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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走出去 發揮灣區橋頭堡優勢
中國與40餘地區等簽合作協議 擬與「一帶一路」國建30個海外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家衞健委23日

召開發布會，介紹十八大以來中醫藥科技創新和「走出去」

有關情況。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際合作司司長、港澳台辦公

室主任吳振斗表示，該局高度重視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發

展，及時協調、積極推進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在香港，

首家中醫醫院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工程動土開工。在抗擊新

冠疫情方面，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推進中醫藥在港普及

應用，有15種抗疫用的中成藥獲得在港使用臨時的豁免權。

共享農莊振興鄉村

成都新津「空心村」變身「打卡地」
9 月 23 日，農曆秋分，第

五個中國農民豐收節主場活
動在成都市新津區天府農博

園舉行。位於天府農博園核心區的張河村，前
些年由於沒有產業支撐性，年輕人選擇外出打
工，成了「空心村」。中國農民豐收節主會場
首次落地西部，為何放在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地
方？十年來，這個小村莊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
化？

共享廚娘上門下廚
多層小洋樓整齊排列、民宿在叢林間若隱若

現……走進成都市新津區興義鎮張河村，鄉村新
風貌撲面而來。23日上午，正在自家麵館忙着的
村民劉芬收到了訂單，便着手準備食材。「遊客

通過微信小程序選擇廚娘下單，我們便
會上門為他們定製一頓精美午餐。」
劉芬除了經營麵館外，還是一名
「共享廚娘」，為客人提供上門
烹飪服務。村裏還有好幾個「共
享廚娘」，生意好時月入五六千
元（人民幣，下同）。

村集體用地建民宿
「共享廚娘」是當地「共享農莊」衍

生出來的新職業。張河村在改革開放前
人窮房子破。2010年，該村統籌自建新型社區，
271戶、762人受益。2018年天府農博園開建，
村子開啟「共享超市」模式，200戶村民入股獲
利。當年9月，張河村充分利用閒置集體建設用

地，由當地政府和專業民宿運營方共同投
資建設「共享農莊」，打造了25棟低

碳創意民宿，運營了3年，平均入住
率達85%以上。項目實行「保底+
分紅」的利益鏈接機制，村集體每
年保底收益31.5萬元。

近年來，張河村還陸續推出「不
二餐吧」、「食物減法」、「最美

廚娘」等村社產業運營項目，昔日
「空心村」變成了一個熱門「打卡
地」。短短4年時間，張河村集體經濟

收入從幾乎為零增長到100萬元。
目前，成都新津「共享農莊」模式作為鄉村

振興示範經驗在內地多個省市推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成都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中醫藥現代
化，以及在現代科技背景下推動中西醫結合，是各界關
注的問題。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會長
陳香美23日表示，數字化、信息化、生物技術是把傳
統中醫藥、現代醫學和現代智能化相結合必要的途徑。
中國需要加強中醫藥藥效物質原理和有效性評價方面的
研究、推動中西醫結合，走出科研診療新範式。

學者倡建中醫藥大數據平台
在大數據驅動中醫藥和中西醫結合發展方面，陳香美

表示，很多名中醫、國醫大師都有經過幾代人積累下來
的寶貴臨床經驗，這些數據需要收集起來，挖掘出更有
效的診療方案，尤其是在疑難病、慢性病、急症等方
面，這樣可以留給後人科學、寶貴的財富。在中醫古籍
整理方面，更需要真實可靠的大數據。中醫古籍現已整
理完成很大一部分，應建立大數據平台，為治好病人提
供科學證據，讓全世界醫務人員能夠共享中國悠久的中
醫藥醫療技術。
中醫臨床方面也要和現代技術相結合。陳香美表

示，各個中醫院、中西醫結合醫院、西醫院接受大量
病人，要把臨床醫生寶貴的辨證經驗數據留下來，只
有這樣，才能真正拿出中國方案、中國智慧。通過人
工智能去協助和輔助繁忙的臨床醫生，幫助他們診
治，也會解答群眾對中西藥、中西醫結合臨床實際問
題。以大數據驅動臨床精準診療的科研項目，已獲得
多個重要科技獎項。

