了科技与临床、生产相结合的中医药学术发展和

技术创新。基于临床疗效的理论升华和方法技术创

新使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不断提高。如中医、中西

医结合治疗ＳＡＲＳ的治疗方案，用科学的数据证明了
中医药防治ＳＡＲＳ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得到了世界卫
生组织的认可。中医药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

病、β地中海贫血、氟骨症等显示出中医药治疗疑难
病的优势。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揭示中医药作用机

理，促使中医药方法和技术的推广。如获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对血瘀证

及其活血化瘀治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现代研究，取

得了重大进展，为活血化瘀法的临床应用提供了科

学依据，推广了活血化瘀法的应用。这些科技成果

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临床疗效的提高和诊疗技术的

应用，为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

医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将在维护人类健康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１．３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能够在实现“人人享有健
康”的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医学丰富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各种非药物疗

法如针灸、按摩、食疗、太极拳、气功等手段受到越来

越多人的欢迎，并在调整亚健康、养生延衰、提高生

存质量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医药“简、便、验、

廉”的诊疗手段及方法，在农村、城镇等有着较好的

群众基础，更适合我国医疗投入相对较低国情的医

疗模式的开展和实现，更能够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

健康需求不断增加、诊疗技术飞速发展与医疗保健

费用不断增长等矛盾。

中医药科技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中医药更好地为

人类健康服务，坚持把中医药科技纳入中医药事业

发展乃至我国卫生工作的战略重点，是实现“人人享

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战略支撑，是有效应对

亚健康、老龄化社会的战略措施，是中华文化对世界

文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战略选择。

２中医药科技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２．１现状
中医药的发展历程是在不断吸纳历代先进科技

成果，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医药科技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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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近５０多
年来，中医运用传统和现代研究方法，多学科共同参

与，在基础、临床、中药、针灸、中西医结合等不同领

域中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据统计，至 ２００７年，
共获部局级以上中医药科技成果共１８４７项，其中全
国科学大会奖８１项、国家科技进步奖８２项、国家发
明奖１０项、国家技术发明奖４项、国家自然科学奖５
项、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１２项、国家教育委员
会科技进步奖２１项、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奖９
项、卫生部科技成果奖１８１项、国家医药管理局科技
成果奖 ２５０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奖 ７０１
项、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３６３项、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１１１项、中国针灸学会科学技
术奖１７项。

目前，全国有９８个中医药科研院所。［３］中医现
代科学研究机构从数量、规模、条件、人员结构等方

面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同时高等院校、大型企业广泛

参与中医药科学研究，已形成产学研结合、多学科参

与的中医药科研体系，科研基础条件明显改善，建设

了一批体现中医药研究特点的实验室和研究室。中

医药科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十六个
部委联合发布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中医药科研项目已纳入国家及各级政府
的各类科技计划，对中医药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不

断增加。

从中医药科技发展趋势可以看出，中医理论与

实践的先进性已得到科学界更加广泛的认识，中医

药利用现代科技研究成果的水平不断提高，部分研

究成果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中国中医药科技发

展水平在国际传统医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２．２问题
２．２．１中医药在人类健康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

发挥

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医学

与西医学有着显著的差异。在全社会都具备现代科

学知识的背景下，人们对于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具

有医学、哲学性质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属性

的中医学认识不够，制约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和中医

药优势的发挥，还存在着没有把中医作为医学的重

要手段选择利用的状况，使得中医药在全民健康中

的作用发挥尚存广阔空间。

２．２．２散在于汗牛充栋的古医籍中的知识、方法
和技术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整理和升华

中医药学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了理念先进、

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方法和技术蕴藏在

大量的古医籍文献中，虽然历代学者持之以恒地开

展着整理与研究，但全面系统的整理和挖掘仍然不

够，这使得许多的古代已有知识和方法未被现代充

分利用、吸收与借鉴。

２．２．３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有待进一步开发和
推广

中医诊疗技术在临床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面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医诊疗技术没

