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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发布中医药发展白皮书
《中国的中医药》

12 月 6 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

中医药》白皮书，这也是我国首次发布中医

药发展状况的白皮书。

据了解，白皮书从中医药的历史发展脉

络及其特点、中国发展中医药的国家政策和

主要措施、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中医药国

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对我国中医药的发展

情况进行了概述。

全文约 9000 余字，由前言、正文、结束

语三部分组成，以中、英、法、俄、德、西、日、

阿等语种发表，中文版和英文版已分别由人

民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出版。

王国强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中医药

在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在“治未病”、重大疾

病防治、康复以及完善健康保障方面都能发

挥重要作用，在建设健康环境方面，中医药

也具有优势。

中医药“整体化、个体化、治未病”等理
念意蕴深远

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言人袭艳春表示，

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各

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做

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

学，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贡

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白皮书显示，中医药在历史发展进程

中，兼容并蓄、创新开放，形成了独特的生命

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观，实现了自然科

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和统一，蕴含了中华民

族深邃的哲学思想。随着健康观念变化和医

学模式转变，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独特价

值，并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包括重视整体，注

重“平”与“和”，强调个体化，突出“治未病”，

使用简便等。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屡经天灾、战乱

和瘟疫，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人口不断增

加、文明得以传承，中医药做出了重大贡献。

近些年来，抗疟药物“青蒿素”的发明，拯救

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2015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因

“青蒿素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更是让世界见证了传统中医药的魅

力。

中医药传承与发展提速，中医医疗服务
体系覆盖城乡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近

年来，更是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中医药发展的

政策文件。

2003 年，国务院发布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医药条例》

2009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关于扶持

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逐步

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医药政策体系

2015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医药

法(草案)》，并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将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和制度保障

2016 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

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这是把中医

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具体体现，是新时

期推进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近期举行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强调，

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

王国强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的中

医医疗服务体系。在城市，形成了以中医（民

族医、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类门诊部和诊

所以及综合医院中医类临床科室、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为主的城市中医医疗服务网络。在

农村，形成了由县级中医医院、综合医院（专

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临床科室、乡镇卫

生院中医科和村卫生室为主的农村中医医

疗服务网络，提供基本中医医疗预防保健服

务。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有中医类医院

3966 所，其中民族医医院 253 所，中西医结

合医院 446 所。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45.2 万人（含民族医医师、中西医结合医

师）。全国有中医类门诊部、诊所 42528 个，

其中民族医门诊部、诊所 550 个，中西医结

合门诊部、诊所 7706 个。2015 年全国中医类

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9.1 亿，全国中

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 2691.5 万人。

中医药除在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

的防治中贡献力量外，在重大疫情防治和突

发事件医疗救治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中医、

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疗效得

到世界卫生组织肯定；中医治疗甲型 H1N1

流感，取得良好效果，成果引起国际社会关

注。同时，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手足口病、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等传染病，以及四川汶

川特大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江苏昆

山爆炸等突发事件医疗救治中，都发挥了独

特作用。

此外，中医药在预防保健、文化建设等

多个方面取得快速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

政府重视和保护中医药的文化价值，积极推

进中医药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已有 130

个中医药类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医针灸”被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

忆名录。

此外，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也取得积极进

展。制定实施了《中医药标准化中长期发展

规划纲要（2011—2020 年）》，中医药标准体

系初步形成，标准数量达到 649 项，年平均

增率 29%。中医、针灸、中药、中西医结合、中

药材种子种苗 5 个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及广东、上海、甘肃等地方中医药标委会相

继成立。

中医药已成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元素

从里约奥运会、G20 杭州峰会，以及最

近在上海举行的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等国际

重大活动和会议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

中医药热现象。

王国强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今年，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开

