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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北京中医药大学教
授王济主持的“中医体质辨识体
系建立及应用”项目荣获 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该项目由北京中医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
学、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5家
单位共同完成，王济、王琦、杨志
敏、朱爱松、徐云生、李玲孺、李
英帅、郑燕飞、白明华、黄鹂为主
要完成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

王琦 1978年提出了中医体质学
说，后又创立了中医体质学派、
中医体质学科。其学术传承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
药重点学科中医体质学科带头
人王济及其团队开展创新研究，
完成“中医体质辨识体系建立及
应用”项目，取得系列成果。

“健康中国着力推动‘把以
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的战略。近年来，我国乃
至全球慢性病患病率持续攀升，
如何解决慢病防控难题，迫切需

要寻求新的防治策略。”王济说。
项目系统构建了中医体质

辨识理论体系，基于 10万余例
大样本人群调查和体质—疾病
相关分析，创新体质理论，建立
全周期多维度体质辨识理论、体
质—疾病趋势辨识理论，形成了
独特的研究和防治疾病、诠释生
命和健康新角度，为中医治未病
和慢病防控提供了理论指导。
同时，研发了“从婴儿到老人”的
全生命周期体质辨识量表，从团
体标准上升到国家标准立项，被

列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
范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项目。
首次建立宏观与微观多模态体
质辨识模型，研发了数字化、智
能化中医体质辨识系列装备及
产品，为中医治未病、慢病防控、
主动健康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现
代化服务手段；形成“体病预警
—调体干预—动态监测”应用模
式，并构建“个人—社区—医院
—政府”四级体质健康监测网
络，颁布系列治未病干预标准，
在 1734家医院推广应用，引领

全国中医体质和治未病学术发
展及成果转化。体质治未病已
进入部分省市医保服务体系，深
入到基层，降低了多种疾病的发
病风险，节约了医疗费用，为中
医慢病管理提供范式，为慢病防
控带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王济表示，中医体质学说已
经被《中国中医药重大理论传承
创新典藏》收录，是我国中医药
领域取得的重大理论传承创新
成果，为中医药传承创新作出了
重要贡献。 （焦 桐）

中医体质辨识体系建立及应用

为治未病和慢病早期防控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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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梳理海南省黎族医药历史传
承脉络，推进黎族医药体验区内涵
建设，海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海南
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日前在海南省部
分市县开展黎族医药乡野调研活
动。各相关市县卫健部门、民族事
务部门以及黎族医药代表成立区域
调研小组开展黎族医药调研工作。

海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师生团
队于近期逐一走访市县黎族医药体
验区，配合开展“民族团结，医路同
行”黎族医药调研活动，深入黎村访
谈当地黎医代表，挖掘整理黎族医
药人才、技术和优势病种名录，了解
黎族医药工作进展。

他们走进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黎族医药体验区，参观体验区内设
置的黎药熏蒸室、黎药泡浴室、黎药
足浴室等特色治疗区，学习了解黎
药熏蒸疗法。据了解，当地已挖掘

黎族医药从业人员 110余名，依托
水朗村所在地理位置的旅游优势，
规划建设黎族医药康养中心，设置
黎族文化特色体验、黎药种植科普
示范、黎药膳等体验馆，培育黎族医
药文旅康养项目。

在五指山市中医院黎族医药体
验区，他们了解到，越来越多的黎族
医药技艺非遗传承人加入到黎族医
药传承创新和保护挖掘的工作中；
在东方市，他们见证了黎族医生娴
熟地运用传统医疗技巧，将自然赋
予的药材转化为治疗疾病的工具；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他们倾听并了
解了黎族医生的故事。

海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学生林
清华表示，他将积极学习、广泛传播
黎族医药文化，鼓励更多人投入到
黎族医药事业中，助力黎族医药长
久发展。 （载自《海南日报》）

