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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会议、重要活动提及中

医药,并就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国中医药的

应用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中医药早已作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中医药在患者救治、疫情防控等方面发挥了举足

轻重作用,显现出独特优势。但由新华网《经此一

“疫”,再看中医》调查问卷数据[1]可知,中医药发展还

存在传承推广难、中医药应急储备不足等系列问题。
由此,如何破解中医药发展的现实困境,实现守正创

新发展,如何提升中医“治未病”预防为先的能力、在
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中的中医药创新能力、中医药疫病

的研究能力和转化能力等成为新时代中医药发展需

要重视的议题。本文在分析新华网《经此一“疫”,再
看中医》调查问卷数据的基础上,以新冠肺炎疫情中

中医药的使用情况为研究起点,系统分析了中医药在

恢复身心健康、防控疫情扩散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并
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重点阐述了疫情时代中医药在

中西医结合、中医素养社会化、中医院校人才培养、中
医能力代际传递、媒体正向引领等全方面的发展路

径,以期为中国乃至世界疫情时代及更长期的中医医

疗发展提供政策性建议。

1　中医药优势,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作用

根据新华网《经此一“疫”,再看中医》调查问卷分

析[1]可知(有效样本94190例),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

认同感较强,认为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精华(88.11%)、
对治疗很多疾病有优势(84.85%)、具有养生保健功能

(77.81%),这也使得中医药在抗疫中的应用具有一定

的群众基础,“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氛围将更有利于

中医药发挥更大效用。实际上,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也

的确优势明显、作用巨大。见表1。

1.1　有助于患者恢复身心健康

新冠疫情不仅扰乱了国民生产生活秩序,在网络

媒体的持续发酵下更是使得全国人民失去了正常的

情绪调控能力。对于患者而言,情绪低沉会增加治愈

难度,而中医学认为精神情志活动与人体的生理、病
理变化有密切的关系[2],《素问·举痛论》曰:“余知百

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

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3]。中医始终把心理调治作

为防病健身、治疗疾病的第一步。疫情期间,众多定

点医院、方舱医院甚至居家隔离的居民均采用中医心

理疗法,使患者能有积极心态应对病毒。不仅如此,
中医认为锻炼身体,能提升正气,降低疾病发生率,华
佗发明“五禽戏”就是一种中医锻炼身体、提升正气的

方法,武汉方舱医院医护人员带领患者练习太极拳、
八段锦,对病情治愈大有裨益[4]。

1.2　有助于防控疫情扩散蔓延

在此次全民抗疫战争中,中医“治未病”的优势明

显。中医立足于预防,引导群众进行心理疏导、调整

作息、开展食疗、强身健体,这一系列举措在一定程度

上起到了“治未病”的作用[5]。此外,我国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取得的成就与我国具有中西医结合治疗

的优势息息相关[6-7],张伯礼认为“服用中药能有效防

止患者从轻症转为重症”,不仅如此,72.80%的受访

者认同“中医药能降低轻症转为重症的概率”这一观

点。见表2。

表1　民众对中医药的印象(%)

对中医药

的印象

中华

文化的精华

对治疗很多

疾病有优势

具有养生

保健功能

针灸、按摩等

在海外受认可

能治

疑难杂症

有产品用

中医药概念营销

问卷占比 88.11 84.85 77.81 67.32 77.55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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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民众对中医药抗疫的了解程度(%)

对中医药

抗疫的了解

听说过

三药三方

确诊患者中超

9成使用了中医药

中医药能降低

轻症变重症的概率

方舱医院患者

练八段锦、太极拳

诊疗方案中

包含中医药方案

中医药参与

海外抗疫支援

问卷占比 79.04 61.74 72.80 64.98 76.77 55.14

表3　不同年龄层次人群的中医药使用情况(%)

年龄 受访者占比
经常接触中医药,

平时用中医药保健

接触中医药较多,

不舒服会看中医

接触较少或从未

接触过中医药

<20岁 1.87 46.70 25.80 27.50

20~35岁 22.66 57.72 27.49 14.78

36~50岁 41.78 60.00 33.32 6.68

51~65岁 25.70 52.99 39.87 7.14

>65岁 7.99 46.16 43.59 10.25

2　中医药困境,疫情期间中医药显现的发展难题

2.1　中医推广、传承受阻

主动参与问卷调查的群体主要集中于36~50岁

(41.78%),20岁以下的群体只占1.87%,横向来看,

20岁及以下的人群对中医药接触较少或从未接触过,
足以见得年轻一代对中医药的认同度不够,认为中医

“过时”的观念仍然存在,“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的
社会氛围形成还任重道远。年轻一代的中医认同感

