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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慢病管理分会 2017 年中医、民族医慢病管理学术交流会

暨慢病绩效管理研讨会在山东泰安召开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慢病管理分会 2017年中医、民族医慢病管理学术交流会暨慢病绩效管

理研讨会于 2017 年 6月 16～18 日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本次会议由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承办。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徐寒松院长、内分泌科杨娟主任；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副

教授吴云川；吉林省和龙市中医医院内科主任曲胜国；山东省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姜

学连主任；中国重汽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傅希灵；山东省新泰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范庆云；

山东省禹城市人民医院理疗科副主任刘静；山东省滕州中心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刘永杰

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山东管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梁科；兰陵县人民医院孟良副院长；泰安市中医医院王光辉

副院长；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姜学连主任等专家以提高慢病管理效果，规范慢病治疗

投入为主题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听众与讲者互动交流，现场气氛活跃，为慢病管理绩效工

作，信息化工作等打造学术平台，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慢病管理分会 

亚健康状态与慢病管理高峰论坛在哈尔滨举办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慢病管理分会亚健康状态与慢病管理高峰论坛于 2017 年 6 月 23～25

日在哈尔滨举办。本次会议由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承办。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王顺院长、贺苏主任、白妍科长，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医院尹

文仲教授，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王健副院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郑媛等出席

会议。 

会议邀请了知名专家进行慢病相关专题讲座。国医大师、河北省中医院名誉院长李佃贵

教授带来了“养生保健的中医智慧”的精彩讲座；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北方慢性病防治分会名

誉会长、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所原所长张韬玉教授做了“慢病防控从改变生活方式做起”

的学术报告；世中联亚健康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孙涛

教授就“亚健康新业态的发展模式探索”做了学术报告；国医大师张琪教授学术继承人张佩

青教授作了“张琪教授治疗肾病学术思想介绍”的报告；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慢病管理分会副

会长、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颐恒亚健康防治研究所所长尹文仲教授就“微量元素与慢病管

理”作了学术报告等。现场学术气氛热烈，与会人员积极交流。 

6 月 25 日，相关专家参观黑龙江中医药科学院。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神志病分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召开 

2017 年 6 月 23～24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仕博国际健康城召开了中国民族医

药学会神志病分会 2017年学术年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秘书长刘玉玮、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冯斌主任医师、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纳贡毕力格教授、鄂尔多斯市蒙医医院院长孟轲 等领导

出席了会议。神志病分会秘书长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刘兰英教授主持会议，刘玉玮副秘书长在

会上作了讲话，鼓励全体理事要增强发展民族医药、中医药的信心，在坚持民族医、中医特



色基础上，借鉴一切文明成果促进民族医药的发展，各个学组要突出特色，从提高神志病临

床疗效入手明确学组下一步工作，并做好相关研究项目的申报工作。 

学术交流会上，内蒙古卫计委乌兰厅长向与会各位嘉宾介绍了蓬勃发展中的内蒙古蒙医

药事业，展示了蒙医的发展前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冯斌教授介绍了穴位刺激调控法在治疗

精神分裂症中应用的最近进展，通过案例详细讲解了穴位刺激调控法的使用方法；内蒙古国

际蒙医医院纳贡毕力格教授则回顾了蒙医心身医学理念及心身互动疗法研究现状，介绍了蒙

医心身互动疗法临床研究的案例；Duwayne Paul Edge 教授讲解了家庭医生实践中的抑郁与

焦虑：心、身、灵及其处理方法；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张樟进教授和大家探讨了中医哲学问

题：无疾而终，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此外，迪亚拉教授、杨秋莉教授、汪卫东教授、

张宏耕教授、黄兴兵教授、索南卓玛教授、王谨敏教授、陈俊逾教授、刘兰英教授等专家，

针对辨识心身问题、中医心理学的惊人发展、精神专科医院中医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精神

分裂症阴性症状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思路、抗精神病药不良反应治疗策略及研究机制、抑郁症

与 VitD Hp 抗体的相关性研究、神志病科综合治疗模式初探等综合治疗和最新研究进行专题

学术讲座。此次会议共收到 128篇论文，其中 12篇荣获大会优秀论文奖。 

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神志病分会 2017年理事会议，分会会长冯斌在讲话中

提出分会将在总会领导下，为各位同行专家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学术活动要体现中国民族医

药学会特色，明确方向，团结协作，完成几项确有意义的工作，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同时做

好相关学组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各个学组的优势，以提升神志病临床疗效。刘玉玮副秘书

长在谈到学组建设上 强调要积极吸纳神志病专业人员进入学组，明确研究方向，抓住本领域

的重点难点，通过项目研究获得专家共识。理事会经投票选举，新增 10位理事会成员，扩大

了民族医师队伍。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心身医学分会成立大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 

    2017 年 6月 23 日，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心身医学分会成立大会。来自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duwayne paul edge，非洲专家迪亚拉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杨秋莉主任，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李同归博士及内蒙古卫计委党组成员、蒙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内蒙古国际

蒙医医院院长乌兰，鄂尔多斯市卫计局局长何涛、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心身科主任纳贡毕力

格博士、鄂尔多斯市蒙医医院院长森古来、鄂尔多斯市蒙医医院副院长孟柯等国内外心身医

学领域多位专家、领导、创始人出席了此次论坛，共同探讨心身医学的临床应用与产业化前

景。 

23日晚八点举行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心身医学分会选举会议。经过本人申请、单位推荐、

