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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全国科技大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和中国科协七大精神，充分发挥学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研究学科发展最新
进展，展望学科发展趋势，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中国科协组织实施了学科发展研究及发布工作。
项目周期为两年，由全国性学会具体组织。
　　按照中国科协2008年5月《关于开展2008年学科发展研究及发布活动的通知》精神，中华中医药学
会在《中医药学学科发展报告（2006—2007）》的基础上，又组织开展了本书的研究与编写工作。
首先成立了由学会主要领导牵头的课题组，负责项目的整体组织协调，成员组则由熟悉中医药学科最
新动态和发展状况，有较高学术成就的一线骨干专家以及各学科权威专家组成。
　　各分会专家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站在学科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客观地总结了2007—2008年
本专业在学术、技术方面的发展动态，并经多位专家反复论证，将达成的共识经过系统的整理与总结
，形成了报告的初稿。
　　为保证报告的公认性，避免以偏概全，2009年1月，学会按照中国科协的要求，组织30位没有参加
报告编写工作的权威专家以及专业编辑，将再次修改的分报告材料进行把关审核，并进行了修改，形
成了终审稿。
全书包含中医基础、临床、中药领域的26个专题报告及中医药学学科发展综合报告，每个报告的整体
框架按照学科现状、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发展趋势四大部分撰写。
其中，“学科现状”部分主要回顾、总结和评述近几年尤其是2007—2008年中医药学科在临床、教学
、科研、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概况；“研究成果”部分主要总结整理了本学科在新理论、新学说、新观
点、新方法、新成果、新技术等方面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存在问题”部分主要指出了学术发展、科
研成果推广应用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发展趋势”部分主要分析了本学科未来发
展趋势、发展目标，预测发展前景。
　　本书经过几十位骨干中医药专家的起草和权威专家的反复审稿、修改、统稿并最终定稿，历时近
一年，具有思路清晰、语言简洁、重点突出、综合性强等特点，适宜中医药医疗、科研、教学、产业
、管理及相关部门的工作者参考之用。
本书的出版将为制定中医药学科发展方向与科研思路提供基础资料，在促进中医药的自主创新，促进
中医药学科健康协调发展中将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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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引言　　综合报告　　中医药学学科发展研究　　中医药学是研究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
医学科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融的科学体系
。
其基础理论包括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辨证论治、五运六气、药性归经等。
中医药学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肯定的临床疗效生存并发展至今，历久不衰，保障了中华民族数千年
的繁衍昌盛。
进入21世纪，中医药学更以其挖掘不尽的科学内涵，先进的思维方式，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社会进步
和医学模式的改变，吸引着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从而焕发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治未病”是中医学的临床精髓。
中医学的天人相应、形神合一、情志生克较好地体现了现代医学向生物一社会一心理一环境医学模式
的转变。
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整体调节、因人制宜的个性化医疗模式和无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治未
病”思想等显示了其有别于西方医学防病治病模式的特点和优势。
四气五味、升降沉浮是中药临床应用的理论基础，中药复方多组分结构和多靶点调节蕴藏着巨大的治
病防病养生潜能。
针灸疗法是一种逐渐被现代医学充分认识的独特而有效的治病方法，目前已被世界一些国家纳入医疗
服务体系之中，是对人类医学的丰富和发展。
此外，在养生保健和延年益寿等方面中医药学也蕴藏着科学内涵和实用价值，是对人类保健事业的一
大贡献。
　　然而，人类的文明进步除带来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享受之外，也带来了诸多环境、生态、社会问
题，这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学科学首当其冲。
当前，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形势依然严峻。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人数在不断增加，尤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神经变性病
及肿瘤等重大疾病给中医药学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加之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疾病预防诊断和救治
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中医药学科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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