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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与时俱进传承发展好中医药

中新网北京11月
13日电 (记者 杜燕)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中，中医药、中
西医结合疗法发挥了
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及中
医药领域专家认为，
要与时俱进传承发展
好中医药，并发挥中
医药优势让老百姓得
到更好的服务。

“两个90%”彰
显中医药抗疫担当

今天，记者从中
国中医科学院与人民
政 协 报 社 联 合 举 办
的“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暨抗疫实践总结研
讨 会 ” 上 了 解 到 ，
在全国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中，有74187人
使 用 了 中 医 药 ， 占
91.5%。其中，湖北
省有61449人使用了
中医药，占90.6%。
临床疗效观察显示，
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
了90%以上。

“两个90%充分
说明了中医药抗击新
冠肺炎的实绩。”全
国政协常委、中国工
程院院⼠、中国中医
科学院院长黄璐琦在
研讨会上表示，回顾
总结整个中医药在这
次疫情的过程中所起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五个方面：

一是对患者按照
感冒、流感、新冠等
不同疾病类型进行分
层干预；

二是对轻型、普
通型新冠肺炎患者发
挥中医药主导作用，
对重型、危重型患者
发 挥 中 西 医 协 同 作
用；

三是在康复患者
中发挥整体的调节作
用，且整体改善率达
70%；

四是在预防中发
挥独特优势作用；

五是满足民众对
传统医药的需求。

总结抗疫经验，

黄璐琦认为，国家实
力强，让业界有实力
搞中医药科技攻关，
搞基础研究、重大疾
病防治等，让中医药
人 在 困 难 和 挑 战 的
面前始终“脚下有道
路、眼里有光明、心
中有底气”。

中医药发展应与
时俱进

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苑医院主任张东表
示，中医药“高分”
参与战“疫”给了世
界医学看待同样一种
疾病的不同思路和视
角，这个思路与视角
来源于中华传统的⽂
明两千年的积累。

九三学社吉林省
副主委、长春中医药
大学副校长冷向阳认
为，国家应加大对公
共卫生的投入，特别
是要加强对中医药的
应急体系建设投入。

“中医药的高质
量发展，需要中医理
论与时俱进，中医应
在传承继承的基础上
发扬光大。中西医结
合能更好地把中医药
事业做好。”全国政
协常委、⼭东省省立
医院院长赵家军说。

中日友好医疗保
健 部 主 任 张 洪 春 表
示，中医药要实现高
质量发展，中医和西
医就应当相互尊重，
共同探讨并形成对⼴
大 人 民 群 众 、 ⼴ 大
患 者 最 佳 的 诊 疗 方

案，使每个患者都能
够最佳的治疗措施。
同时，还要科学地对
待中医药的疗效和机
制，不能仅仅采用动
物实验或现有的手段
证明或者是否定它的
疗效。

中医药传统优势
面临新挑战

截至2020年6月30
日，全国共有58424
个中药批准⽂号，占
了中国全部药品批准
⽂ 号 的 1 / 3 强 。 与 会
专家表示，《中医药
法》颁布之后，中医
药迎来了天时地利人
和的大好发展时机。
但与此同时，中医药
的传统优势和特⾊也
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
芹表示，如何守住中
医药特⾊及优势诊疗
领域，与时俱进地拓
展中医药新的发展空
间，推动中医药高质
量发展，是新时代赋
予中医药人的重大使
命。

“目前来讲，中

药在中国整个医药产
业中与中医的地位是
完全不匹配的。”中
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
行会长宋瑞霖建议，
中药产业传承和发展
必须实事求是，在重
要开发过程中既要充
分汲取中医药丰富的
养料，又要善于利用
现代医学的技术和成
果，让现代科技为传
统赋能，讲世界听得
懂的语言，学会用公
认的标准证明自己。

与此同时，与会
专家认为，要发挥中
医药特⾊和优势，在
建设健康中国、保障
民众健康方面作出贡
献。

“下一步，中医
药事业和产业的高质
量 发 展 ， 主 要 的 发
展 思 路 就 是 遵 循 自
身 的 规 律 、 坚 持 特
⾊发展，提高创新能
力、推动内涵发展，
改革管理体系、推动
转 型 发 展 ， 坚 持 开
放 包 容 、 推 动 融 合
发 展 。 ” 黄 璐 琦 表
示。(完)

【编辑:周驰】

在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医院医
共体中药配送中心，工作人员在炮

制中药。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