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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剖析了历年来我国在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和中药应用开发研究, 以及国际

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状况。认为 21世纪中医药的发展,更需注重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加快中医药自身的

发展并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的医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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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医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科学体系, 也是中

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年来中医药在各

学科领域, 如中医理论、中药、中医所属各科疾病、针

灸、经络理论、医史文献、信息、图书等方面进行着不懈

的努力探索,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中华民族的繁衍

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并且对世界的文明进步

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中医药发展的现状

1. 我国中医药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我国广大中医中药科研人员的努力下, 特别是

经过近几年的拼搏, 我国已自主开发出了一批具有知

识产权,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医药技术成果。引

起了中外医学界的关注,如成功研究了一批濒危动植

物资源替代品,人工麝香、人工牛黄、人工虎骨;对中医

#证∃的现代科学基础、针刺镇痛原理和经络的研究以
及中药复方作用机理的深入认识;中医四诊中脉诊、舌

诊、面诊的数字化、定量化研究;中医药对特殊病、疑难

杂症治疗的特殊疗效;中药活血化淤治疗心脑血管病

的重大疗效;外固定方法治疗四肢骨折的成果,得到世

界医学界的公认;中医药古典医藉的挖掘整理和信息

网络建设,也取得显著成绩。

同时, 中药的工艺技术、装备水平也大大提高, 企

业的规模不断扩大。 2001年中药工业企业共有 1200

家,能生产包括滴丸、气雾剂、注射剂在内的现代中药

剂型 40余种,品种 8000余个,中药已出口到 130多个

国家和地区。中药产业已成为我国快速增长的产业之

一,年增幅达 20% , 已成为一项具有较强发展优势和

广阔前景的潜在的战略性产业。同时, 中医在防治艾

滋病、肝炎、风湿性疾病、糖尿病等现代难治性疾病、亚

健康状态调节等方面已经显示出巨大发展前景。

国家科技部高度关注中医药的发展。在国家重大

科技发展计划里,国家投入大量的基金用于中医药教

育、科研、临床研究等方面。比如支持基础研究的 973

计划,支持高技术发展的 863计划,都对中医药研究做

了安排。国家的 #七五∃、#八五 ∃、#九五 ∃等协作攻关
项目中对中医药资金的投入, #攀登计划 ∃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重点课题资助,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央财政

对中医药科学研究的投入就从 #八五∃的 4850万元增加

到 #九五 ∃的 1. 6亿元, #十五∃期间达到了 7. 4亿元。

目前, 为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 科技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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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 2006~ 2020 ) ∋为基
础制定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 ∋, 提出了坚
持 #原创性为根基, 人类健康为本, 传承创新并重, 合

作互利共赢 ∃的指导原则, 推动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

的深入开展,让全人类共享中医药文明。

2. 科研学术上的成熟

( 1)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

在中医药证的研究方面, 对中医证候进行了大量

的动物和临床流行病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脾虚证、肾虚

证、血瘀证等方面有深入进展, 为揭示中医脏象气血学

说的现代内涵积累了大量科学数据和经验;并与基因

组学、蛋白组学等结合进行了探索研究,为生命科学的

发展提供了借鉴。

在经络研究方面,提出了循经感传和经络实质的

神经生物学假说;在经脉 -脏腑相关联系途径的研究

方面, 获得了比目前国外关于体壁与内脏关系研究更

新颖、更有意义的发现。

在中药基础研究方面, 常用中药 (单味药 )物质基

础进一步得到阐明, 基本搞清了 120种中药材的化学

成分和有效成分,青蒿素、灯盏花素以及抗肿瘤的人参

Rg1等一些活性成分被开发成了新药; 中药复方理论

研究进一步深化, 特别是开展了对生脉散、当归补血

汤、桂枝汤、血府逐瘀汤、六味地黄汤等代表性经典方

剂的现代系统研究,以揭示其配伍原理,证明中药复方

多成分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人体多个靶点发挥综合调

节的优越性,中医变饮片配伍为有效组分配伍的研究

正在突破。

在信息文献研究方面, 集本草大成的巨著 &中华
本草∋于 1999年出版发行, &内经 ∋、&难经∋等 11部重

点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全部完成, &素问 ∋的研究、&神农
本草经 ∋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中医古籍孤
本大全 ∋等一大批优秀著作也相继编撰出版, 极大地

丰富了中医药理论体系;国家重点投资的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在基础设施和数据库等建

