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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医药临床基础研究 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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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中医药是我国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中独具特色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提出“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把中医药的疗效优势‘说明白、讲清楚’”“注重用现

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医疗实践经验和理论

知识的积累和总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

的重要保障。“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诊疗规律、
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诠释原创理论的科学内涵,是
中医药研究的重要目标。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

下,中医药领域取得了科技创新研究能力持续提升、
青年创新人才涌现、基础研究成效显著的成果,极大

地促进了中医药的学术进步和事业发展。
中医药的现代科学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

经过近百年的不懈努力,成效显著:阐释了麻黄碱治

疗哮喘、青蒿素治疗疟疾、砷剂治疗 M3型急性早幼

粒细胞白血病、活血化瘀药物治疗心血管疾病、针刺

镇痛机理、抗炎机理等的作用机制;研制了双环醇、
人工麝香、桑枝总生物碱等源于中医药的创新药物;
传统中药汤剂(麻杏石甘汤和银翘散加减方)治疗甲

型H1N1流感、血必净注射液治疗脓毒症、针刺治疗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偏头痛等临

床研究获得了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特别是中医药

在抗击新冠病毒感染中的“三药三方”及机制研究,
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学术影响,均为“说明白、讲清

楚”中医药疗效优势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尽管中医药基础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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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方面,重大研究成果尚且

不足,大多处于现象观察阶段,科学验证较少,研究深

度不够,亟需研究思路和方法学上的创新和突破。中

药及制剂作用特点、药效物质和作用原理不清楚是制

约中药复方疗效优势、创制新药和中药先进制造形成

新质生产力的根本问题,中药全链条创新能力亟待加

强;经络腧穴生物物质基础和针灸作用机理缺乏系统

阐释;中西医药学互相交叉渗透不够,多学科交叉融

合明显滞后;中医药领域协同创新能力、创新人才培

养、项目顶层设计及组织实施方式等方面也有待提高。
自然科学基金委高度重视医学健康领域的发

展,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完善资助体系,强化资助效

能,切实把中医药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

布局落实到位。面向健康需求,坚持目标导向和自

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有组织地开展中医药基础与

应用基础研究,强调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

的有序结合,鼓励体现中医药临床优势、阐释中医药

原创理论的现代科学内涵的研究,推动了中医药研

究范式转变与方法学创新,促进了中医药基础研究

和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加快推进了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中医药基础

研究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时机,为古老的传统医学插

上现代科技的翅膀,将飞得更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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