有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发扬，还有待挖掘与提高。建

立在东方文化与传统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中医诊疗技

术，难以找到与现代科学技术融合的契合点，因此，

至今在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丰富和发展中医诊疗

技术方面，没有大的突破，致使中医诊疗手段发展缓

慢。由于中医诊疗技术需要长时间的实践积累，传

承推广困难。如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方法，依靠

人体感官采集信息，对信息的定量能力和分辨能力

较低，使基于四诊的中医个体化诊疗的可重复性与

规范性有待提高。

２．２．４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技术有待进一步融合
以生命科学、生态科学、信息科学、复杂科学和

系统科学为前沿的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兴

学科的不断产生，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但如何在继承中医药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利

用这些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的创新，还有待中医药

领域进一步探讨。

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中医药服务人类健康

作用的发挥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中

医药科学研究，才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３战略目标

３．１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满足国民日益增

长的健康需求为导向，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坚持

中西医优势互补，保持和发扬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先

进性，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多学科研究的最新

成果，不断提高中医药自主创新能力和防病治病能

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全面提

高国民健康水平。

３．２目标
３．２．１总体目标
提高中医药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防病治病能力和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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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使中医适宜技术在农村与社区惠及９０％以上的
人群，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全民健康中的作用；在常

见病、多发病、重大疾病的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方面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中医学理论、中医药关键技术、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等关键科学问题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保持我国中医药科技的国际领先水平。

３．２．２阶段目标
（１）２０１５年：完善中医药创新体系建设，坚持中

医药主体发展［４］，加强中医药方法学研究，提高中医

药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医诊疗技术和养生保健方法

等适宜技术在农村及社区人群中的普及率达５０％；
大力普及推广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养生保健方

法；部分重大、疑难疾病具有确切疗效的中医药方法

和技术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２）２０２０年：在中医学理论、中医药关键技术、中
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等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中医养生保健等适宜方法和技术在社区

人群中的普及率达９０％；完成约５００种针对重大疾
病的新药、传统药物的二次开发；中医治疗１００种常
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临床研究取得进展，部分重

大疾病的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建构起国际认可的中医药评价体系。

４战略重点

４．１重点领域
以全面提高中医药自主创新能力和防病治病能

力为目标，开展基于文献知识挖掘的理论创新、基于

临床研究的原始创新、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全力推进三大领域的创新工程。

４．１．１中医药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岐黄工程
以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为主要任务，着重解

决中医药理论传承与创新的重大科学问题。加强濒

于失传的古医籍抢救工作，全面系统地整理中医药

古医籍中的学术精华，提炼与升华中医学理论；对现

代中医药学术进展进行系统研究，做出新的理论诠

释；深入开展核心理论问题的基础研究；开展基于临

床实践的养生、预防、诊断和治疗等重大理论问题研

究；探索适于中医特点的理论研究方法，构建中医研

究的方法学体系。［５］

４．１．２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高———仲景工程
以提高防病治病能力为主要任务，拓宽中医药

服务的优势领域。全面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方法和技

术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和规范中医养生

保健理念、方法和技术，使中医延年益寿与“治未病”

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以提高国民健康素质，延长预

期健康寿命和预期寿命。深入开展中医预防和治疗

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诊疗方法的研究，提高中医

诊疗重大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的能力和应对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全面提高我国医疗卫

生保健水平。［５］

４．１．３中医药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时珍
工程

以中药研发、标准建设、疗效评价和共性技术研

究为主要任务，研究适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技

术与方法；加强中医药基础标准、技术标准和管理标

准的研究；重点建设中医药疗效评价体系，开展适合

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前沿技术、中医诊疗技术、中药炮

制技术、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和中药制药关键

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培育疗效显著、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能够满足临床需要的中药新药。［５］

４．２前沿课题
针对制约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提高的关键科学

问题，充分利用多学科技术和方法，开展中医药前沿

领域的创新研究。

４．２．１中医文献的知识挖掘
开展对存世的中医孤本、善本的调研、保护方法

与技术的研究；开展海内外中医药古籍文献回归、整

理研究；开展基于中医古籍文献的知识挖掘，对中医

各家流派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进行整理和提炼，丰

富和完善中医理论体系。

４．２．２中医基础理论核心问题研究
在把握几千年来中医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研

