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页 会员专区 学术交流 国际标准化 国际考试 国际培训 人才交流 项目管理 国际贡献奖 会  刊

首 页 > 新闻资讯 站内搜索:  

用户名: 密  码: 验证码:  

新闻资讯

日本药都——富山之旅 

世界中联会员商城临床… 

2009年中药进出口… 

澳大利亚成立中药行业联合会 

中国中医药2009年… 

日本27万人签名反对… 

中医翻译与出版需要统一标准 

“首届国际中医翻译与… 

会员服务信息选编（第六期） 

第六届（2009•墨… 

中国国医大师方和谦逝世 

曹洪欣获俄罗斯“盖伦奖章” 

中国驻澳使馆参赞在第… 

中国青年报：中医应成… 

北京优选出甲流有效方… 

中国国医大师系列（三… 

中国国医大师系列（二… 

中国国医大师系列（二… 

世界中联第二届第五次… 

第六届世界中医药大会… 

防甲流走出认识误区 

《中医眼科学名词术语… 

钱学森谈中医现代化 

第六届世界中医药大会… 

“达菲”不能防患未然 

中新两国签署第四次中… 

会员服务信息选编（第五期） 

第六届世界中医药大会… 

克罗地亚代表团来访 

第三届中医药国际贡献… 

国学养生与中医调养特… 

传统医药发展政府论坛… 

中国中医药2009年十大新闻揭晓

【时间】2010-2-3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樊丹

  1月30日，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办公室发布2009年中医药十大新闻评选结果，世界中联发布《世界中医学

本科（CMD前）教育标准》事件入选。 

 

  一、《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成为指导中国中医药事业科学发展的纲领

性文件。中央财政投入47亿元支持中医药发展。中医药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和加强。 

 

  《若干意见》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的历史贡献、科学文化

价值和性质地位作用，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政府责任，提

出了推进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全面发展的思路，是指导中医药事业科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09年中央财政共安排47亿元专项资金，分别用于支持101个地市级中医医院和

165个县级中医医院基础设施建设，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人才培养、适宜技术推广及中医药文化建设，中医药科技

体系建设和自主创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投入最多的一年。国务院将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调

整为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三定方案”强化和完善了该局职能，增设“规划财务司”，医

政司加挂“中西医结合与民族医药司”，国际合作司加挂“港澳台办公室”；去年各地在机构改革中也普遍加强了中

医药管理机构建设。 

 

  二、中医药全面参与医改，围绕五项重点工作推出一系列有利于发挥中医药作用的政策措施。 

 

  新农合制度提出重点提高使用中医药有关费用的补偿比例，引导农民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987个中成药和中药

饮片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102种中成药和中药饮片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

层部分）》；县中医院纳入县级医院建设项目，城乡基本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药科室、中医诊疗设备和能力建设加强；

首次将中医体质辨识纳入居民健康档案内容；在公立医院改革中对中医院（民族医医院）在投入政策上予以倾斜；对

中药饮片加价率标准适度放宽，逐步提高中医和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诊疗、手术、护理等项价格。 

 

  三、在防治甲型H1N1流感疫情中，中医药发挥了独特作用，成效显著。单纯中医药治疗轻症患者效果明显，中西

医结合治疗重症患者方法有效，中国近2/3患者受益。 

 

  2009年春，甲流疫情全球蔓延并波及中国。国务院高度重视发挥中医药在防治甲流中的作用，温家宝、李克强先

后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国家中医药局成立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第一时间参与。27个省份成立中医药防

治专家组，23个省份组建中医医疗队。临床实践表明，单纯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方法防治甲流成效显著，中国近2/3

患者受益。 

 

  四、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首次评选表彰30位“国医大师”。 

 

  2009年6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评选并授予王玉川等30位中医名家“国医大

师”荣誉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评选表彰国家级中医（民族医）大师。在行业内外产生了良好

的社会影响，对于营造名医辈出的良好氛围，激励中医药人才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中医中药中国行走进军营，成为中国卫生史上首次以中医药服务基层官兵为主题的专项活动。中医药文化建