设方面都有了一定成绩,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 2)中医药临床研究。

活血化瘀、扶正祛邪等中医治则治法的研究应用

以及临床综合治疗手段的研究应用, 使中医药对心、脑

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病毒性肝炎、老年病、戒毒等重大

疾病的治疗效果得到了显著提高;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

腹症和骨伤科疾病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疗效;清开灵、双

黄连粉针等一批用于危急重症的中药新制剂的研制成

功,提高了中医药急症治疗水平。

针刺镇痛和针麻研究始终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得

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针药复合麻醉应用范围不断

扩大,效果不断提高; 针刺镇痛的深入研究不仅促进了

疼痛生理学的发展, 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针刺疗法在世

界各国的传播。

( 3)中药应用开发的研究。

中药资源的研究利用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历经 10年完成的 #中药资源普
查 ∃基本摸清了我国中药资源的拥有量和分布情况,

为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中药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

项研究被评为 1995年全国科技 10大成就之一, 获

199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20种常用多来源中药

材品种整理和质量标准的研究, 基本澄清了我国中药

品种混乱问题;人工麝香、人工牛黄、熊胆人工引流和

犀角、虎骨代用品的研究以及甘草、麻黄、肉苁蓉等大

宗药材的野生变家种的人工栽培技术的研究都取得了

显著进展和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中药新药的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 1985年 &新药
审批办法∋实施以来,研究开发的中药品种达 1000多

个;抗疟新药双氢青蒿素的研制生产是我国对世界医

药界的一大贡献,目前对其衍生物治疗艾滋病、恶性肿

瘤的研究又有新的发现。

3. 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日益广泛和活跃

目前世界上至少有 40个国家开设了中医针灸学

校。在美国,有 7O余所中医、针灸学校, 在校生 8000

多人,学制也由过去的业余制、半日制改为全日制。在

澳大利亚、英国、泰国,有 7所正规大学中设立了中医

针灸专业,在奥地利, 经科技教育部批准,成立民营的

中医正规大学,将中医纳入本国的正式学历教育中。

据统计,在一些国家与我国卫生部签署的双边卫

生合作协议中, 有 5O多个协议含有中医药合作的内

容,与我国中医药主管部门单独签署中医药合作协议

的有 17个国家和地区。针灸已在部分国家取得了合

法地位,除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尼、越南等国中医

已经取得合法地位外,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业州于 2000

年 5月通过中医法案, 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与西医在

法律上是平等的。 2001年 7月, 泰国卫生部宣布, 以

法律的形式批准中医在泰国合法化。几年来, 已有

100多名中医经过考试,取得行医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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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由于科技手段的发展、科研领域的深入

和国际交流合作的扩大,国际医药学界以对天然药物

的探求为触点,对传统医药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根

据新闻媒体的报道:

从医的角度看, 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立法对传统

医学进行规范管理, 更有一些国家将包括中医药在内

的传统医药学作为医学院校的专业方向或必修课程。

世界上有 100多个国家在研究和运用中医药。

从药的角度看, 2002年时天然药物销售已占到国

际医药市场 30%的份额,而且以每年 10% ~ 15%的速

度在增长。全球已有 100多个国家从中国进出口中

药,而用中药 (和其他天然药物 )防治病的人数占世界

总人口近 40%。中药 (和其他天然药物 )每年国际市

场的成交额高达 160亿美元, 但其中我国的份额尚不

到 5%,且处于逆差状态。特别是在此仅有的 5%之中

成药比率不足 30%。而占据了 90%国际中草药市场

份额的日本和韩国其所用的中药原材料 80%取自中

国。一些世界级的医药巨头企业甚至 #登堂入室 ∃, 在
我国的中药原产地建立自己的中药新药研发机构。一

些在药物研究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外著名大学也积极

联手国内院校成立了 #中草药全球化联合体∃。
4. 中医药的高等教育

目前, 全国已建立 33所省高等中医院校, 这对于

中医人才的培养以及中医文化瑰宝的继承和发展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

发了 ( 56)国二办周字第 19号文, 同意在北京、上海、

广州、成都分别建立 4所中医学院。从此,我国的中医

药高等教育事业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2006年,新中国

高等中医药教育将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 作为新

中国最早建立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 上海中医药大

学也在 2006年 12月 8日迎来它的 50周年华诞。回

顾中医药教育发展的历史, 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精髓得

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发扬;展望中医药事业的未来,中

医药事业必将与人类健康共辉煌。

二、中医药发展存在的问题

李振吉指出,目前中医药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

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二是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三