缺乏,也会使得中医传承困难[8]。见表3。

2.2　中医药应急储备不足

一是中医专业人才不足,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民国初

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为50万人,现在只有

近30万人。而与此相反,西医则从1949年的约8.7
万人发展到今天的175万人,增长近20倍。中医传承

受阻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医专业人才的培养和

人才储备量的增加。二是中药药材储备不足,中医药

调配方式单一,很多医院只能提供中药配方,无法满

足患者所急所需,也无法满足长期预防的需要。对

此,人大代表张荣珍建议,要提升中医院中药服务能

力,提供多元化临方制剂。鼓励应用现代制药技术开

展超微末、胶囊剂、浸剂、中药提取颗粒剂等新剂型的

临方制剂,为病人提供个体化个性化中药用药服务,
进一步解决中医药发展中的瓶颈问题[9]。

3　中医药发展,推进中医药治疗能力、发展体系现代

化

　　笔者认为,应从中西医结合、中医素养社会化、中

医院校人才培养、中医能力代际传递、媒体正向引领

等方面推进中医药治疗能力、发展体系现代化,推进

中医药体系守正创新[10]。见图1。

图1　中医药创新发展体系构建示意图

3.1　加强对外交流,中西医结合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中
医药也走出国门,造福世界。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

家和地区,有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

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

险体系[11-12]。中药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系,已在俄罗

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以药品形式注

册。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

校,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以来,中国向国外输送了众多医疗队、医疗物资,其中

中医药疗法也被积极采用,中医药在研究创新疗法的

同时,也积极探索中西医结合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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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做好中医传播,推进中医素养社会化

推进中医素养社会化,意指营造“全民中医”的社

会氛围,掌握一定的科学的中医知识,在情绪调节、锻
炼身体、中医食疗、普通治疗等方面有基本的自我“治
疗”能力。具体而言,一是着力提升公众中医药素养,
媒体应针对性地进行知识普及。在营造中医药良好

舆论环境的同时,职能部门也应围绕国家中医药发展

战略,联手制定相应中医药科普与传播计划,提升民

众的中医素养和认知水平[13]。二是更好传承中国中

医优秀传统文化,在整个社会形成“信中医、爱中医、
用中医”的良好氛围,张伯礼院士指出,大力传播中医

药文化,不是为中医“争得名分”,而是把中医药呈现

在“应有的地位”上,使之在“健康中国”战略中,为维

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发挥更大作用[14]。

3.3　加强中医药院校人才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振兴发展中医药的思想,明确

了中医药院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的问题。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不断加强高水平、强能力、
应用型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才能使中医药高

等教育为中医药事业实质性输出专业人才、破解目前

高校输出“人数多、人才少”的窘迫难题。具体而言,
中医药院校及专业要以实践能力、知识水平等多重标

准对培养人才进行综合考量,形成评估考核体系,严
格把握人才培养关、输出关[15-16]。

3.4　加强中医能力代际传递

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承,要从青少年抓起,做好中

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近几年,虽然北京、天津等地

区已经有一些与中医药文化传播相关的少年儿童读

物面世,例如,天津中医药大学在张伯礼院士带领下,
于2019年出版了全国首套共五册中医药文化传播丛

书,其中就包括《中医药文化精选读本》(中小学版),
但是总体看来,中医能力及意识的代际传递效益弱,
许多年轻人对中医文化了解甚少,对从事中医药事业

的意愿较弱,中医能力的代际传递受到阻碍。因此,
一定要加强中医的社会化、代际性教育与传递,例如,
要在公众中加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使中医文化厚植入公众内心。在“信中医、爱中医、用
中医”的氛围中加强对中医的传承性保护[17-18]。

3.5　加大媒体正向引领力度

一是新闻媒体应当充当事实的传播者,抓住中医

药特点,以传统中医理论及其科学性作为重点报道内

容,结合疫情不同阶段的客观事实,实现动态发布,及
时通过媒体向公众介绍相关信息,提高公众对中医药

的理性认知和认同;媒体可以利用大数据或与数字平

台合作,推出个性化报道方案,以满足不同受众对中

医药知识、信息的需求。二是官方报道应充当舆论的

引导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社会和媒体持续发

酵,使得社会民众接连受到疫情相关信息的“轰炸”,
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官方网站发布信息等,一方

面引导社会媒体的舆论走向,另一方面给公众吃下

“定心丸”,在很大程度上给整个社会营造了一种有序

的氛围。

4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医药发挥的作用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为国际抗疫提供了典型经验和

示范样本。中医药独特的优势和深厚的中华民族文

化底蕴,使得中医药发展具有稳固的根基。在辩证看

待疫情时期中医药独特优势和发展困境的同时,要稳

步推进中医药体系守正创新,在新的历史时代更高质

量推进中医药治疗能力、发展体系现代化,促进中医

药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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