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秘书处

工 作 动 态
第 6期

（总第 22期）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秘书处 2016年 8月 31日

回医马竹尼-贴服治疗技术培训班在门源举办

为推动回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提高回医药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2016年 8月 11～13日，

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主办、青海回医药研究会承办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回医马竹尼-贴服

治疗技术培训班”在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举办。

培训班由青海回医药研究会秘书长谭启龙主持，张建青、马克明、韩玉翠、谭启龙、汪

辉东、马骥、马丽等教授分别就回医药基础理论、回医特色治疗概述、回回药方研究与马竹

尼特色治疗、马竹尼治疗在回医妇科中的临床应用、中医辨证思维下的马竹尼治疗、回医马

竹尼治疗的临床技术应用规范等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讲解。学员们在会上积极讨论，交流在工

作中的宝贵经验和学习体会。培训班结束后学员们经考核合格者，获得了国家级继续教育学

分Ⅰ类学分证书。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民间医药分会成立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民间医药分会成立大会于 2016年 8月 19～21日在北京市召开。许志

仁会长在会上宣读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关于同意成立民间医药分会的批文，颁发了分会相关

证书。分会会长赵来喜首先致辞，对民间医药分会成立并已经当选的分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

表示祝贺。他指出分会成立以后面临着很多问题，尤其在提高学术交流质量、完善分会组织



建设等方面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随后许会长对分会工作提出了要求，着重阐述了信心问

题，提出信心来源于七个方面，分别是疗效、费用、原创、政策、土壤、养生和绿色（相对

于西药副作用小），要求分会下一步发展要着眼于民间、民营和民族三个方面，一定要开门

办会、开拓创新、务求实效，将上述三个方面人才多吸收到分会中来。另外分会成立以后要

成立学组，今后要以学组为单位开展工作。会前，经与会代表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民间

医药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及其负责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原主任助理赵来

喜当选为会长，原卫生部援外办公室主任杨尊润、北京大学养生文化研究中心李朝斌教授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总医院原妇产科主任王慧英为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济世康民医学

研究院院长孔涛和内蒙古阿荣旗大河湾骨科医院院长张得东等 8人为副会长，孔涛兼任秘书

长。

在大会学术交流中，民间高手纷纷登台亮相，将自己几十年的治疗心得毫无保留分享，

并在现场亲自演示，和与会代表形成互动。代表们纷纷表示，民间医药是一个弱势群体，民

间医药分会的成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交流平台，并能将他们的呼声表达出来传达出

去，他们非常珍惜这个平台，也会努力搭建好完善好平台，回去之后必将发展更多的相关人

员加入到这个平台中来。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肺病分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在西安召开

为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肺系病学术交流，提高中医、民族医诊治肺病的水平，传承名

老中医学术思想，2016年 8 月 19～21日，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肺病分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在陕

西省中医医院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主办，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肺病分会、陕西

省中医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与新药研发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承办，

来自全国各地 32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国医大师张学文以及刘力、苏荣彪、李泽庚、于辉瑶、张德兴、李素云、曹利平、王真、

张燕萍、薛汉荣、史利卿、付义、张炜、葛正行、白丽、毛兵、王至婉、于雪峰等特邀专家

出席会议。在学术交流会上，河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李建生教授、国家级名中医刘华为教授、

陕西中医药大学张登本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院长王成祥教授、陕西中医药

大学李亚军教授、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刘国梁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李雅莉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满祥教授、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宋立强教授、陕西省中医医

院马战平教授分别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支气管哮喘、肺癌、肺曲霉



菌病重叠综合征等呼吸系统疾病，以及《黄帝内经》肺藏象的再认识、老年风温肺热病中医

诊治体会、肺的气机气化理念及临床应用、刘华为辨治咳嗽的体会、陕西中医药文化起源与

发展等作了专题讲座。

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110篇，评选出优秀论文 10篇，学术会议交流内容丰富，既有中医

经典课程，又有西医、民族医最新进展，涉及临床、科研等多方面，从会议规模、授课内容、

学员满意度等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2016 年中医民族医防治肝病、传染病学术交流会在沪圆满召开

2016年 8月 19～21日，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主办，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肝病分会、传染

病分会、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肝病科、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科联合承办的

2016年“中医民族医防治肝病、传染病学术交流会”在上海市举行。国医大师、中国民族医

药学会肝病、传染病分会名誉会长徐经世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刘保延教授，中

国民族医药学会副秘书长兼学术培训部主任刘玉玮副教授，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张怀琼

副主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肝病分会会长王灵台教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传染病分会会长李

