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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会议纪要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湖北省中西医结合

学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承办的

第八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于2020年12月3日至6
日在湖北武汉隆重召开。本次大会主题是“中西医结

合抗击疫情,守正创新开创未来”,是自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我国举办的最高水平、最高层次的中西医结

合学术会议。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德国、
日本、韩国、瑞典、意大利、奥地利、智利、巴基斯坦、毛
里求斯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余名专家学者通

过线上及线下方式参加了本次大会。大会围绕中西

医结合抗疫的理论、临床、实践、经验,以及中医药的

传承发展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为全球抗疫分享

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大会开幕式由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姚云会长

主持,他对莅临本次大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和衷心的感谢,并通过一段视频展现了广大中西医结

合医务工作者白衣为甲、逆行出征、舍生忘死、挽救生

命的风采。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陈香美院

士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广大中西医结合医务工作者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牢记使命和职责,英勇奋战在抗疫一线,充
分发挥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独特作用与优势,总结形

成了中西医结合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与方案,在抗击

疫情的伟大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中西医结合人要

进一步高举中西医结合旗帜,守正创新,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促进中西医结合的学科发展和学术繁荣。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孙达副局长在讲话中指出,经

过60多年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进展卓著,中西

医结合诊疗模式优势凸显,获得社会广泛认可。“中
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
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他希望

大家,要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助力抗击疫情国际合

作;要推动世界传统医学发展,提升民众健康福祉;要
深化传统医学国际合作交流,共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
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云彦指出,自疫情发生

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在举国

上下火线驰援和鼎力相助下,全省人民识大体、顾大

局,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为全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作出了湖北贡献。湖北

省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坚持中西医并重,遵循中医

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深入推进中医药和

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产业化,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健康湖北

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共和国勋章”荣誉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

士通过视频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广大中医药和

中西医结合医务工作者致敬,对中西医结合抗击疫情

的作用予以肯定,对中西医结合医务工作者寄予殷切

希望,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坚持不懈地贯彻党中央“中
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方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高水平的疾病防治道路。
开幕式后颁发了2020年度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科学技术奖,总计获奖项目44项,其中一等奖7项,二
等奖14项,三等奖20项,科普奖3项。

主旨报告部分由中国科学院陈凯先院士和陈孝

平院士主持,首先由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

院黄璐琦院士作《学科交叉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的
报告,他认为复杂性研究需要学科交叉,交叉学科、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必然会对医疗行业发展趋势产生影

响。通过揭示耳穴迷走神经刺激脑神经网络促进针

灸基础-临床-转化的实例,展现了学科交叉助力针灸

学研究发展的重要作用。又以湖北蕲春县明代古墓

中复原蕲竹系列研究为例,生动说明了本草考古是传

承和发展中医药的重要工具。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药理学研究所副所长、格拉茨

中医药研究中心主任鲁道夫·鲍尔教授通过视频和

大家分享《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治疗和预防 COVID-
19需要做些什么》。他认为当今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中医药在抗击COVID-19大流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已有许多临床和基础研究都证明了传统中药对于

COVID-19的治疗作用。为在欧洲推广中药,《欧洲药

典》已经提供了许多关于中草药治疗新冠肺炎的最新

专著。但是目前中药产品只能作为食品补充剂在欧

洲销售,需要通过欧洲中药产品审批才能够在欧洲作

为药物使用。中药产品不但需要证明其功效和安全

性,还需要通过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药物鉴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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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杂质和相关标记化合物等检测以确保原料药材

的质量。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张定宇教授以《中

西医携手推进湖北中医药强省建设》为题,展现了湖

北作为抗击疫情的主战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中
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重要指示精

神,积极发挥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独特优势,将中

医药贯穿防治工作始终,探索形成了覆盖新冠肺炎患

者观察期、治疗期和恢复期的中西医结合防疫模式,
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要成果。下一步湖北省将贯彻

落实《湖北省中医药条例》,让中医药服务于惠民生,
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时珍人才工程,推
进中医药科技创新,继续推进湖北中医药强省建设。

