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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枚银针联通中西、一缕药香跨越古今……发祥于中华大地的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繁

衍昌盛作出卓越贡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权威人士指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让这一中华文明的瑰宝焕发新的光彩——25日在京召开的全国中医

药大会，吹响了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号角，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大好时机。

独特优势护佑百姓健康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

屡经天灾、战乱和瘟疫，一次次转危

为安，人口不断增加，文明得以传

承，中医药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医药学独特的生命观、健康

观、疾病观、防治观，蕴含着深邃的

哲学思想，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博大智慧。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贫瘠的家

底，一条具有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

之路开启——乡村医生依靠“一根针、

一把草”，用中西医结合的“土法”治

病、制药，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燃眉之

急，护佑了亿万群众的生命健康。

从把“团结中西医”作为新中国卫

生工作方针之一，到新时代坚持中西

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

充、协调发展，中医药已经成为中国特

色医药卫生与健康事业的重要特征和

显著优势，在治未病、防治重大疾病和

康复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

酝酿 30 年的中医药法终于出

台，首次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

纲要（2016—2030 年）》，首次发布

《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国粹”

发展有了“国法”保障，中医药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医医疗机构年诊疗人次超10

亿，中药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万亿

元，全国98.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 97.0%的乡镇卫生院提供中医药

服务……中医药迎来了振兴发展的

大好时机。

“古老的《本草纲目》被时下年

轻人追捧，是因为中医药凝结着先

人‘尝百草’的智慧和勇气，是中华

民族文化自信的流露。”中华中医药

学会会长王国强说。

丸、散、膏、丹，针灸、推拿、拔

罐、刮痧……以“简便验廉”著称的

中医药，成为受人追捧的养生保健

和诊疗方式。

“治未病是中医的主要特色和

优势。随着卫生健康工作重心由以

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

变，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独特价

值。”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

大学校长张伯礼说。

当前，中医药发展站在了新的

起点上。王国强说，将中医药全面融

入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有利于

激发和释放中医药发展活力的政策

体系，就能够不断传承精华，守住中

医药生存发展的根基。

古老岐黄之术薪火相传

国医大师陈可冀悬壶行医70年，首届国医大师路志正99岁仍在

出诊……25日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大会上，一批耄耋之年的中医大咖，

精神矍铄地登上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的领奖台。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曾获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陈可冀院士说：“传承数千年

的‘岐黄之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中医值得像宝库、金矿一

样去挖掘。”

“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高质量发展，人才是根本。”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表示。

培养出近200万名中医药专门人才，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毕业后

教育和继续教育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正在构建……为了让中华

文化瑰宝“代代相传”，我国加快培养各类中医专业人才，一批国医大

师、全国名中医不断涌现。

“临床疗效是中医立业之本，是中医的生命力。”路志正为中医药

人才培养把脉，培养出会看病、看好病的中医医生，是我们要面对的问

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虽然中医药法明确，注重中医药经典理论和中

医药临床实践，但在一些地方暴露出学历教育和临床实践脱节，中医

药人才青黄不接，中医不姓“中”的倾向。

“要加大师承教育力度，做好典籍的系统挖掘、整理和利用，对散

存在国医大师、老中医、老药工手里的中医药精髓进行抢救式保护。”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长王阶说。

北京中医药大学开设岐黄国医班、成都中医药大学设立李斯炽

班……越来越多的中医药院校开设师承教改实验班，探索院校教育与

师承教育相结合的新型模式，推进中医药活态传承。

中医药的口碑在于老百姓口口相传。让人们方便看中医，放心用

中药，“国宝”传承不走样，至关重要。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同仁堂的一

副对联，道出了加工炮制对中药疗效的重要影响。

不只是炮制，中药材产地、气候等因素都会影响中药疗效。而以假

乱真、以次充好、速生种植，不仅削弱疗效，还让中医药背上污名骂名。

“不能让中医亡于中药。”关心中医药发展的专家，一次次发出振

聋发聩的呼声：质量稳了，人才强了，中医药事业才能高质量发展。

让中医现代化赢得未来

10月22日，2019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赤道几内亚国际生

命科学研究奖颁给了三个人，其中之一便是屠呦呦。

诺奖之后再获国际社会认可，屠呦呦为什么能？

“中医药来源于实践，并一直以患者的临床需求为导向来发

展，这就是中医药的牢固根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

院长黄璐琦说。

中医药需要传承精华，更需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守正创新。

癌性疼痛治疗，是一个世界难题。麻醉止痛药普遍有副作用和

成瘾性。来自中医药的一种经验方，研制变成新型外用镇痛制

剂——蟾酥膏，镇痛效果达到90%以上，当时令跨国制药巨头开出

百万美元的“天价”。它的研制者就是国医大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龙华医院刘嘉湘教授。

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从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奠定

中医理论体系，到明清时期瘟病学的产生；从中医典籍中焕发新生

的青蒿素，到将传统中药的砷剂与西药结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创新，始终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动力。

脑梗死、肝癌、帕金森病……治疗这些常见重大疑难疾病，“中

西医结合”有了越来越多的用武之地。

2018年初，我国启动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通

过中西医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对15个专业33个病种开展协同攻

关，“中医药现代化”迈开关键步伐。

引智育才、国际合作、学科交叉……一批高水平的中药科技创

新和转化平台突破以前“政府主导”的老思路，通过“产学研”密切

合作，共同“孵化”着中医药未来的“青蒿素”。

马晓伟强调，要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既不“以西律中”，也不

“以古非今”。综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跨学科中协同创新、集智

攻关，才能让中医药赢得未来。

走出去的闪亮名片

在坦桑尼亚鲁菲吉地区莫贺罗村，孩子们有了来自中国的抗

疟疾“礼物”——一种用于儿童非重症疟疾治疗的新一代青蒿素

口服药。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是全球疟疾“重灾区”，近2000万儿童

此前缺少儿童剂型的抗疟药物，中国研发的新药填补了空白。

回望来路，中医药从未像今天这样，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

历史机遇，变得“国际范儿”十足。

——《黄帝内经》《本草纲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

忆名录，中医针灸、藏医药浴法分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

——中医药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卫生组织的103个

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

——第 72 届世界卫生大会今年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

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

章节……

当“神奇”中医被口口相传，中医药将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

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融入多国医药文化中，成为不同文明美美与

共的最佳写照。

2019年1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长文说，许多文化都发

展了自己的传统疗法，但中医药拥有最古老的持续医学观察记录，

是有待现代医学深入发掘的“最大宝库”。

中医药振兴，关乎亿万人民健康福祉，关乎中华文明传承发

展。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

利用好，历久弥新的中医药，一定能书写建设健康中国的新篇章。

屠呦呦在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