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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解读

破解中西医协同发展难题  展中国处方优势
▲中国中医科学院  唐旭东

建立中西协同疾病防治体系

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要走“四有”之路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 面 向 工 农 兵”“ 预 防

为主”“团结中西医”“卫

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

合”成为指导新中国卫生

工作的四大方针。

1950 年， 第 一 届 全

国卫生会议确立的为人

民健康 服 务 、防 患 于 未

然 、 发 挥 中 西 医 各 自

优 势 等 诸 多 思 想 精 髓

及其影响延续至今，在

如今健康中国建设乃 至

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中

仍然发挥着重大的现实

指导意义。

中医药是我国
传染病防治独特资源

我国历史上抗击瘟疫

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医药

是我国防治传染病的独特

资 源。 譬 如，1956 年 流

行 性 乙 型 脑 炎、2003 年

非典、2009 年禽流感等，

均表明中医药丰富的临

床经验具有非常宝贵的

实践价值。

此 次 新 冠 疫 情 救 治

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

医结合，发挥了很好的

作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

出，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

病例占比 92%。2020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指

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

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

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

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

实践。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在 全

球蔓延，未来暴发性传染

性疾病的风险依然存在。

总结我国独有的中西医协

同的防治重大传染病的经

验，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染

病防治体系是当前和未来

的重大任务。

将中医药防治全面融入
应急预案和技术方案

中 医 药 系 统 在 重 大

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应急

处置中应第一时间参与，

中医药的防治举措应全

面地融入到应急预案和

防控技术方案中，要重视

并切实加强中医药应对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和疫病防

治的人才队伍和基地建

设，在 公 共 卫 生 防 控 机

构建立中医药的部门和

人员配备，提升中西医

协同防治疫病的能力和

效率。

《 政 策 措 施》 的 第

十条明确提出，中医药

防治举措全面融入应急预

案和技术方案。建立国家

中医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骨干人才库，建设国

家中医疫病防治队伍等具

体任务。这 些 任 务 落 实

后将健全中西医协同疫

病防治机制，有力地推

动中西医协同防治重大

传染病。

在新冠肺炎治疗方面，

最难之处在于无法有效地

抑制造成肺损伤的过度免

疫反应，以及带来严重肺

损伤，乃至造成多功能脏

器衰竭的“炎症因子风暴”。

揭示中药抑制新冠病毒机制
现有的治疗手段均属

于对症治疗、支持治疗。

中医药发挥多靶点、多环

节的治疗优势，取得了新

冠肺炎感染者的明显获益。

然而，科学界特别关

注药物的作用机制，强调

在科学地评价药物的安全

性与有效性的同时，还须

用现代医学乃至现代科技

的语言阐明其疗效作用机

制。譬如，屠呦呦研究员

发明的青蒿素等重大成果，

均是通过中西医结合的研

究方法实现的。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科

研机构通过先进的技术手

段，开展中医药治疗新冠

肺炎的机制研究。

斯坦福大学和香港大

学的研究团队采用依据配

体与受体作用的“锁 - 钥

原理”建立的分子对接技

术，揭示了中药黄芩、灯

盏细辛、酸橙与陈皮的成

分能够与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Ⅱ（ACE2）结合，与新

冠病毒表面棘突的 S 蛋白

形成竞争，是潜在的抗新

冠肺炎的化合物。

同时，多项临床研究

也表明，辨证论治的中药

复方疗法在抑制愈发严重

的肺损伤和“炎症因子风

暴”前期病变方面可能发

挥作用。

倒逼我国加强中医现代研究
这些世界科学前沿均

是依托先进的技术平台和

人才团队实现的。因此倒

逼在获得确有疗效的人用

经验的同时，加大投入建

设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与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等科研平台，加强多学科

前沿技术与中医药的深度

交叉融合，开展中西医结

合学科专科的内涵建设，

形成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

并揭示其科学机制，实现

传承创新互动发展，让中

医药走向世界。

《政策措施》第十二

条提出，开展重大疑难疾

病、传染病、慢性病等中

西医联合攻关。这是希望

中西医联合在医疗领域有

所突破，共克医学难题，

为人类健康做出新贡献。

中西医结合有助于开

展重大疑难疾病的中西医

联合攻关，形成独具特色

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提高重大疑难疾病、急危

重症的临床疗效。

宜中则中  宜西则西
从人体整个生命周期

的维度看，中医药防治疾

病能将治疗前置，在身体

出现功能性问题或者出现

不适症状表现时进行早期

干预，实现防患于未然，

注重未病防治，具有简、便、

廉、验、效的技术特点。

对于当前我国优质医

疗资源分布不均、乡村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尚较

薄弱、中医药优势技术应

对重大疾病和常见病尚不

广泛深入等问题，而进一

步深化中西医结合的医疗

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中

国处方”。

中西医两种医学对生

命和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方

法各有所长，在解决临床

实际问题中，应坚持“宜

中则中、宜西则西”，发

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

让患者获益最大化
在综合性中医医院和

中医专科医院，经过新中

国成立后中医师承制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中医医师

规范化培养模式、中为主

而兼学西的中医医师培养

模式，以及西学中班的中

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现代中医医院管理模式等

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经

过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运

营实践和经验总结，应该

说，中医医院、中医专科

医院以发挥中医特色优势

为主、整合西医完善医院

综合服务能力为辅，中医

为主、中西医兼通、中西

医整合专科执业的体系已

经相对成熟，并取得了广

泛的社会认同。

在综合医院、传染病

医院和专科医院还需要进

一步健全中医师队伍，建

立具有中西医结合优势和

临床服务能力的中西医结

合专科团队很有必要。这

样立体化综合推进才能形

成患者获益最大化的中西

医结合学科诊疗体系，为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作出更大的贡献。

《政策措施》第九条

正是从人员培训、科室建

设、诊疗体系等方面，提

出创新中西医结合医疗模

式，鼓励综合医院、传染

病医院、专科医院等逐步

推广“有机制、有团队、

有措施、有成效”的中西

医结合医疗模式。

打造科研平台  将中医药与多学科前沿技术深度融合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政策措施》），

指出要完善中西医结合制度，创新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健全中西医协同疫病防治机制，完善西医

学习中医制度，提高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水平。

本期专栏特邀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唐旭东教授对《政策措施》进行解读，并分享关于中西医

协同发展的思考。唐旭东教授指出，面向人民健康的战略需求，总结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经验做

法，实现传承与创新互动发展，破解中医药和西医药互相补充、协同发展的难题，是当前和今后中

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命题。 唐旭东 教授

扫一扫

关联阅读全文

结小
唐旭东教授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治

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进行了中医药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中西医结合

再次展示了“中国处方”的优势。

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政策措施》，将由

多部门跨行业协同推进落实，这将有利于中西

医协同防治重大传染病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中

西医结合医疗模式的推广，有利于中西医结合

临床科学研究的创新，实现传承与创新的互动

发展，中西医药的良性互补、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