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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五届二次理事会暨2004年度学会工作会议纪要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五届二次理事会暨2004年度学会

工作会议于2004年10月21—23日在广东省珠海市召开，来

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香港的144名

理事、专家和负责人出席会议，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彭炜、珠海

市卫生局局长刘松青、香港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高永文博士、

副会长余秋良博士等专程到会祝贺。会议认真总结了第五届

理事会成立4年来的工作，听取了获得2003年度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二等奖的中西医结合成果报告，讨论、制定了今后的工

作规划。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可冀教授致

开幕词，在部署会议的主要任务后，他通报了“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科学技术奖”已获科技部批准的喜讯，并强调设立这一奖

项是我国中西医结合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及中西医结合人才

建设的重要激励机制，将于明年正式启动推荐、评审和奖励工

作，希望在中西医结合临床及基础理论研究中，强化创新理念，

加强创新性研究，争取创新性成果，为社会进步、人民健康和丰

富世界医学做出新的业绩。“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

奖”属社会力量设奖，授予在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

开发研究中取得优秀成果的集体和个人。奖励项目分三个等

级，奖励周期为每年一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从获奖项目中

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这一奖项的设立，将对调动中西医结合

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繁荣中西医结合学术、推动中

西医结合学科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获200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有关专家就获奖项目在会

上作了专题学术报告，集中展示中西医结合的最新成就，使与

会者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

会议认真总结了第五届理事会4年来的工作，大家一致认

为，学会在促进学术繁荣、开展学术交流、依法民主办会、组织

队伍建设、对外联络交流、人才培养、继续教育、编辑出版以及

承担政府委托任务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显

著，充分发挥了学术团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也客观冷

静地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对策。会议讨

论、制订了2005年度学会活动计划及继续教育项目

计划。

根据中西医结合事业和学会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经理事

会无记名投票选举，增补张玉环(天津)、高永文(香港)、杜建

(福建)为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增补余秋良(香港)为第五届

理事会理事。并研究决定将于2006年召开中国中西医结合学

会第六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吴伟康副会长致闭幕词，向给予

会议大力支持的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丽珠集团利民制药

厂、深圳东湖医院等有关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穆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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