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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与创新，是新时代中医发展的方向，然而古老的中医学在现代科技浪潮中，

如何融合与创新，成为考验中医界的关键命题，也决定着中医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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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创新  以现代科技赋能中医学发展

共建中医更高标准与规范
“中医学之所以传承千年

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规范

与标准功不可没。”全国政协

委员、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

泉介绍，四大经典如《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难

经》等奠定了中医学科的规范

和标准，有规矩才成方圆，否

则中医无法传承与发展数千年。

在新时代科技发展进入人

工智能时代大背景下，我们重

提建立标准、建立规范，是新

时代推动中医药学科发展的重

要命题。如何以新形式展现中

医经典，让其焕发新活力，推

动中医学科的发展？刘清泉建

议，在以四大经典所奠定的基

本规范基础上，充分与现代科

技融合，创立更高的现代规范

与指南，为中医发展打下更加

扎实的根基。

刘清泉呼吁，中医人应敞

开心扉、敞开胸怀，共同凝练

指南和规范，在中医经典原创

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组合创新，

守正创新，中西医结合，相信

中医学必定会迎来一个螺旋式

发展的飞跃。

现代生命技术赋能中医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中日友好

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姚树坤表

示，推动中医药的创新发展，

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生物技术，

特别是系统生物学理论和方法。

系统生物学是基于系统论、信

息论和控制论的交叉学科，这

些理论同样构成了中医学的核

心基础和方法论。

在此框架下，网络药理学

作为系统生物学在中药领域的

应用，专注于解析中药有效成

分与作用靶点间的相互作用。

采纳系统生物学的理论方法，

组学技术，尤其是基因组学、

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

组学、糖组学和脂组学等，是

系统生物学的主要技术和方法。

中医研究不仅需要分子组

学的支撑，还应与临床组学相

结合。对西医而言，临床表型

组学涵盖病史、体检、实验室

检查、影像学和功能测试等方

面；而对中医来说，则需将望

闻问切四诊信息与分子组学数

据有机结合，以揭示证候的本

质和规律。“我们的目标是阐

释中医药治疗疾病的机制，特

别是其多组学分子层面的作用

机理。”姚树坤指出，这需要

借助现代生物技术和系统生物

学来完成。

建立多模式的
中医药科研创新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中医

药大学教授林尧建议，搭建中

医循证医学、个案等研究体系，

推动中医微观理论发展，支持

纯中医治疗的探索与研究；加

强中医药科研投入，特别是在

最能凸显中医药特色与优势的

慢病研究领域，提升其在国家

重 大 攻 关 项 目 中 的 比 重； 大

力发展中医药交叉学科，尤其

在与中医系统观契合的人工智

能、多组学联合等领域加大建

设力度。

“中医药创新应融合高新

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和

5G 技术。”姚树坤还强调，许

多学者正探究人工智能在舌诊

仪和脉诊仪的研发，以促进证

候诊断和辨证论治的精准度，

这些高新技术可以显著提升中

医研究效率。

要敢于借鉴、不断创新。

中医是开放性学科，我们要探

索在当今这个时代中医与西医

之间的关系，敢于借鉴，创新

诊疗模式，创新中医的诊疗手

段与方法。

政策扶持与松绑  推动中医院发展
林尧建议，制定中医医院

针对性的政策扶持与松绑，为

中医医院提供专项资金补助，

鼓 励 医 院 发 展 中 医 药 特 色 医

疗服务，提升中医药药品与技

术 服 务 收 费； 对 有 长 期 使 用

记录且疗效确切的院内制剂，

允 许 其 院 外 流 通， 并 在 新 药

审 批 中 提 供 绿 色 通 道； 允 许

中 医 医 院 开 设 新 开 源 渠 道，

如 参 与 老 年 康 养 产 业 的 建 设

与 管 理， 打 造 高 质 量 中 医 药

特色养老服务。

林尧强调，要开展中医药

文化推广专项工程。加强对中

医药文化遗产的挖掘和整理，

提高中医药科普在基础教育中

的比重，将一些中医药的经典

典故纳入中小学教材；通过开

展中医药文化展览、举办中医

药文化节等形式，普及中医药

知识，提高中医药的认知度和

美誉度。

把中医药元素写入食品标签
发挥药食同源特色优势

医师报讯（通讯员  董俊彤）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加强中医

优势专科建设”，为中医药行

业指明了新的目标和方向。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食疗主任营养师王

宜表示，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

新的过程中，关键在于精益求

精，唯有如此，才能在学科建

设和人才培养上取得显著进步。

“餐桌上的中医药是传播

传承中医药的最好路径。”王

宜认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优

势，让中医药中的药食同源理

念得到持续发展，不仅要关注

家庭餐桌和厨房自制的膳品，

也要关注工业化生产的食品。

建议在现行的食品标签上明确

添加药食同源原料的膳品（食

品）标识。通过为食品赋予合

适的身份并体现中医药元素，

不仅有助于监管部门更有效地

进行监管，而且便于生产厂家

更准确地标识和推荐产品。同

时，这也有助于广大民众更好

地辨识和了解食品的营养价值

和健康效益。

此外，王宜表示，尽管药

食同源的中药在医疗保健领域

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尚缺

乏明确的法规和标准。现行的

国家标准中，食品标签和营养

标签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将中医药元素体现在标签中，

有助于凸显中医药的核心功

效，从而实现通过饮食传承和

发展中医药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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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黄晶 杨瑞静 管颜青 通讯员 董俊彤 王迪 
韩佩瑶）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加
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两会期间，中医药领域的代表委员们从推动中医
药高质量发展的各个方面发出呼声。3 月 7 日，由《医师报》与《中国
中医药报》共同组织的“两会 e 中医 代表委员话中医  群策群力助发展”
直播活动，共同探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策略。会议由《医师报》社执行
社长兼执行总编辑张艳萍主持，《中国中医药报》社社长陆静致辞。

该直播在《医师报》直播中心·医 TV 直播，新浪新闻、百度健康、
搜狐视频、微博卫生健康、知乎、海上名医、白大褂、今日头条、医师
报视频号矩阵等十余个平台同步直播 , 收获 52 万人次在线观看。

“代表委员话中医  群策群力助发展”座谈会召开

传承创新  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

参
会
嘉
宾全国政协委员：

何清湖　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湖南医药学院院长

刘清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

王　宜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食疗营养部主任

徐凤芹　中国中医科学院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

杨宇飞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诊疗部主任

姚树坤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

全国人大代表：

林　尧　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

庞国明　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兼慢病管理分会主任委员

领导嘉宾：

陆　静　《中国中医药报》社社长  

主持人：

张艳萍　《医师报》社执行社长兼执行总编辑

刘清泉 委员刘清泉 委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