本报讯（通讯员曾曼杰）7月 19
日上午，我国首个侗医经典病房在
贵州黔东南天柱县中医院揭牌成
立。全国名老中医龙运光教授等侗
医专家参加揭牌仪式。侗医经典病
房主要通过运用侗医经典理论与名
老侗医药专家经验指导临床，充分
发挥侗医特色与优势，积极探索运
用侗医主导的方法和技术，开展各
类疾病的诊治工作，形成侗医诊疗
方案并向其他临床科室推广，达到
全面提升侗医临床诊疗水平以及侗
医服务能力的目标。

2024年以来，天柱县中医院遵
循侗医药发展规律，充分认识侗医
经典病房建设的定位和重要意义，
把建设侗医经典病房作为发挥侗医
药特色优势、提升医院侗医药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将侗医经典病
房积累的成功诊疗经验推广应用，
全面提升医院以侗医为主治疗疾病
的能力与水平。目前医院牵头的中
国民族医药协会团体标准《侗医经
典病房建设与管理指南》获批立项
研制，其间还举办了天柱县中医医
院侗医特色门诊揭牌仪式。

近日，四川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
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中医药管理局等
11个部门联合制定印发《四川省推进儿童
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简称

《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要求，建设高水平儿童医

疗服务网络。发挥中医药在儿科疾病诊疗
方面的作用，持续推动中医儿科建设，二级
公立中医医院应普遍开设儿科门诊，三级
公立中医医院应开设儿科病房。

《实施方案》提出，发挥中医药在保障儿
童健康中的特色优势。支持中医医院积极优
化儿科疾病诊疗方案，在门诊设置小儿外治
室，有条件的设置儿童中医综合治疗区。鼓
励有条件的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及妇女儿
童专科医院建设中医儿童保健专科。充分发

挥中医药在治未病、康复以及儿童青少年近
视、肥胖防治、脊柱侧弯防治等方面的独特优
势，推广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进行干预。

《实施方案》明确，要加强儿科专业人才
培养。加强儿科领域紧缺专业人才培养，支
持省内高校增设儿科学、中医儿科学等专业，
或在相应授权学科（专业类别）范围内自主设
置儿科等二级学科或专业领域，并逐步扩大
招生规模。加强中医儿科人才队伍建设，搭
建中医儿科名医工作室平台，完善中医儿科
师承教育管理体系，扩大师带徒范围和数量。

《实施方案》强调，提升医疗服务价格
政策协同性。落实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
要求，优先将儿科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调
整范围，重点向儿科临床、有创检查、中医非
药物疗法、手术治疗等项目倾斜。（刘 茜）

近日，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了
重庆市首批“中医药良方妙技”入选项目名
单，其中八卦脉诊法、渝州正骨郭氏筋伤推
拿理筋术等12个项目入选。

据了解，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对入
选重庆“中医药良方妙技”名录的持有人、持
有单位颁发荣誉证书，并从中优选出独创独
有的方药和技术向基层医疗机构推广。

2023年末，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中医药良方妙技”征集遴选工
作。计划到 2027年，通过各区县各单位专
项工作小组的征集整理、走访调查，挖掘筛
选出本地“良方妙技”不少于 100个，遴选引
进市外其他地区的良方妙技不少于 50个，
宣传推介医德高尚、在某一领域具有独特
技法的中医传承人不少于50人。 (张 霄）

日前，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印发《陕西
省非中医类别医师学习中医培训方案》，积
极鼓励非中医类别医师学习中医，通过培
训，培养一批熟练运用中医、西医两种诊疗
方法的中西医结合人才。

培训对象为具有临床类别执业医师、执
业助理医师资格，并在本省内医疗机构执业

的非中医类别医师。培训分为一年期和两年
期，经过系统学习并考核合格者，根据相关政
策，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或中药饮片处方。

医疗机构应加强对取得“西学中结业
考核合格证”非中医类别临床医师的管理，
其开具的中药饮片处方应纳入中药处方点
评中，提升中医药服务水平。 （秦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