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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中西医结合

2 月 23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袁要加快

推广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袁加强中西医结合遥 新冠肺炎的防治实践表明袁中医药早期介入尧中西医结合治

疗袁对于提高治愈率尧降低病亡率具有显著作用遥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中西医结合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袁不仅促进了医学长足发展袁也提高了各种疾

病的治疗效果遥 在 2003 年抗击非典期间袁中西医结合疗法就取得了明显效果遥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袁中西医结合治疗再次发挥作用遥 但也要看到袁目前中医药抗病毒的基础与临床实证研究尚显不足袁对
其作用机理的独特性挖掘有待深入遥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加强中西医结合尧促进中西医优势互

补的迫切性遥
中医药是在中国传统哲学孕育下产生的医学科学遥 虽然时代在进步尧科技在发展袁但是古老的中医智

慧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袁能够为我们攻克重大疾病提供宝贵的研究思路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野中国医药

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袁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冶袁要野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冶野传承精华袁守
正创新冶遥 加强中西医结合袁必须正确认识中西医并重这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工作方针袁对中医药

整体防治方案进行全面认识和有效论证遥
加强中西医结合袁要对中医药学科发展模式和评价机制进行改革创新遥 中医药现代化与产业化的源

头活水来自鲜活的临床实践袁需要加强符合中医学自身特点的创新袁加强基础理论与文献的研究遥 很多中

药对抗击疫病有独特的功效袁需要与现行的中医药临床相结合袁做好传承教学工作遥 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医

药教材和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大的改革袁加强中医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袁体现研究的现实性尧针对性遥 当

务之急是优化中医药发展的生态袁尤其是在支持中医药人才成长和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方面尽快补上短板遥
加强中西医结合袁还应着眼长远尧面向未来袁进一步突破机制约束遥 首先袁应打破目前学科分置的壁

垒袁加强国内中西医院校战略合作袁并促进高水平的中医药大学与西医顶尖院校渊乃至世界一流综合性院

校冤的交流合作袁突破技术瓶颈袁实现创新发展袁在新医科建设的征程上唱响中西医结合的强音遥 其次袁瞄
准生命科学发展前沿袁以建设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为目标袁以明确学科发展方向为主线袁汇聚一批具有宽

广胸怀尧前瞻眼光尧扎实功底的优秀人才袁形成一批国内外公认的中西医领域临床诊疗技术创新和原创性

基础研究成果遥 还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带来的机遇袁将其与中医药特有的非线性思维与高度个

性化的特质相融合袁加大医学人工智能学科与专业建设袁提升中西医研究临床转化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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