设和科普宣传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2009年9月，中医中药中国行军营行专题活动启动。总后卫生部组建了60余支中医药服务队上高原、下海岛、赴

边防，深入军营广泛开展中医药科普宣传、诊疗服务和技术帮带等活动，12万余名官兵和20余万边海防群众受益。累

计培训卫生士官和卫生员8000余名，为全军基层连队配发1.6万个中医诊疗保健箱，全面提高了军队基层中医药服务

保障水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委员会，印发《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

新增6个中医药文化宣传基地。 

 

  六、中医药行业启动中医刮痧师、中药调剂员、中药材种植员、中药固体制剂工、中药检验员等5个特有工种职

业技能鉴定，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2007年，经中编办批准，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2008年，《中医药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

能鉴定实施办法（试行）》下发，并公布了10个特有职业工种：中药购销员、中药调剂员、中药材种植员、中药材养

殖员、中药材生产管理员、中药炮制与配制工、中药液体制剂工、中药固体制剂工、中药检验员和中医刮痧师。2009

年7月，颁布了其中5个国家技能职业标准，启动职业技能鉴定，对规范中医药行业秩序、促进中医药产业升级有重大

意义。 

 

  七、2009年版中医医师资格考试大纲更加体现中医药特点，中医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不再测试西医内容。 

 

  2009年版中医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中医类别中医、中西医结合实践技能考试部分）2月颁布。新大纲取消了师承

和确有专长人员测试的所有西医内容，取消了中医医师资格第一站辨证论治考试中的双重诊断要求，相关西医内容调

整到第三站考试中作为必答题测试。新大纲强化了临床实际操作的测试力度，将中医治疗具有疗效和优势的常见病、

多发病纳入了测试范围。 

 

  八、双黄连注射液等中药注射剂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工作全面启动。 

 

  中药注射剂是中医药现代创新成果，已成为临床疾病治疗的独特手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近年来出现的

鱼腥草、刺五加、茵栀黄、双黄连等中药注射剂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已上市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和安全性问题的关

注。这足以使中国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和临床医务人员从中汲取教训，引起对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和安全性的高度重

视，从中药注射剂的研发、生产、储运、产品说明以及临床使用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并积极开展中药注射剂的安全

性再评价工作，维护中药注射剂的良好信誉，确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九、建立完善中医药创新科技体系，16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确定。10项中医药科技成果获2009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为十年来最多。 

 

  16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起步良好，完成了建设规划和方案，建设资金已逐步到位。首次启动建设103个

具有明确研究方向的重点研究室，加强科研人才培养，创新科研组织方式，有效整合科技资源，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通过新一轮规范评估，确定了388个科研三级实验室，涉及行业内外160个医、产、学、研单位，为开展中医药多学科

研究搭建平台。这些临床与科研相结合平台的建立，对于提高中医药对重大、疑难、传染性疾病治疗、研究、评价、

规范的能力和水平，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有重大意义。获得2009年度国家科技奖的10项成果包括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9项，成果涉及中医基础研究、临床应用、民族医药、中药研究等。 

 

  十、由中国发起促成的《传统医学决议》获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中国与东盟10国就传统医药合作发表《南宁宣

言》，以中国标准为基础的首部中医学教育国际组织标准发布，彰显中国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中的引领地位。 

 

  2009年5月的第62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由中国提出的《传统医学决议》，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历史上第一个有关

传统医学的决议，决议敦促会员国将传统医学纳入国家卫生系统。2009年10月的《南宁宣言》提出中国与东盟各国政

府应制定国家政策、法规和标准，把传统医学纳入国家综合卫生体系，并构建了中国与东盟传统医药高层交流机制。

2009年10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发布《世界中医学本科（CMD前）教育标准》，明确了中医学本科办学基本要求

和中医学本科（CMD前）毕业生基本要求，适用于各国培养中医医生的高等教育机构。 

 

  此次评选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局各直属单位、有关新闻单位、中医药社团的领导和专家等共同组成评委会，以

新闻性强、媒体关注度较高、在社会上及行业内影响较大、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等为标准，从媒体报道

的2009年发生的重大中医药新闻事件中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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