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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第五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纪要

""近五年来"中西医结合医学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新成

果$ 中西医结合医学经历了一个甲子的发展与壮大"以%源于

中医&西医"高于中医&西医'为宗旨"通过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

的碰撞融合"集百家之长"荟萃精英"在争鸣中探索"在困境中

突破"在实践中创新"成长为中国创造&影响世界的新兴医学"

获得了世界关注$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广

东药科大学协办的第五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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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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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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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广东省观澜湖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 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香美院士担任大会主席"广东药科大学校

长&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郭姣教授担任执行主席$ 汇聚

了来自中&美&英&德等
!$

个国家的
#A"

余位国外学者人和国

内学者
! B""

余人参加此次盛会"其中包括
;

位两院院士$ 会

议客观&真实&全面地展现了近些年来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

成果"赢得了海内外专家的普遍认可$

本次大会以%弘扬结合医学成果"服务人类健康'为主题$

在开幕式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

国强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发

展中医药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把中西医结合纳入到中医药

事业发展的全局中"做到一体谋划&一同推进&一起落实$ 中西医

结合在
CDEC

&甲流&肿瘤&心脑血管病&肾脏疾病等重大疾病防

治方面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优势"一批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取得了

重大突破$ 推动中医药与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促进中医

药与西医药融合发展"进一步彰显中西医结合特色"为创新发展

医学科学&维护人类健康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会议向中外学者展示了中西医结合学会
;"

年辉煌成就"

大会首次设立%中西医结合终身成就奖'$ 授予国医大师陈可

冀院士&吴咸中院士和全国名中医沈自尹院士%中西医结合终

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该奖项旨在表彰三位院士在中西医结合

研究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果"在临床上为广大患者带来的良好疗

效"在国内外取得的良好声誉"以及其为传播中西医结合理念

作出的突出贡献$ 会议同期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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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步长杯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共评出获奖项目
B%

项"包括一等奖
:

项&二等奖
#A

项&三等奖
#$

项&科普奖
%

项$

大会设置
#

个主会场"

#"

个分会场"以
!:

个大会报告"

#;F

个专题报告"

B:

个专委会成果展板和壁报等等多种形式"

为国内外同道提供近距离学习"深度交流的机会"搭建友谊与

合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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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主会场上"国际%代谢组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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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系统回顾了代谢组学取得的成就和对人类认识

疾病及东西方医学沟通的积极作用$ 中国科学院陈凯先院士

回顾了我国中西医药工作者在药物研究中取得的重大成就"阐

述了中西医结合对人类的贡献$ 德国药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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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介绍了欧盟在传统药物和草药管理现状和未来发展需求

与挑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香美院士在此基础上总

结并指出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就是要实现中医与西医的优势互

补"包括用现代医学技术解析中医理论和中药作用靶点)用中

医整体&个体化治疗理念指导现代医学实践)联合中药&西药多

层次&多靶点阻断疾病病理生理过程"并用自身近几十年研究

成果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践详实阐述了中西医结合的必要

性&研究方法和发展前景$

大会
#!

月
$

日下午设立医学和药学两个专场#分别由
$

位国内外中西医结合领域专家介绍了中西医结合在医学领域

和现代药学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就$ 随后的
#"

个分会场"有
$

个专委会参加"包括代谢病&心血管病&烧伤&麻醉&眼科&生殖&

耳鼻喉&肾脏病专委会"同时新成立
%

个专委会#消化内镜&临

床药理与毒理&分子生药学专委会$ 内容涵盖基础&临床&药学

等多个专业领域$ 参会者中有
;

位两院院士及相关领域专家"

就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历史&前沿技术&不同专科领域内的临床

和基础研究进展"展开充分的交流和研讨$

本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在会议规模&学术水平&国际影

响力等方面将中西医结合医学推向新的高峰$ 充分体现了国

内外中西医结合医学工作者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顺应人类健

康的发展大势&顺应人民生活的美好期待"把卫生与健康事业

同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

的使命"使中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上"成为中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史的里程碑式的标志$

为庆祝第五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的召开"张伯礼院士作

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之一"致词一首#

浣溪沙!*致香美院士+

一波三折始挺秀"

冬寒夏暑终金秋"

结合医学立潮头#

健康已成天下事"

优势互补道无休"

融合发展会全球#

,陈香美"冯"哲"李"平"耿文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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