究模式的基础上，遵循中医对生命现象、健康状态与

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认知方法，基于临床研究开展

天人相应、形神统一、脏腑相合、气化学说、经络学

说、证候理论、治未病理论、治则治法、方剂配伍与中

药药性理论等基础理论核心问题的研究，丰富和发

展中医理论。

４．２．３中医药作用机理研究
充分利用系统生物学、生命科学、数学、信息科

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开展中医药作用机理研究。加

强中医药研究技术平台建设，促进中医药的研究与

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在遵循中医药理论指导、提

高疗效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用于中医学的科学研

究方法体系。

４．２．４中医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的临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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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研究

开展中医预防理论及方法的整理和挖掘研究；

开展中医预防现代重大疾病方法与方案的研究；开

展中医早期诊断方法与技术的系统研究；开展中医

防止疾病传变干预方法与方案的研究。

开展中医药防治 １００种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
疾病及其疗效显著阶段和具有特色的治疗方法，研

制诊断标准、辨证规范、临床实用技术操作规范等；

开展中医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方法及方案的研究。

４．２．５中医疗效评价方法与技术研究
开展适合中医的疗效评价方法研究，建立中医

疗效评价体系；开展基于病人报告的疗效评价标准

研究；开展中医药早期干预延缓发病或出现并发症

的大规模流调研究。

４．２．６中药新药创制的关键技术研究
加强中药新药研发技术平台及关键技术的研

究；加强治疗常见病与重大疾病的新药研究，研制一

批技术含量高、疗效确切、毒副作用小的新型治疗用

药；完成５０％名优中成药的二次开发与再评价，提高
临床疗效；推进院内制剂的开发研究；开展中药制药

质量控制关键技术和成药质量标准的基础研究；开

展生物技术等新型技术在中药开发中的应用研究；

探索方剂多组分的药物代谢与相互作用关系等。

４．２．７中医诊疗仪器设备的研发
运用信息学等多学科方法，开展中医四诊信息

采集、识别、处理与分析的方法和技术研究，研发中

医诊断系统和临床数据分析系统；基于中医非药物

特色疗法的优势，研发一批符合中医整体调节原理，

能够提高中医治疗水平的治疗仪器和设备，并切实

能在临床上推广。

４．２．８中医药标准规范的研究
规范中医医疗卫生和中医药学科研活动，健全

和完善中医药学标准体系，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开

展针灸、推拿、骨伤科等诊疗技术及其标准研究，完

善技术操作方案，形成应用规范和指南，构建符合自

身特点的中医药标准规范体系。

４．３行动计划
通过中医理论创新、中医技术推广和中医能力

建设三大行动计划，提高中医药的防病治病能力，充

分发挥中医药在全民健康中的作用。

４．３．１中医理论创新行动计划
中医理论的创新要遵循三条途径，一是基于文

献知识挖掘的理论创新；二是基于临床研究的理论

创新；三是基于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创新。

从以上三条途径重点开展中医学理论框架体系的完

善和阐释研究；开展面向临床需求的中医证候理论、

中医预防理论、温病理论、中医治则治法理论的应用

与创新研究；开展天人相应、形神统一、气化学说、脏

腑相合、方剂配伍、中药药性等中医核心理论的科学

内涵与应用研究；建立中医药理论和文献研究平台。

４．３．２中医技术推广行动计划
随着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加强农村三

级卫生预防网的建设，发挥中医诊疗方法简便、疗效

可靠、副作用较小、诊疗费用低廉的优势，将有利于

解决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根本问题。针灸、推

拿等非药物疗法具有疗效肯定、无副作用、群众接受

性强、易于推广的特点，且使用成本较低。针对针

灸、推拿、骨伤科等诊疗技术，通过规范性研究，形成

应用规范和指南，在城市社区及农村加以推广。推

广适合农村的安全廉验的中成药；发展中医远程诊

疗技术和网络系统，建设农村中医远程诊疗试点并

逐步推广。

根据绿色中药材的出口标准，研究制定针对所

有生产药材的通用绿色标准和栽培技术，并加以推

广应用。开展传统中药炮制技术继承与规范研究，

根据临床用药及中药饮片炮制研究成果，制定统一

的饮片炮制标准，并加以推广。

４．３．３中医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重点提高中医自主创新能力防病治病能力。开

展中医养生保健方法与技术的整理与挖掘，推广普

及中医药养生保健及防病治病知识；积极开展中医

健康教育、健康咨询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具有

中医特色、适合我国国情和民众生活习俗的养生保

健方法与技术，如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药膳等，

提高全民健康素质；开展亚健康中医证候学及中医