毛里求斯前总统、女生物学家阿米娜·古里布·
法基姆教授作了题为《非洲药用植物在全球卫生保健

系统中的应用潜力》的报告。她向大家介绍了非洲传

统医学的状况,展示了非洲药用植物的巨大潜力。在

非洲,传统医学从业者仍然是绝大多数人群的卫生保

健提供者。但是西方医学和传统医学之间几乎没有

任何结合方案,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普遍担心这种形式

的结合将代表着西方医学质量的下降,并对企业的利

益构成威胁,而在中国和越南都有这种成功结合的例

子。令人欣喜的是,有些医院已在设计结合医疗方

案,并正在推动对于补充疗法和替代疗法的研究。
中国工程院王军志院士介绍了《新冠肺炎疫苗和

药物研发进展》。从“十一五”到“十三五”国家科技专

项对新药创制和传染病防治的持续投入,使我国的药

物研发能力和平台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产学研密切

结合加速了疫苗和药物的紧急研发进程。历次应对

突发传染病的疫苗研发过程,为本次新冠疫苗研发提

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借鉴。WHO开展的新冠疫苗临床

试验推动了新冠疫苗的研发和全球推广。
本次大会同时设立4个海外专场,分别为中俄专

场、中亚专场、中欧专场及中美专场。在中俄专场,来
自俄罗斯达吉斯坦国立医科大学莫拉耶娃·奈达·
拉贾博夫娜教授介绍了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新冠肺炎

患者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而接受康复治疗显著改

善了 COVID-19患者的心理情绪状态。华中科技大

学常务副校长、同济医院院长王伟教授从针刺得气的

机制研究、得气影响针刺疗效研究以及针刺治疗Bell
麻痹和偏头痛临床研究等方面,全面阐释了针刺得气

效应及其在防治相关疾病方面的作用。俄罗斯眼科

医师学会理事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教授通过基

础与临床研究介绍了眼科慢性感染的诊断和治疗。

随后俄罗斯远东国立医科大学谢尔盖·皮纳耶夫教

授展示了儿童肿瘤发生环境中相关的氧化应激反应

以及草药改善氧化应激的作用。广东药科大学校长

郭姣教授通过回顾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香

美院士牵头制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西医结合防治

专家共识》的历程,探讨了“三药三方”、中医情志与运

动康复疗法对于防治新冠肺炎的作用,以及新冠肺炎

的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等方面,系统总结了中西医结

合在新冠肺炎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

用。俄罗斯谢钦诺夫大学谢尔盖·邦达列夫教授在

其报告中认为新冠肺炎中的心肌损伤不可忽视,通过

呼吸练习、肌肉锻炼与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有

效保护心脏,需要多学科团队共同努力。湖北中医药

大学校长吕文亮教授阐述了基于新冠肺炎病因发病

学说的理论研究,并通过“三方三药”应对新冠肺炎的

真实世界临床研究展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

的优势。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教

授以中医药防治高血压缺乏高水平循证证据为例,介
绍了中国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心血管疾病项目组开

展的相关工作。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刘

成海教授的研究证实了中医药对于慢性肝病及肝纤

维化有明显改善效果,但是应注意部分中草药有一定

肝毒性。
在中亚专场,首先由中国工程院丛斌院士从本体

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方面系统论证了中西医结合的

科学内涵,强调应多学科研究联合攻关,建立中西医

结合的学科理论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医

学,并由此提出中西医结合亟待研究的一些科学问

题。来自日本京都大学药学研究生院伊藤美千穂副

教授介绍了在日本关于草药使用的一些热点话题。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安长青教授介绍了该院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情况,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效果。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药

学院金耀世教授介绍了在韩国采用草药防治新冠肺

炎的一般情况以及从款冬花中提取的一种抗肿瘤活

性成分及其在乳腺癌细胞中的作用研究。中国科学

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中药标准化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主任果德安介绍了中药质量研究及国际化发

