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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对外交流大事记(1978—2O11) 

王京芳 

1978年 

12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 

会在北京 召开，会议作 出了改革开放 的重大决 

策 。 

1981年 

12月 “中日友好医院”在北京奠基 。 

1982年 

12月 14日-2O 13 世界卫生组织(WHO)西 

太平洋地区办事处在马尼拉召开了针灸穴位标准化 

工作会议，西太平洋9个国家和地区的针灸专家就 

人体十四经361个针灸穴名的标准化方案取得一致 

意见 引。 

1983年 

8月 世界卫生组织为研究、发展、交流世界各 

国的传统医学，在传统医学基础较好的国家和地区 

设立了20多个“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 

心”，其中设在中国的7个合作中心是：针刺原理研 

究中心(上海医科大学针刺原理研究所)、临床医学 

和情报研究中心(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广安 

门医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骨伤科研究所、中国 

医史文献研究所、图书情报研究所)、中国传统医学 

中心(南京中医学院)、针灸中心(中国中医研究院 

针灸研究所)、中药中心(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 

所)、中国传统医学中心(上海中医学院)和药用植 

物资源开发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 

发研究所) 。 

． 史料钩沉 ． 

以北京中医学院院长高鹤亭为团长的中国传统医学 

代表团一行5人赴意大利访问，并出席在罗马召开 

的第25届世界眼科大会。该会首次开辟中医内容， 

罗马新闻界特为中国代表团单独举行记者招待会。 

访问期间，达成了由北京中医学院协助意大利成立 

“中医针灸进修学院”的协议，并定于 1987年 1月 

份开学 J。 

7月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决定吸收外籍会员。 

凡符合会章规定的条件，有2名国内会员介绍，经学 

会批准即可入会。外籍会员可以参加学会举办的学 

术活动，优先取得学会的刊物、资料，并可优先在学 

会刊物上发表论文 。 

1987年 

7月20日 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成立国家中医 

管理局的通知》，中医管理体制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确立的中医管理局的主要职责中，包括：拟定中医 

工作的条例、法规；管理中医外事工作，开展国际中 

医药学术交流与技术合作等 L 。 

11月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 1 

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在北京举行。22日，世界针灸 

学会联合会宣告成立。第 1批会员计55个针灸学 

会和学术团体，代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约4万名针 

灸工作者。胡熙明为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王 

雪苔为秘书长，陈佑邦为司库。23日召开了第 1届 

世界针灸学术大会，共有 59个国家和地区的 1 025 

名针灸界人士参加。这是第 1个把总部设在中国并 

且由中国人担任主席的国际性学术组织，世界针灸 

学会联合会成立暨第 l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开辟 

了针灸事业发展的新阶段，标志着中国针灸学已经 

走向世界 
1986生 ‘ 

1988年 
5月 应意大利针灸学会和眼科学会的邀请， 

DO1：10．3760／ema．j．issn．0255—7053．2013．05．014 

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 自主选题创新团队 

重点项目“百年中医史研究”(NO：ZZ060801) 

作者单位：100700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5月3日 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修订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定”方案》和《关 

于中药工作的交接方案》。根据“三定”方案，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设办公室、政策法规司、综合计划司、 

医政司、人事教育司、科学技术司、经济协调司、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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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外事司等9个职能司办 。 

1989年 

9月 14日 国家中医药考试中心、国际针灸考 

试中心正式成立。考试中心的任务是承担中医师资 

格考试和国外针灸专业人员的水平考试，检查中医 

院校教学质量及国家规定的其他统一考试  ̈。 

10月 30 13--11月 3 13 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 

日内瓦召开了国际针灸穴名标准化科学组会议。来 

自世界五大洲 l0个国家和地区的l2位代表，以及 

来自11个国家的16位观察员参加了会议。胡熙明 

作为会议的特邀代表率中国针灸代表团一行6人与 

会。确立了以汉语拼音穴名为国际标准针灸穴名的 

地位。通过了由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推荐的4个标 

准化穴名方案。针灸穴名标准化工作为中国的针灸 

医学走向世界迈出了一大步，也大大增加了世界卫 

生组织向各国推广使用针灸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 

11月 16 13 世界医学气功学会在北京成立。 

参加大会的有中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韩国、马 

来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 

牙、联邦德国、瑞士、瑞典、葡萄牙、苏联、芬兰等 20 

个国家和地区共500余名代表。大会推举习仲勋任 

名誉主席，崔月犁任主席 。该会是继世界针灸学 

会联合会后又一个由中国人任主席、总部设在北京 

的国际性学术团体。 

1990年 

1O月29 13--11月4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 

局长朱杰率中国中医药代表团访问了保加利亚，并 

与保加利亚卫生部副部长鲍勃夫和有关负责人等商 

谈了传统医药领域内的双边合作事项。双方就在保 

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建立一个保中传统医药合作中心 

以及双方今后在传统医药医、教、研领域内的合作签 

署了协议。这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以来第 1个 

与外国政府卫生部签署的政府问的有关中医药合作 

协议，其重大意义是在协议中写入了保加利亚卫生 

部承认中国的中医师在保行医和使用中药治病的合 

法性 

1991年 

3月7日 中国国际针灸考试委员会成立。 

10月18 13—_22日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举办的国际传统医 

药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共有4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1 200余名官员和代表出席。江泽民、李鹏、 