昂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马俊坚书记、周嘉副院长，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张建良副院长出席会议开幕式。

在主题报告中，国医大师徐经世教授以“病机探析，诊治发微——肝胆郁热，脾胃虚寒”

为题做学术报告，系统阐述了“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病因病机及其辨证特点。刘保延教授

的报告全面总结了中医药“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立项背景、课题设置和研究成果，

并对“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作了初步分析和指导。王融冰教授围绕脂肪性肝病国内外

研究热点和治疗难点报告了脂肪肝治疗进展。张再良教授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作了经方与

肝病方面的报告。刘玉玮副秘书长的报告介绍了民族医药研究现状与进展。此外，施维群教

授、林辰教授和唐友琴教授分别做了畲医、壮医和彝医防治肝病临床经验及其特效药物的研

究进展。张继明教授、李成忠教授、陆伦根教授、卢洪洲教授、陈良教授、许洁教授、胡芸

文教授围绕抗乙肝病毒药物研发、重症肝炎继发感染、脂肪性肝病无创诊断及治疗难点、新

发突发传染病防治、慢性乙型肝炎防治进展、慢性乙型肝炎核苷类似物临床应用、新发突发

传染病病源鉴定策略等研究热点进行了学术交流。

会议特别设置“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研究成果汇报环节，邀请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叶永安教授介绍了中医药防治慢性乙型肝炎研究进展，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曙光医院陈建杰教授汇报了中医药防治慢性丙型肝炎研究进展。童光东教授介绍了肝

脏癌前病变标志分子检测的研究进展。李秀惠教授介绍了高胆红素血症与内分泌疾病的相关

性，阐述了肝脏疾病与内分泌代谢疾病的关联性。此次学术交流共收到论文 89篇，其中民族

医药论文 5篇，肝病相关论文 77篇，其他传染病论文 7篇，近 200名专家学者参会。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肝病分会、传染病分会理事会。肝病分会会长王灵

台对分会成立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对下一年度工作要点作了安排。刘玉玮副秘书长就中国

民族医药学会的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和解读。理事会依照程序对学组组建进行了讨论表决，

并提出学组成员要注重吸纳少数民族医药专家，注重解决临床难点和新发现的问题，要重视

整理和挖掘民族医药技术，进一步加强对学组工作的激励和考核，要在学术交流会中增设学

组工作汇报环节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讨论确定了第三次学术交流会议地点及承办单位。

本次会议对中医民族医防治肝病、传染病临床和实验研究作了系统整理、总结和挖掘，

促进了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相互融合，有力地提高了民族医药论治肝病、传染病的临床能力

和科研水平。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召开《关于加强民族医药发展的若干意见》

起草工作讨论会

为推进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中西医结合与民族医药司）委

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于 2016年 3月承担了《民族医药中长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

的起草组织工作。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6年暑期办公会意见，拟将《民族医药中长期发

展规划纲要（2016－2030年）》改为《关于加强民族医药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做好起草工

作，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于 2016年 8月 11日在北京召开了起草工作讨论会。

来自全国藏、蒙、维、傣、朝、壮、哈、彝、回等中医民族医药管理部门的领导及民族

医药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中西医结合与民族医药处赵文华处长

主持。会上，各位专家充分肯定了《关于加强民族医药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民族医药发展的

重要意义，并对该文件的讨论稿提出了多方面的修订意见，为该文件的制定和出台提供了重

要依据。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授予“苗侗医药养生之乡—凯里”称号



贵州省凯里市素有“苗药三千、单方八百、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之誉。近年来，凯里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苗侗民族医药产业发展，将苗侗医药发展作为“大扶贫、大数据、大

健康”三大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出台了《凯里市健康医药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制订

了税费优惠、贷款贴息、融资担保及保险、用地保障等产业基金奖励措施。依托优美的生态

环境、和谐的人文习俗、潜藏的民族医药养生资源优势，紧紧围绕“医、养、游、健、食、

管”六大要素，持续发展苗侗医药养生等产业，初步形成以凯里经济开发区民族医药产业园、

万潮苗侗百草园及凯里苗侗风情园苗侗医药养生体验示范区为一体的“两园一区”苗侗医药

发展格局。

由凯里市申报，经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派出专家组进行实地考察，认为凯里市苗医医院、

贵州苗侗百草医药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在苗侗医药养生领域取得一定成绩，作为示范单位条

件基本成熟，同意授予“苗侗医药养生之乡—凯里”称号，并建议今后以创新苗侗医药养生

及大健康产业为重点，示范带动相关企事业单位合力打造“苗侗医药养生之乡”品牌，提升

苗侗医药在祖国传统医药领域中的地位，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二届全国艾灸学术研讨会暨艾灸产业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2016年 8月 26～28日，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主办，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艾灸分会、北京市