诊疗方案研究，加以推广。

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动力，调动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形

成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重

点加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中医药国家重点实

验室、国家中药新药研发基地、国家中医药信息中

心、中医药临床评价中心建设。

（１）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加强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提高中医临床研究

能力和水平，实现中医临床研究信息、技术等资源共

享。包括建设研究型专科医院、临床基础研究中心，构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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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医临床研究资源库与社区防治示范基地等。［６］

（２）国家中医药重点实验室
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促进

中医药研究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建设中医药研

究技术共享平台、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证候动物

模型研究平台、基础研究数据库，建设国家中医药重

点实验室。

（３）国家中药新药研发基地
建立中药筛选处方优化及相关技术平台、中药

药效学评价技术平台、药物代谢动力学技术平台、药

物安全评价技术平台、新药临床评价研究单元技术

平台、中药标准研究平台等。形成符合中药研发规

律、代表国家水平的国家中药新药研发基地。

（４）国家中医药信息中心
建立中医药科技信息数据网络平台，实现中医

药科技、医疗、教育、管理、产业等信息的共享；建立

国家级中医药科学数据中心和情报研究中心等科技

信息服务平台，为全国重点中医药机构提供信息支

撑。结合中医医疗模式与医疗机构的特点，开发基

于电子病历的中医临床数据共享与利用系统；开展

中医远程教育与诊疗系统研究。

（５）中医药临床评价中心
加强临床疗效评价的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结合

临床重大疾病和疑难疾病的研究，大力推进中医药

临床研究和疗效评价与方法学研究，建立科学规范

的、适合中医药特点的临床疗效评价方法及共性技

术研究平台。

５政策与体制

５．１法律与政策保障
建议尽快制定有利于促进国民健康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医药发展法。进一步加强对以中医药研究

院所、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和以企业为

主体的中医药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加大政策扶持

与人财物的支持力度。完善监督、评估、奖励、认证、

准入、保障与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与机制建设。

５．２创新国家中医科学院机制
统筹规划中医药科学发展，实施政府主导、中医

科学研究统一部署、重点攻关的科研运行机制，保持

中医药研究的国际领先地位。

设立中医药科技发展专项基金，围绕中医药理

论与实践的重大科学问题，整合资源，联合攻关，全

面提升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

建议到２０２０年中医药科研经费增长幅度不低
于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的增长幅度，确保与中医现代

化发展相适应的中医创新体系和中医科研平台的建

设与有效运行。

５．３深化体制改革与机制改革
树立大中医观念，发挥国家中医药部级协调机

制建设或国家中医药委员会建设作用，加大政府管

理部门的宏观调控能力，积极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整

合，优化配制，提高效率。建立完善中医医疗卫生与

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落到实处的中医农村医疗保

障体制，促进中医养生保健得普及，提高国民素质。

５．４努力造就高水平中医人才
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临床能力提高为目标，以

广大医患认可为标准，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医临

床人才培养；同时大力培养临床与科研并重的高水

平中医药人才，吸引多学科人才，培养复合型人才；

加强农村适宜人才的培训，制定农村适宜人才的相

关政策，促进中医药在农村医疗保健中进一步发挥

作用，建议开展１０万中医下基层活动。

５．５倡导“中西互学”
制订政策保障中西医互学；中医院校加强西医

知识的学习与运用能力的培养，西医院校学习必要

的中医知识，并能在临床熟练运用；把中西医知识的

丰富与更新列入继续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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