李先念、王震等22位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大会题 

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中岛宏、西太区主任韩湘 

泰、西太区发展规划主任刘国傧、该组织驻华代表基 

恩、该组织负责传统医药的官员阿克瑞拉都亲临大 

会。大会期间，23个国家的卫生行政官员举行了2 

次“圆桌会议”，专题讨论传统医药在卫生保健中的 

作用、发展和管理政策。大会闭幕式上，全体与会代 

表庄严通过了以“人类健康需要传统医药”为主题 

的《北京宣言》。《北京宣言》吁请世界各国政府、各 

有关组织、各界人士关心和支持传统医药事业的发 

展，提出筹建世界传统医药学术组织、确定世界传统 

医药日、发展传统医药教育事业、加强传统医药领域 

科学研究、合理开发利用传统药物资源等5项任务。 

《北京宣言》是世界传统医药发展史上的纲领性文 

献和里程碑。这次大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产生的 

深远影响，为世界医药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 

前景 H]。 

10月 22日至 25日 首次国际针灸专业人员 

水平考试在北京举行，共有 148位考生参加了考试， 

考生来自加拿大、新西兰、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 

区[ ] 

1992笠 

9月18日 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学院在天津成 

立。该院主要通过“长学制、高层次”的学历教育， 

为世界各国培养中医、针灸医师。在作为全国中医 

药对外教育基地的同时，将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 

医药国际交流中心、世界传统医药信息情报中心、世 

界传统医药教育研究中心 16]。 

1993年 

7月 19日一24 13 第 8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在 

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代表共 11 000人，包括1 000 

名艾滋病患者。中国代表有：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吕 

维柏、关崇芬教授，卫生部防疫司戴志澄。这是中国 

中医界正式参加国际防治艾滋病工作的开端 。 

1994年 

l2月 12 13—16日 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邀 

请，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诸国本为团长，外事 

司司长沈志祥等5人参加的代表团，在华盛顿参加 

了由该院替代医学办公室召开的植物药研讨会。该 

会由美国食品管理局协助召开，主题是“植物药在 

美国保健中的作用”，有美、中、13、英、德、法、加等 

国的400多人参加。这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次组 

团参加美国官方的有关植物药专业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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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8月 中国中医药学会设立国际交流部 。 

1996年 

4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海关总署联合签发了 

《关于实行出口中药产品质量注册和检验放行制度 

的通知》，并同时下发了《出口中药产品质量注册实 

施细则(试行)》，要求“自1996年5月 1日起，出口 

的中药产品及其生产企业需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 

定的质量检测机构检测，检测合格后由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核发质量注册证书”[2o J。 

1997年 

11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了全国中医药 

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医药对外交 

流与合作十年规划》 。 

了建议 。 

2001年 

1月9日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空 ·达巴兰西 

在曼谷的华侨中医院向泰国首批获得中医行医许可 

证的11名中医师颁发证书。这是 2000年 7月 1日 

泰国政府宣布中医合法化后首次颁发中医行医许可 

证 。 

9月 10日至 14日 WHO西太区第 52届委员 

会会议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举行，本届会议正式 

通过了“WHO西太区传统医学发展战略”，作出了 

发展传统医学的会议决议 ，在国际传统医学发展历 

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12月 首届欧洲 一中国传统医学大会在罗马 

召开，来 自中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美 

国、印度等国的300多名中医药专家、学者和意大利 

卫生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大会，这是欧洲历史上 

第 1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中医药学术交流大会 。 

1998年 2002年 

1月 27日 世界卫生组织第 101次执委会审 

议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建立 

非政府性正式关系，这表明世界针灸医学的发展已 

经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足够重视，标志着世界针 

灸学会联合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5月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官员应世界卫生组 

织的邀请赴日内瓦参加第 51届世界卫生大会。世 

界针联是总部设在中国的唯一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 

非政府性正式关系的世界性组织，也是世界上唯一 

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国际针灸组织。根 

据《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准则》的规 

定，世界针联制定了“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与世界 

卫生组织 1998--2000年合作计划”_2 。 

12月 30日 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在北京揭 

晓，其中复方丹参滴丸成为第 1个通过美国FDA新 

药临床预审的中药制剂 。 

2000年 

4月22日一24日 国际传统医药大会在北京 

隆重召开，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 

合主办，卫生部等5个部委协办。43个国家和地区 

的2 480位传统医药界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本次大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传统医药国际 

学术研讨会，由31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官员参加 

的政府论坛，从传统医药立法、管理、政府参与和确 

立世界传统医药日等方面向各国政府及WHO提出 

6月 25日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香港召开 

记者招待会，首次介绍全球性的“传统医药策略 

(2002--2005)”_28_。 

11月 18日．20日 首届国际中医药教育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 160多名中医药教 

