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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发展中医药现代化尧产业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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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周年以来袁在中医药及中

西医结合事业方面成就极为

辉煌遥 在教育方面袁培养了

众多的新一代中医药从业后

继人才遥 在临床医学服务及

基础医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科学业绩遥 青蒿

素的成就荣获诺贝尔奖袁是
中国在医药学领域野传承精

华尧守正创新冶的爱国情怀与科学精神的最好体现遥
我们见证了中医药是千秋伟业袁是大有作为的遥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医药为保障人民健康服务尧为
建设伟大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袁在回顾以往 70 周

年取得的伟大业绩的同时袁应该进一步遵照 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过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曳
第九条野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冶规定的精神袁即提

倡野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冶遥 还应该保持清醒尧开放的头

脑袁立足祖国袁放眼世界袁不应满足现状袁在中医药事业

进步的同时袁更要检视到短缺与不足袁进一步增强为人

民健康事业服务的精神袁加强中医药科学研究袁不断迈

出更大的前进步伐遥
应该注意到袁在中医药临床服务质量以及中医药

科学技术现代化尧产业化方面袁尚有很多领域需要加强

和提高遥
渊1冤在传承中医药传统诊断技术精华尧理念及方

法的同时袁应当更加注意结合当代临床诊断智能化及

制药智能化的现状袁进一步联系中医药理论袁科学发

展袁实事求是地参照尧更新尧引进与提高遥
对阴阳尧虚实尧表里尧寒热的野八纲冶袁应进行现代

化系统研究袁以切合中医师及中西医结合医师临床参

考应用遥
在提升中药及中成药的临床实际应用方面袁为加

强保障传统道地药材理论及实际应用袁应加强栽培方

法尧生药学尧药效学尧药理学尧基因组学等方面的理论探

讨及相关科学研究遥

与此同时袁还应该认真研究中医药诊疗中的寒尧
热尧温尧凉四气以及五味药性等理论与实际的需求特

点袁进行现代化理论研究与分析袁提高中医证候辨识或

症状诊断能力和水平袁进一步应用现代循证医学理念

和方法袁总结应用于临床诊断尧提高疗效及疗效评估等

方面的科学理论与实际内涵等遥
对于当前现代化高质量制药生产技术设备的发展

和研究需求袁也应同步联系实际袁重视其发展遥
渊2冤根据临床实际需要袁中国的医务人员在很多

疾病中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袁这种方法在不少疾病中

应用有助于扬长补短袁可以进一步提高疗效遥
中西医结合应用袁可发挥中医尧西医二者之长袁在

实际中袁这种方法在广大医药界已被广泛采用袁确实提

高了疗效遥 应鼓励广大医务人员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

该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袁为提高治愈率尧提高全社会医疗

保障能力袁做出更大的实效性贡献遥
渊3冤中国中成药营销在全球估测的经济产值方

面袁所占份额不高袁其智能化及现代化制备能力亟待提

高袁应当努力改变现状袁力争上游遥
渊4冤在正骨尧推拿尧按摩及针灸技术等器械的更

新尧发展与进步方面袁也有待提高遥 中国的铜人躯体

经穴电子教学模型研制有实际应用效果袁经穴治疗

效应及其机理研究也有一定的进展遥 韩国及日本等

国家创新针刺穴位及针刺手法同样很受患者欢迎袁
其与中国针刺技术方法的简与繁及其效价等方面袁
值得进行比较性的临床科学实效研究袁并探讨创新

理论的可能性遥
渊5冤中医药在重大慢性病方面的预防保健理念比

较完善袁但也应该科学分析并实事求是地研究发展袁讲
求实际适用范围尧保健效能及注意事项袁讲求大数据效

能分析袁并力求合理袁不宜过度夸大遥
中医药在中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袁新中国医药人

员应有中西医结合的时代精神袁与现代医药科学及其

他科学互补袁确立民族的尧文明的尧科学的自信理念与

文明观袁面向世界尧面向现代化尧面向未来袁更好地为人

民健康服务袁奏响新中国中医药现代化千秋伟业的崭

新乐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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