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内容。中药鉴定学的学习虽然比较繁琐，但是只

要在传统教学方法上进行改进，就能够有效的提高教

学效率和质量。随着近几年教学改革的实施，中药鉴

定学教学效果已明显提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

之间的互相学习，教学相长，对于学生以及教师的个人

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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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未病是健康中国行动的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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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健康中国是国家级战略决策，中医治未病是中医药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医药临床的重要哲学指导和临床治疗大法，更是

中医药预防保健学科的基础支撑。中医治未病是健康中国行动的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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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近日，《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印

发，《意见》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

重要标志，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为加快推

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动员全社

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提高全民健

康水平”“为坚持预防为主，把预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积极有效应对当前突出健康问题，必须关口前移”。

由此可见，“预防”是健康中国行动的核心要素。
2007 年，国务院领导同志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

战略高度，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开创性地

提出了开展中医“治未病”工作的要求，而“未病先防”

正是“治未病”核心理念之一。
7 月 18 日，国务院副总理、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会主任孙春兰在出席健康中国行动启动仪式时强

调: 充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优势，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

位健康服务。

治未病的理念和方法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

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是中医健康文化的核心学术

思想。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启动以来，一直在为健

康中国贡献力量，并已取得丰硕成果。
1 “治未病”纳入国家战略规划，成为健康中国建设

的“主力军”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

规划( 2015—2020 年) 》指出: “以治未病理念为核心，

探索融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为一体的中医健

康保障模式。”2016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

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 》指出:“到 2030 年，在

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

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施中医

治未病健康工程，加强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室建设”“加

快中医治未病技术体系与产业体系建设。推广融入中

医治未病理念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方式”。国务院 2016

年 10 月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 “到

2030 年，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

治疗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得到充

分发挥。”2016 年 12 月，国务院下发《“十三五”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指出: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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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病、重大疾病治疗和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国

务院一系列的政策出台，标志着挖掘整理中医“治未

病”的理论和方法被正式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之中，具

有重要意义。
2 各地政府积极发力“治未病”，助推健康中国建设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正确领导下，各地政府积

极作为，有效地推动了“治未病”的向前发展。每个省

份均出台了“治未病”相关政策，多个省已取得了卓有

成效的成绩。

广东省积极构建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体系，

2015—2018 年，财政共投入 1. 47 亿元发展治未病服

务; 完善价格支撑政策，在全国率先出台治未病试点工

作物价政策，探索中医干预技术服务纳入医保目录; 加

强规范管理，先后制定出台《广东省推进中医预防保

健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广东省区域中医预防保

健服务工作指南》以及《广东省中医治未病服务网络

建设工作指导手册》。预计到 2020 年，全省初步建成

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体系。

北京市于 2017 年 6 月启动北京中医药“治未病”

健康促进工程，通过该工程组建了 150 家中医医疗服

务团队，吸引 50 万人参与线上互动健康管理，中医

“治未病”科普覆盖 100 万人，市民在全市 150 个服务

点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加入到“治未病”服务号，在线

上接受中医指导和服务。国务院批复的《全面推进北

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在医

疗机构治未病服务项目纳入收费项目和确定收费标准

等方面先行先试。
3 “治未病”组织骈兴错出，团结健康中国行动践行者

2015 年 4 月，首个国家级治未病学术组织———全

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治未病分会成立，随后，世界

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治未病专业委员会、中华中医

药学会治未病分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治未病分会、中
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治未病与亚健康分会等国家级治

未病学术组织相继成立。近 20 个省份已成立省级治

未病学术组织，其中，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治未病专业委

员会是全国首家省级治未病专业委员会，于 2009 年成

立，广东省级以上学术组织最多，有 4 个。很多市级治

未病学术组织也已成立。各级学术组织建立后，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在学术交流、标准制定、科学研

究、人才培训、技术推广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

党和政府联系治未病工作者的纽带，极好地推动了

“治未病”事业的融合发展。
4 医疗机构“治未病”服务迈上新台阶，是健康中国

行动的先行者

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有关文件，并将“治未病”

服务纳入中医院等级评审，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已普遍

设置“治未病”科室，很多医院也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

路，云南省中医医院的滇池院区，占地 108. 65 亩，以

“治未病”理念构建中医药健康服务核心区，辽宁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的慢病康复院区，建筑面积 4. 2 万㎡，

以“治未病”理念建设集康复、养生、保健、疗养为一体

的康复中心，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治未

病科在国内率先建立了“治未病”中医健康状态辨识

与干预体系，自主研制的“中医健康状态评估系统”，

是国内第一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整体状态辨识

系统。越来越多的综合医院挂牌成立“治未病”科室，

例如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世纪坛医院等。有些妇幼保健院已经探索出了“治未

病”模式在妇幼保健的应用，例如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南海妇产儿童医院等。专科医院