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国际中医药教育发展与合作 

战略的主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此次研讨会形 

成了《世界中医药教育者北京宣言》，《宣言》将作为 

未来开展国际中医药教育的纲领性文件，进一步推 

动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 。 

2003年 

9月25日_26日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成 

立 。 

2004年 

11月21日 世界上第 1所孑L子学院在韩国首 

尔成立 。孑L子学院是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 

了解中国文化的园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 

2005年 

7月 11日-20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 

靖率中国卫生代表团赴奥地利和欧盟总部进行了工 

作访问。期间，佘靖与奥地利卫生和妇女部部长签 

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奥地利 

共和国联邦卫生和妇女部中医药领域合作和谅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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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录》。这是中奥政府间关于中医药领域的第 1个 

专门协议 。 

2006年 

3月 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 

科学院与美国国立卫生院补充与替代医学中心签署 

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意向书。该中心是美国负责传 

统医学的最高权威机构，此次签署的传统医药合作 

意向书是中美政府间在传统医药领域合作的一个突 

破，将中美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由民间提高到了 

政府合作的层面，提高了对外交流的规格，有利于将 

来合作的开展。对扩大中医药在世界的影响，尤其 

是在美国的影响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 

议》。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1978年发表关于倡议各 

国政府将传统医学纳入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的《阿拉 

木图宣言》以来，第 1次通过的敦促会员国全面发 

展传统医学的决议。也是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 

的标志性成果，对未来传统医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 

具有极大的促进和指导意义。(WHO专题报道．中 

医药国际参考．2009，(6)：23．) 

10月 28—29日 第6届中国 一东盟传统医药 

高峰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通过了《中国 一东盟传 

统医药南宁宣言》，倡导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传统医 

药立法、医疗保健、人才培养、科研开发等方面，开展 

更为深入 的合作交流。(中医药国际参考．2010， 

(1)：14．) 

2007年 2010年 

4月 8日 世界中联审议通过 5 701个中医药 

术语英译标准，未来计划共审议 10 000个以上，内 

容涉及中医药行业的诊疗、教育、对外交流等方面， 

除了英文语种，还将扩大到西班牙文、t3文等 。 

2008年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主办 

的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中国结合 

医学杂志》)通过了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科学 

信息研究所(Thomson ISI)的严格评估，于 2008年 

起被列为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扩展库)》(SCI—E) 

来源期刊。这是国内首份被 SCI收录的中医学类期 

刊 。 。 

6月 16日 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局长王国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国卫生和公众服 

务部莱维特部长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与美利坚合众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在整合医学和中 

医药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明确了中美双方开 

展深入的高层次合作的基础、优先合作领域和两国 

政府部门为落实合作的目标所应开展的步骤与措 

施。中美签署整合医学和中医药领域合作谅解备忘 

录开启了中美中医药合作新篇章 _4”。 

l0月27日 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王国强会见了英国卫生大臣艾伦 ·约翰逊， 

双方就两国在中医药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交换了意 

见。这是英国卫生大臣20年来第 1次访问中国并 

参观中国的中医医疗机构 刮 船。 

2009年 

5月 第62届世界卫生大会在 日内瓦举行，大 

会讨论并通过了由中国发起提出的《传统医学决 

2月2日 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首次举办 

了题为“我的健康我做主”的中医讲座。欧洲议会 

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的100余人参加了讲座 3̈ 。 

3月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共 

同主办的Journa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中 

医杂志》英文版)已通过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 

科学信息研究所的严格评估，于 2010年起被列为美 

国《科学引文索引(扩展库)》(SCI—E)来源期刊。 

成为继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中国 

结合医学杂志》)之后，我国第2种进入SCI—E的 

中医药类期刊。(院校动态．中医药 国际参 考． 

2010，(3)：26．) 

7月 广药旗下奇星药业生产的华佗再造丸等 

进入俄罗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并获得永久药品 

批文。(中医药国际参考．2010，(8)：9一l0．) 

10月 第 7届世界中医药大会在荷兰海牙市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国际中医师分级标准》和 

《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葡对照国际标准》。(合作与 

交流．中医药国际参考．2010，(10)：11．) 

穿心莲、积雪草、肉桂、青蒿、灵芝被收入到美国 

药典膳食补充剂法典；三七、拳参、红花和地榆被收 

入到欧洲药典。(中医药国际参考．2010，(11)：7．) 

2011年 

5月25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记忆工程 

国际咨询委员会第 10次会议在英国召开，《黄帝内 

经》和《本草纲目》成功人选《世界记忆名录》。(工 

作简讯．中医药国际参考．2011，(5)：1．) 

8月 世界中联《国际中医医师专业技术职称 

分级标准》已经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标 

准化动态．中医药国际参考．201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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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制定的《中医 

基本名词术语中法对照国际标准》已由人民卫生出 

版社出版发行。(中医药国际参考．201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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