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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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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纪要 •

第九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于2021年12月2—5日 
在海南省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海南
省中医院承办，大会主题为“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创
建中国医学新范式”。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海南省人民政
府副秘书长赖泳文，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
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周长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美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海南省委
省政府、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及海南省中医院等部门负责人，我
国中西医结合领域 10 名院士，知名专家，部分中西医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大型医疗机构负责人，以及来自
美国、俄罗斯、瑞士、希腊、荷兰及巴基斯坦等国的专
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聚焦世界结
合医学前沿发展动态与科研成果，就中西医结合理论、
实践进行专题交流与分享，为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贡献
智慧和力量。本次大会线下参会 600 余人，线上注册 
2 200 余人，线上观看总量 182 660 人次。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王伟和 
吕文良共同主持，以视频形式重温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成立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大会主席陈香美院士致开幕
词，回顾学会一年来研判新形势、新任务下中医药高质
量发展的新要求，团结广大会员履职尽责，遵循中医药
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坚持中西医并重，发
展中西医结合事业，在防控新冠疫情的同时在党建工作、
组织建设、学术交流、会员管理、科学普及、乡村振兴、
医疗帮扶和标准化工作等方面扎实开展工作。陈会长还
报告了学会成立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办情况，同时，
就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人才培养、诊疗模式、推广模
式及评价体系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加强基于“病
证结合、辨证论治”的现代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重点内
容建设，规范标准中医证型，完善中西医结合基础、临
床研究方法及完善中西医结合评价体系等对策及建议。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省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周长强致辞表示，在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我国
中医、西医相互补充，学科优势交叉融合，中药、西药
对症并用，充分彰显了中西医结合在维系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和应对新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独特作用。

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赖泳文受王路副省长委托
致辞，报告了海南自贸岛建设情况，海南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中西医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

传承和创新相结合，发挥中医药在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和
在自贸港建设中的重要优势作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书记余艳红在致辞中表示，在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刚刚胜利闭幕，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关键时刻，召开这次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
国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总策略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目标，形成了
中国特色的防控方案，这个方案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坚
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这既是中国智慧，也是对
全球抗疫的一个贡献。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在防范化
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是保障人民生活安全和身体建设的重要路径。大会
聚焦“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创建中国医学新范式”主
题，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
医药学原理，推动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
进”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坚持中西
医并重，立足中医药原创思维，聚焦重点病种，促进中
医药与多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相融合，
推进国际合作，开展中西医临床攻关，探讨理论本质，
揭示防治原则，阐明机理效用，实现治疗优势的融合，
临床疗效的提高，诊疗规范的创立，示范两种医学优势
叠加效应，更好地服务人民健康。

2021 年度“步长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
术奖在大会上隆重颁发，总计获奖项目 41 项，其中一
等奖 6 项，二等奖 14 项，三等奖 17 项，科普奖 4 项。

大会主旨报告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韩德民、杨宝峰及丛斌分别就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健康中国、中药成药性研究及科学研究新范式等内容作
了特邀主旨报告。院士圆桌论坛环节，围绕“推进多学
科交叉多知识融合，创建中西医结合研究新范式”，中
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陈香美、杨宝峰、丛斌、韩德民
及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等，从数学算法、物理、化学、
哲学、人类发展及中医学等多学科多视角，探讨中西医
结合发展之路。

大会设立主会场、临床医学专场、药学专场及骨伤、
肝病、脑心同治、消化内镜、血液病、临床药理与毒理、
教育等 7 个分会场，共 181 个专题报告，就中西医结
合医学的历史、前沿技术、临床和基础研究进展，展开
充分交流和研讨。大会共收到投稿论文 669 篇，通过线
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示优秀壁报 168 份。会议期
间召开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八届四次常务理事会、
2021 年度工作会议暨第八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和第八
届理事会党员大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