民主选举，产生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及其负责人。内蒙古国际蒙

医医院蒙医心身科主任纳贡毕力格博士当选为首任会长；内蒙古民族大学包金山教授、内蒙

古医科大学副校长阿古拉教授、青海省藏医医院桑杰教授、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杭盖

巴特尔教授、内蒙古蒙医药学会巴雅尔教授、内蒙古蒙医药学会布仁达来教授、新疆自治区

维医医院斯拉甫〃艾白教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阿拉坦松布尔教授、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蒙医医院孟柯教授担任专家委员；青海大学藏医学院李先加教授、内蒙古医科大学斯琴教授、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哈斯巴根教授、青海省藏医医院索南卓玛教授、内蒙古民族大学

附属医院包布仁白乙拉教授、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心理卫生中心金凤奎教授、新疆伊犁哈

萨克州哈萨克医药研究室木拉提.克衣别克教授、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陈晓春教授、内蒙古民

族大学图门吉日嘎拉教授、内蒙古医科大学松林教授等当选为副会长；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乌云斯日古楞教授当选为秘书长、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心身医学科副主任宝音德力格尔当选

为副秘书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秘书长、学术培训部主任刘玉玮向心身医学分会颁发了标

牌和证书并介绍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的特点及成立心身医学分会的意义，对心身医学分会寄

予厚望，并相信各民族各专业医药工作者一定能团结一致，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民族医药心身

医学事业做出贡献。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热病分会第二届学术交流会 

暨肺系疾病及热病诊疗进展学习班在北京举办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热病分会第二届学术交流会暨肺系疾病及热病诊疗进展学习班于 2017

年 6月 24～25日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共 241人出席了学术交流会，热病分会副



会长冯淬灵主任主持了开幕式，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梁峻秘书长，北大人民医院赵越书记，中

国民族医药学会热病分会林琳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谷晓红副校长、傅延龄和宋乃光教授等

出席了开幕式。 

林琳会长主持了 6月 24日晚召开的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热病分会理事会，就热病分会工作、

学组组建、增补民族医会员、2018 年年会等议题展开讨论。理事会总结了热病分会自 2016

年 10 月 29 日成立以来工作，讨论了学组组建工作，会后将由各会员自愿申报牵头或加入。

四川、广西、湖南等地均有意向增补民族医的会员。  

学术交流会及学习班上，许银姬主任、傅延龄教授、林琳教授、宋乃光教授、刘清泉教

授、杨子峰教授、冯淬灵主任、韩晶岩教授、谷晓红教授、方泓主任、赵兰才主任分别作了

《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诊断与治疗》、《外感发热中药治疗的剂量问题》、《周仲瑛“汗清下

和、表里双解”复法治疗流感经验撷英》、《“时病论”时病发热的治疗》、《耐药菌感染

中医防治策略》、《中医药治疗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的现状与思辨》、《上呼吸道感染疾病的

诊治》、《中医药改善内毒素引起的微循环障碍的作用和机理》、《疑难性发热辨证施治的

探讨》、《中医药治疗热病的研究进展》和《温病治疗辨惑》等专题讲座。 

学员热情高涨，学术气氛热烈，为中医、民族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让与

会人员及时了解热病领域的科学研究、预防和治疗的最新进展、热点和难点，进一步提高了

中医、民族医防治热病临床与研究水平。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儿科分会 2017 年学术大会在浙江省丽水市召开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儿科分会第三次全国中医、民族医儿科学术大会于 2017 年 6 月 25～

27日在浙江丽水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省中医药学会、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联合承办。

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广东、甘肃、河南、新疆等 31个省、市、

自治区共 322 名代表，会议交流和文字交流论文 160篇。 



6 月 25 日晚，召开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儿科分会 2017 年理事会，会议由儿科分会副会

长、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学部翟文生教授主持。丁樱会长简要介绍了学会一

年来的工作，并介绍了儿科分会的理事增补、学组筹备等事宜，同时宣布了中国民族医药学

会学组设臵情况，提出了学组组长和副组长名单，根据儿科分会学组的讨论结果并报总会审

批。理事会表决通过新增副会长 1名，常务理事 7名，理事 27名。理事会酝酿初步确定第四

次学术年会将在西藏召开。 

6月 26日上午举行会议并幕式，由浙江省中医药学会王晓鸣教授主持，儿科分会会长丁

樱教授致开幕词。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秘书长王建中肯定了儿科分会的工作，并对下一步工

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 

开幕式后举行学术交流，马融教授作了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诊治中的热点问题的学术

报告、雷后兴教授作了畲族医药概况及其在儿科的应用的学术报告、熊磊教授作了芳香疗法

在儿科临床应用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分 4个分会场进行了专题讲座，共有 30位讲者为大家

带来了内涵丰富的讲座，他们将民族医药、中医药在儿科相关疾病的诊治经验毫无保留地分

享给了与会代表。其中第一分会场为民族医药、外治分会场，有 9 位专家给与会代表带来了

民族医药和小儿外治的学术报告；第二分会场为呼吸分会场，有 6 位专家为大家带来了精彩

纷呈的学术报告；第三分会场为肾病、脑病分会场，有 8 位专家就肾病专业和脑病专业相关

内容作了学术报告；第四分会场为消化感染、传承分会场，有 7 位专家作了小儿消化系统和

感染性疾病的专题学术报告，专题讲座期间还进行了 12场论文交流。 

27日，在参加了具有中医传统特色的黄帝祠宇祭祀活动后，会议进行了黄帝内经学术研

讨会，有儿科专家俞景茂、郑红斌、项一中做了专题报告，讲解了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儿

科各家学说及导读、南方黄帝祭祀文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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