展情况。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国际化学与生命科学

研究院院长穆罕默德·依库巴·乔德瑞教授介绍了

该国民族医学和植物药物开发情况以及抗癫痫天然

产物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副院长、同济

医院副院长刘继红教授介绍了中医药治疗勃起功能

障碍的研究进展及其团队关于川芎嗪治疗阴茎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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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障碍的研究成果。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党委书记叶永安教授从中医对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

认识,结合驰援湖北抗疫经历介绍了中医药参与全程

分期救治的良好效果。
在中欧专场,国际药用植物和天然产物研究学会

前主席安娜·丽塔·比利亚教授介绍了欧洲药用植

物作为 COVID-19辅助治疗的前景作用。意大利热

那亚大学圣马蒂诺医院保罗·佩洛西教授通过分析

和探讨引起术后肺部并发症的相关因素,提出预防术

后肺部并发症是临床麻醉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山

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苏帆教授结合中医五行、气血

理论,阐述了中医脏器功能保护理论。瑞典哥德堡大

学医学遗传学教授斯文·恩贝克介绍了 Foxk1和

Foxk2是如何调节有氧糖酵解。“疫情上报第一人”、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教授介

绍了其在疫情暴发早期积极探索新冠肺炎中医证治

规律的经验,制定中医治疗方案并对其疗效进行分

析,证实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疗效显著。瑞典草药

研究所亚历山大·帕诺西博士介绍了传统医学的适

应性概念和在现代医学中的作用,及其在应激和衰老

相关疾病上的应用。德国汉堡-埃彭多夫大学 Han-
seMerkur中医中心主任斯文·施罗德教授介绍疏风

解毒胶囊在德国是一种治疗感冒和流感的注册药物,
通过动物和临床实验对抗病毒活性进行了证实,有望

用于新冠肺炎的治疗。
在中美专场,国医大师、中国工程院王琦院士介

绍了中医在中国几千年抗疫史上的贡献,并从中医药

在新冠肺炎治疗中的应用、中医药防疫的现代循证证

据、中医药新冠肺炎预防方案等方面,全面展现了中

西医结合诊疗模式、中医药全过程深度参与新冠肺炎

疫情防治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果。美国密西西比大

学天然产物研究中心主任伊克拉斯·汗教授着重谈

到了药用植物及膳食补充剂的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

素,以及草药与化学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广州中医

药大学副校长张忠德教授通过回顾逆行驰援武汉的

抗疫经历,介绍了新冠肺炎的中医核心病机和中西医

结合诊疗方案的制定过程,并通过典型医案分享自己

的临证经验及体会。美国家庭医生学会成员路易斯·
霍夫曼博士介绍了祛肺毒1号方对于抗新冠病毒感

染的实验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党委书

记王笑频对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现状和发展规划

作了介绍。加拿大卫生部食品局资深科学顾问罗宾·
马勒斯教授谈到了该国中西医结合的情况,认为中医

药包括草药和针灸必须通过国际统一标准来保证植

物原料的质量,并采用严格的证据质量评价方法对其

进行综合分析,这将促进中医药与西医药的整合,以
造福国际人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党委书记范先群教授介绍了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的实践经历以及中医西医汇

聚创新研究院的发展状况。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学院院长张勇慧介

绍了其团队关于中药金线莲及其活性成分金线莲苷

的研究成果。智利塔尔卡大学吉勒莫·施梅达·赫

施曼教授介绍了其对于智利本地传统食用植物成分

和生物活性的研究。
大会还设立了麻醉、重症、传染病及呼吸病分会

场,就中西结合防治新冠肺炎的诊治经验、中西医结

合基础与临床研究成果、中西医结合优势病种的临床

实践经验、中西医结合前沿技术成果转化、中西医结

合医学未来发展等开展交流探讨。同时还进行了全

国各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专业委员会抗疫工作的壁

报展示,以及优秀论文的展示交流。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

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作为中西医结合学界的最高学术盛典,本次大会的胜

利召开,总结了中西医结合抗击新冠疫情的理论、临
床、实践、经验,展现了当代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责任

使命,为全球抗疫分享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促进

了全世界中西医结合的学科发展和学术繁荣。
(许啸虎整理)

(收稿日期:20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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