海峡医药研究院承办，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特种灸法研究专业委员会协办的第二

届全国艾灸学术研讨会暨艾灸产业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吴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原司长桑滨生、副司长杨荣臣，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会文化室副主任徐国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产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

飞、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秘书长兼学术培训部主任刘玉玮，李时珍蕲艾集团董事长陈普生，

蕲春县科技局副局长王光辉，中韩交流学会会长朴炳旭，韩国自然方韩医院院长赵成勋，中

国民族医药学会艾灸分会会长吴中朝、秘书长王恩光，中医药专家学者万定荣以及来自全国

的 300多名艾灸工作者出席了会议。

吴刚副局长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了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

康大会上强调，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中医

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能够为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提供健康服务，十分符合公共卫

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要求。灸法这一种古老的中医医疗技术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必将在我

国医疗保健领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桑滨生司长则对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相关政策



进行了解读。与会者紧紧围绕“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战略机遇，对艾灸学术和艾灸产业的

发展进行了充分交流和深入探讨。会议期间还召开了艾灸分会理事会，总结了中国民族医药

学会艾灸分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听取了艾灸分会会长吴中朝所做的分会工作报告，讨论表

决了理事增补事项以及成立临床应用标准学组、灸类技术学组、艾灸养生学组、艾灸种植加

工标准学组和灸法研究学组等事项。

在学术交流环节，李时珍医药集团总工程师夏恒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赵吉平、

河北承德医学院杨志新、重庆市中医研究所所长王竹行、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房繄恭及中韩

交流学会会长朴炳旭、韩国自然方韩医院院长赵成勋等专家学者分别以“蕲艾规范化种植研

究与应用”、“循证针灸治疗过敏性疾病”、“相对穴配穴理论及临床应用”、“管灸疗法

技术与研究”、“艾灸治疗妇科疾病”、“中韩艾产品前景”和“韩国艾灸的意义和临床”

为题做了学术报告。本次会议共征集论文 40篇，经专家组评议，共选出优秀论文 7篇。

会议期间还向“蕲艾杯”灸疗职业技能赛获得者颁发了获奖证书，蕲艾集团还与中国民

族医药学会艾灸分会、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特种灸法研究专业委员会、北京灸之道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精诚博爱康复医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第二届全国中医、民族医儿科学术大会在成都市召开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第二届全国中医、民族医儿科学术大会于 2016年 8月 26～28日在四

川省成都市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联合主办，中国民族医药

学会儿科分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中医药学会儿

科专业委员会共同承办，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来自澳大利亚以及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

共 450余人。

8月 26日晚，召开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全体理事会，会议由儿科分会秘书长、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任献青教授主持。儿科分会会长丁樱教授简要介绍了儿科分会

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了按专病分组的建设思路和初步计划，讨论了学组组长的任职条件。任

献青秘书长宣布了新增 4名理事的候选名单，并进行了讨论表决。会上研究了第三届学术年

会召开地点和承办单位。

8月 27日上午举行了大会开幕式，由常克教授主持。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陆华

教授致欢迎辞，中华中医药学会谢钟副秘书长、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马跃荣教授、四川

省中医药管理局田兴军局长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马融主任委员、丁樱会长分别代表中



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儿科分会作了 2016 年度工作报告。大会以“学

科建设暨传承、创新、发展”为主题，邀请了 7位专家给与会代表带来了精彩报告：丁樱教

授报告了开展中医临床重点学科、专科建设的思路与措施，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王雪峰

教授介绍了中医儿科重点学科建设实践与思考，常克教授以“九鼎支撑、托顶太阳”为题介

绍中医儿科学学科发展框架，宁波市中医院院长董幼祺教授介绍了董氏儿科“推理论病、推

理论治”的经验，深圳市儿童医院朱锦善教授报告了中医儿科在学术与经验传承方面的思路

与探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胡思源教授报告了儿童中药新药Ⅳ期临床试验设计及

馥感啉口服液的临床再评价研究进展，上海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薛征教授介绍了儿科疾病预

防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情况。开幕式后，还举行了“纪念江育仁教授诞辰 100 周年暨学术

思想研讨会”，3位江育仁教授的弟子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随后还进行了《实用中医儿科

学》的发布会。

大会还设立了 2个分会场，共 16位专家向与会代表报告了各自的研究进展，为全体参会

人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本次大会收到学术论文 292篇，其中 283篇被收入

大会论文汇编。

发送：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各部门、各分支机构

共 12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