是中医和中药的关系;四是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

关系问题。中医学是基于实践产生, 基于传承延续,基

于创新发展的,在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中,要在

学习基本理论和总结临证经验的基础上,讲求研究方

法的创新,在创新中保持发挥中医的特色优势,而不是

一味的完全 #西化 ∃。在人才培养方面, 精英培养是至

关重要的,要根据新时期提高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的

需求,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前,我

国是医药不分家的, 但是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

步,中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产业,但中药的研发一定要

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技术支撑。目前, 中医药对复杂科

学、生物信息学、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等理论及技

术的借鉴和引用,丰富了中医药现代研究的思路和手

段,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局面正在形成,中医药正在向现

代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此外, 中医药在教学、科研、临床中也存在一定的

问题。中医学是朴素的经验医学, 是在宏观知识环境

和背景下建立的,而西医学是以现代科学的微观知识

为基础的,有其生物化学、病理解剖学等的微观相应指

标表述,从这一点来看,中医药学还与现代医学的可重

复性、精确性、定量化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另

外,还有中医教学的重复, 重基础轻临床,教育模式西

医化,科研方法学欠缺, 医疗技术不够完善等等问题。

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中,我们要进一步树立与时俱进的

科学发展观,使中医药事业集理论性、实践性于一身,

走一条具有中医特色的现代化科学发展道路。

三、对 21世纪中医药发展的思考

1. 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21世纪的头 20年,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以生命科学为主导的时代, 国

际社会普遍重视传统医药, 中医药学具有巨大的发展

潜力,高等中医药教育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百年大

计,教育为本,国家兴旺,教育为先,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应该始终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之间

的关系,坚持 #继承与创新 ∃并重, 大力培养优秀创新

人才,不断完善以高层次教育为主体的人才培养体系。

大力实施名院、名科、名医的 #三名 ∃战略。在高等教
育中应该使现代学院的教学模式与传统的师承培养模

式相结合,在基础学习阶段主要以现代学院教育为主,

而临床实践方面要以传统的师承培养模式为主, 中医

学是实践性极强的医学科学, 中医药科技工作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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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延续规律,遵循 #读经典、多临床、跟名师∃的
原则。

2. 加快中医药自身的发展

中医药的继承、创新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进入了

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期。专家认为,中医药学

是最有望以我国为主导取得原始创新突破、对世界科

技和医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 中医药产业是我

国具有原创性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 中

医药等传统医药将成为科技重大原始创新的源泉和基

础平台。由我国倡导实施的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对人类深化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以及生命科学的发展

具有基础性意义。它的实施必将促进中华文明对当今

世界的积极贡献,并为建设以知识为基础的健康社会

探索可行的现实路径。中医药的科学性、理论价值、神

奇疗效、重要地位,正在不断的被国际上认识和采用,

这使中医药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西医的局限性以

及西药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使人们看到了提纯、抗生

素类药给人类带来的危害, 也提示我们必须建立以中

医药为主的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那么如

何发展我国的中医药事业, 将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

务。中医药的发展一定要遵循自身的特点,而不能被

现代医学同化,只有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的规律,体现

中医药的特色,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否则势必会抑制

甚至阻碍中医药发展。在充分发挥中医整体观念和辩

证论治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挖掘中医药在微观知识

结构上的特点,综合运用当代生物学、数学、化学、物理

学和信息科学提供的新理论、新技术及新方法,抓住证

候、方剂、针灸原理三大核心科学问题, 揭示其科学内

涵,注重理论创新,以加强中医药现代化的科学理论基

础,使中医药更加科学化、现代化、客观化。

3. 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的医疗疗效

医疗疗效的提高应体现扬长避短的原则, 充分发

挥中医药在功能性、病毒性、代谢性疾病以及针灸、推

拿和功能康复等方面的优势。如在治疗病毒型肝炎方

面,据 &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 ∋提供的数据,

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 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

1983年 ~ 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

亡率进行了统计比,结果为 0. 05% (11. 7% , 即中美的

死亡比是 1(234, 这足以证明中医药是治疗疫病的首
选措施。因为中医药是完整的体系, 从辨证施治入手,

在宏观上、整体上分析,认为人体免疫力的下降是阻碍

病毒消失的根源,这和西方医学寻找病原体有本质的

区别。中医药在有优势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与现代医

学和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发挥其在预防和治疗重大疾

病以及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大作用。

当前,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传统医药特别是中医

药的健康观念、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与现代医学的结合

将可能为人类提供医疗卫生保健新模式。世界各国纷

纷从法律、标准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加大了对传统医

药的支持。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数据表明,

2005年 5月, 75个国家已组建了有关天然药物管理机

构, 51个国家制定了发展传统医学的国家政策, 92个

国家颁布了草药产品注册的法律法规。WHO强调传

统医药能够在实现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方面发挥重
大作用,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的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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