展了第四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此次调

查引用 LightSpeed Research 全球样本库中

覆盖 G20 中除欧盟外的 19 个成员国 9500

个样本，并严格执行 Online 在线调查的国

际标准。调查结果显示，与 2012 年第一次调

查相比，中医药首次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

中国元素，选择比例达 50%，中国整体形象

稳步提升，并呈现新特点。与中医密不可分

的武术列居第二，远超书法、戏曲、饮食等元

素。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传统医

药发展，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密切合作关

系，为全球传统医学发展做出贡献。目前，中

国政府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专门的

中医药合作协议 86 个, 中国政府已经支持

在海外建立了 10 个中医药中心。

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 183

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

103 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 29 个国家

和地区设立了法律法规，18 个国家和地区

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中药逐步进入国

际医药体系，已在新加坡、古巴、越南、阿联

酋和俄罗斯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有 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培

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总部设在中国的世界

针灸学会联合会有 53 个国家和地区 194 个

会员团体，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有 67 个

国家和地区 251 个会员团体。

此外，为促进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规

范发展，保障安全、有效、合理应用，中国推

动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中医药技术

委员会（ISO/TC249），秘书处设在中国上

海，目前已发布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在中

国推动下，世界卫生组织将以中医药为主体

的 传 统 医 学 纳 入 新 版 国 际 疾 病 分 类

（ICD-11）中。推动传统药监督管理国际合

作，保障传统药安全有效。 来源：《新华网》

抗生素滥用太可怕，到底哪些才是抗生素？
最近一则《七旬老太患上常见的肺炎，

11 种抗生素竟然都不管用》的新闻刷屏朋

友圈，很多人都认为“抗生素”是救命药，然

而关键时刻，为何 11 种抗生素都无法救命？

滥用抗生素的最大危害，就是导致人类

最后无药可救，养出了“超级细菌”！抗生素

是一把双刃剑，用不对就是拿它在给自己捅

刀子！

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细菌耐药———无药可用
抗生素本来就是消灭细菌的小能手，但

在杀灭或抑制过程中，细菌也一直在“反

抗”。细菌为了生存，在跟药物的不断抗争下

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和状态，来维持生命，导

致细菌耐药。如果继续乱用，2050 年人类因

此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 1000 万。

“炸”毁肠道———数年恢复
服用抗生素的同时，肠道菌群也无一幸

免，无论是有益菌，还是有害菌。抗生素药物

每使用一次，就相当于在肠道里投了一颗

“炸弹”，它对肠道菌群能够造成非常大的破

坏，甚至需要数年才能恢复。

摧毁免疫———更易生病
人体有超过 80% 的免疫功能建构在肠

道中的益生菌平衡上，从婴儿开始，肠道菌

群便逐渐发挥作用，免疫功能也由此启动。

抗生素的滥用严重影响肠道菌群的平

衡，摧毁大量的益生菌，影响人体的免疫系

统。而益菌除了是防御的卫兵，也是移除体

内重金属的帮手，一旦让坏菌占得优势，肠

壁出现漏洞，细菌、过敏原得以入侵血液，将

会使已经削弱的免疫系统责任更为加重。

不良反应———药三分毒
抗生素本身就是一种药物，不合理使用

很容易产生不良反应。比如小孩使用了庆大

霉素、丁胺卡那霉素出现了耳聋，成人使用

可能会有肾脏的问题。还有红霉素里面的四

环素，大量使用会造成肝脏的损害，小孩使

用会影响牙齿和骨骼的发育问题。

影响大脑———记忆变差
据德国的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

中心的研究，广谱抗生素会减缓小鼠大脑中

海马体的细胞发育。而海马体主要负责记忆

和学习，日常生活中的短期记忆都储存在海

马体中。实验中的小鼠在记忆测试中表现很

差，而且体内白细胞更少。

一招识别抗生素

磺胺
磺胺类抗菌药，用作词头。

如磺胺嘧啶、磺胺甲恶唑、磺胺米隆等。

霉素
各类抗生素都有用这个词干。

如阿奇霉素、克林霉素、罗红霉素、红霉

素等。

西林
青霉素类药物。

如阿莫西林、氨苄西林、哌拉西林、美洛

西林等。

头孢
头孢菌素类药物，用作词头。

例如，头孢拉定、头孢地尼、头孢曲松、

头孢哌酮等。

培南
碳青霉烯类药物。

如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帕尼培南等。

环素
四环素类药物。

如四环素、土霉素、地美环素、美他环素

等。

沙星
喹诺酮类药物。

如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环

丙沙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