也在积极探索“治未病”服务模式，将“治未病”理念融

入到专科特色中，使得专科建设进一步得到升华，例如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等。

相当多的基层医疗机构正加入“治未病”服务大军，例

如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

松江区方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近日，成都汉

和中医治未病医院投入试运营，标志着“治未病”专业

服务将迈上新台阶。
5 “治未病”学术论文与专著蓬勃涌现，为健康中国

提供学术支持

通过知网以“治未病”作为篇名检索学术论文，选

择中文文献，从 2007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有 3325

篇学术论文，而 1994 年 1 月至 2006 年 12 月却仅有

120 篇。通过当当网搜索发现，在售有关“治未病”专

著约 180 本。其中，王琦教授主编的《中医未病学》，

张树峰教授、杨建宇教授主编的《中 医 治 未 病 学 教

程》，孙涛教授、何清湖教授主编的《中医治未病》，陈

涤平教授编写的《中医治未病学概论》，李灿东教授主

编的《中医状态学》较具有代表性。
6 “治未病”技术体系进一步提升，推进健康中国一

体化服务

中医健康状态辨识与评估技术、中医疾病风险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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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技术以及中医药健康干预技术等治未病核心环节的

关键技术得到完善与发展。中医四诊设备、体质辨识

系统、福建中医药大学研发的中医健康管理太空舱以

及中国中医科学院杨秋莉教授领先研发的五态辨识调

心养身系统都是中医健康状态辨识与评估技术的代

表。中医经络检测仪、医用红外热像仪、眼象健康成像

仪及生物波电子检测仪等一大批中医疾病风险预警技

术正被临床应用。而中医药健康干预技术更是丰富多

彩，除传统的针刺、灸法、拔罐、推拿、药浴、刮痧、膏方、

贴敷等技术外，新技术更是层出不穷，例如天津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津沽脏腑推拿技术，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太极阴阳罐法，乌鲁木齐市中医

医院的经络运动疗法，成都中医药大学温江门诊部的

颈椎矫姿五禽戏功法，南充市中医医院的茵陈降脂茶

饮、苦芪降糖茶饮，柳州市中医医院的“以俞调枢”外

治法，河南中医药大学的三部推拿法治疗不寐技术，

北京按摩医院的脏腑按动技术，鄂尔多斯市蒙医医院

的蒙医学排毒保健法，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第一医院的德瑜正脊平衡三步推油拔罐火疗技术，国

医华科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中药超声雾化技术

等等。
7 “治未病”服务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完善，为健康中

国行动培养人才队伍

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加入到“治未病”服务人才

培养的队伍，杭州师范大学招收治未病与健康管理学

博士，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

大学、河北中医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

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开设中医

养生学专业，承德医学院设立治未病教研室。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开展也为“治未病”服务人

才的培养贡献了强大的力量。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

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公布的

2019 年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中与“治未病”相关的约 40

项，再加之省级及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可谓数量庞

大，或许您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有地方正在举办

“治未病”培训班。

同时，有些省份已建立省级专家库，为全省的治未

病服务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依托省属中医

机构建设省级指导中心，地市依托市级中医院建设区

域指导中心，承担治未病骨干培训任务和基层指导功

能。制定专项人才培训计划，探索开展岗位培训和职

业技能人员培训。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

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鼓励在吸纳非卫生技

术人员在医疗机构提供中医治未病服务、医疗机构中

医治未病专职医师职称晋升等方面先行试点。这充分

表明国家全力支持“治未病”服务人才体系的构建。
8 “治未病”科普力度逐渐加大，提升群众健康素养

水平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过成立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

团，举办“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开设“中国中医”公

众号等方式科普“治未病”知识。《中国中医药报》《健

康报》已经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健康读物。央视《健

康之路》与北京卫视《养生堂》等电视节目也在不断传

播“治未病”知识。而“首都中医治未病”“治未病分

会”等公众号也成为了“治未病”科普的攻坚力量。同

时，各级中医机构积极开展“治未病”知识宣教活动，

普及中医保健知识。通过各有关单位、专家的不断努

力，“治未病”理念已深入人心，为健康中国行动中“实

现健康素养人人有”的目标贡献力量。

发展治未病服务，不仅能满足人民群众预防疾病、

追求健康的现实需求，对扩大消费、吸纳就业及创新经

济增长点也具有重要意义。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主导

作用不仅仅是一个医学科学问题，而且是当前及今后

一个时期国家、行业、人民共同需要大力开展、积极推

进、实际解决的重要的国际民生问题。我们相信中医

“治未病”将会书写更加辉煌的明天，将会为健康中国

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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