國家加大中藥標準研究投入
在提升中藥質量方面，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司司長

李昱表示，重要標準體系不斷完善。國家持續加大中藥
標準研究投入，構建了更加符合中藥特點的評價體系，
推動完善了2020版《中國藥典》等國家標準以及相關
行業標準。此外，國家加強中藥材源頭質量管理，優化
中藥材產區布局，建設道地藥材良種繁育基地、生態種
植基地，推動中藥質量追溯系統的建設和使用。國家藥
監局2021年國家藥品抽檢年報顯示，中藥飲片抽檢總
合格率達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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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振斗在介紹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發展時表示，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
設的頂層設計得到進一步完善。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廣東省人民政府共同發布了《粵港澳大灣區中醫
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年）》，並制定了五個配套實施方案，為
中醫藥高地建設提供全方位保障。在機構設置方面，香港首家中醫醫院
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工程動土開工；澳門《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
法》正式生效，特區政府成立藥監局，澳門衞生局成立中藥服務發展
廳。

簡化港澳中成藥審批取得突破
大灣區中醫藥產業發展持續深化，人才培養成效顯著。吳振斗表示，
在產業發展方面，簡化港澳傳統外用中成藥上市註冊審批方面取得突破
性進展；持續推進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建設。在人才培養方面。
大灣區內地公立醫療機構招聘港澳中醫師試點工作圓滿完成；澳門積極
探索開展中醫師註冊考試制度。
中醫藥在抗擊新冠疫情中發揮的作用，備受關注。吳振斗表示，中央
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推進中醫藥在港普及應用，有15種抗疫用的中成藥
獲得在港使用臨時的豁免權。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開通了重大突發公
共衞生事件有關的有條件批准中成藥註冊申請機制。中醫醫師首次被允
許進入紅區診查病人。澳門特區政府制定《澳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
藥診療方案》，同時還成立中醫抗疫小組。
談及未來的計劃，吳振斗表示，下一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將繼續貫
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年》，扎實推
進中醫藥高地建設各項任務，繼續發揮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走出去」
橋頭堡的區位優勢，助力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繼續發揮中醫
藥特色優勢，推動中醫藥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中醫藥已傳至196個國家地區
在中醫藥「走出去」方面，中醫藥「走出去」步入快車道、邁出新步
伐，取得系列顯著成果。吳振斗表示，中醫藥已傳播至196個國家和地
區，中國與40餘個外國政府、地區主管機構和國際組織簽訂了專門的中
醫藥合作協議，開展了30個較高質量的中醫藥海外中心、75個中醫藥國
際合作基地、31個國家中醫藥服務出口基地建設工作。
吳振斗還表示，「十四五」時期計劃與共建「一帶一路」
國家合作建設30個高質量中醫藥海外中心。
此外，中醫藥還積極助力全球疫情防控。吳振斗
表示，中國公開發布多語種版新冠肺炎中醫藥
診療方案，支持舉辦百餘場抗疫專家視頻交
流和直播活動，向150多個國家和地區介
紹中醫藥診療方案，向部分有需求的國
家和地區提供中醫藥產品，選派中醫
專家赴相關國家和地區幫助指導抗
疫，向柬埔寨派出首個中醫抗疫專
家組及醫療隊。國家中醫藥局促成
發布《世界衞生組織中醫藥救治
新冠肺炎專家評估會報告》，報
告明確肯定了中醫藥救治新冠肺
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三藥三
方」等抗疫類中藥海外註冊取得
新突破。在世界衞生組織、金磚
國家、上合組織支持下，先後舉
辦系列高規格國際會議，發布
《支持中醫藥參與全球疫情防控
倡議》等。

十年來中醫藥
科技創新成就

◆成都市新津區興義鎮張河村「共享農莊」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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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醫藥在治療缺血性中風、非小細胞肺癌、糖尿病、
慢阻肺等一系列重大疾病、常見多發病方面均取得重
要進展，形成了一批中醫藥特色治療方案。

2.陳竺院士團隊揭示了傳統中藥砷劑治療急性早幼粒細
胞白血病的作用機制，患者五年無病生存率升至90%
以上，獲得舍貝里獎。

3. 陳香美院士團隊揭示了IgA腎病進展新機制，中西醫
結合治療使 IgA 腎病導致的尿毒症患病率下降
10.5%，療效提高20%，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4. 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劉保延研究團隊證實了針
灸治療女性壓力性尿失禁有顯著優勢，研究成果得到
國際廣泛認可，推動了針灸更好走向世界。

5.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通過科研篩選出「三藥（金
花清感顆粒、連花清瘟顆粒和膠囊、血必淨

注射液）三方（清肺排毒湯、化濕敗
毒方、宣肺敗毒方）」，第一

時間建立起了第一道防線，
為取得抗疫成果發揮了

重要作用。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凝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