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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 涵 胡树萌 焦云洞文
世中联图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也是

人类文明中灿烂的一枝，从古

至今都用柔美的光辉温暖、护

佑着人类。

近日，记者就中医药的历

史和未来发展，以及如何用中

医药这一“民族品牌”，讲述中

国故事、中国智慧、中国精神，

为造福人类服务等相关问题，

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世界中

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席马建中。

笔者：中医药为人类健康

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请您谈

一下中医药的独特疗效和在治

未病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马建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
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
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
大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中医药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为增
进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前
的几千年，中医药为中华民族
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在
当今社会，中医药因其简便价
廉的特点，广大人民群众仍然
有着广泛的需求，无论是在慢
性病、老年病、各种疑难杂症、
传染病的预防控制上，还是在
提高生存质量上，中医药都有
着独特的疗效和显著优势，中
医药能够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人
们的日常医疗保健需求。特别
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
医药在抗击疫情、防治传染病
方面得到很好的验证。

未来要发挥中医药在治未
病中的主导作用，在治疗重大疾
病中的协同作用，以及在疾病康
复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中国正
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充分发挥
中医药的养生保健和治未病的
特色优势，打造家庭养生和健康

养老的医养结合新模式。

笔者：请您谈一下在“中西

医并重”的大背景下，我国应当

如何弘扬中医药文化，发展壮

大中医药事业？如何从人才、

规模、设备等方面提升、壮大中

医和中药产业？

马建中：近年来，党和国家
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习近平
主席对中医药事业作出了一系
列重要指示和论述。党中央、
国务院先后发布了一系列中医
药政策举措，2019年发布了《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十九届
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也提出要“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在国家的
政策引导下，目前各地都在深
入贯彻落实各项政策，可以说，
中医药传承发展迎来了天时、
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

政府近几年加大了投入力
度，坚持中西医并重，加速了中
医药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进
程，突出中医特色，新建、改建、
扩建了中医综合医院、中西医
结合医院、中医专科医院。今
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
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的文件，在夯实中医药人
才基础，提高中医药产业发展
活力，增强中医药发展动力，提
高中医药发展效益，营造中医
药发展良好环境等方面提出了
具体措施。在人才方面不仅要
加强学历教育，还要做好师承
教育，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
制，培养一批中医药特色人
才。在公立中医医院的基本建
设、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
人才培养等方面保障落实政府
投入，多方增加社会投入，拓宽
融资渠道支持。

笔者：作为世界中医药联

合会主席，请您谈一下怎样在

国际上传播、发展中华中医药的

文化？如何通过中医这一“民族

品牌”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智慧、

中国精神？如何用中医文化造

福人类、服务国际社会？

马建中：中医药是中华文
明几千年的创造和积累，是中
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它也是一个
伟大的宝库，中华民族必须更加
珍惜这一医学宝库，才能使中医
药得到更好地继承与发展；我们
需要与不同医药文化相互交流、
借鉴与学习，这样才能为全人类
的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中医药目前已经传播到全
球19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与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专
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中国已
支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
设了一批中医药中心，在国内
建设了17家中医药服务出口
基地，并正在筹建国家中医药
博物馆。

科技进步是推动中医药文
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屠呦呦教
授及其团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国际学术交流手段，提升了中
医药发展水平，其团队研发的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
人民的礼物，这是中医药对外
交流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以下简称世界中联）是民政部
登记注册，目前全球最大的中
医药国际性学术组织，是世界
卫生组织（WHO）非政府组织
成员、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TC249）的A级联络单位。世
界中联与WHO等国际组织一
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
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和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每 3 年与
WHO签订合作计划，为WHO
建言献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世界中联副主席、

“人民英雄”称号获得者张伯礼
院士在WHO传统医学会议上
提出向全球推荐使用中医药抗
疫的倡议。为促进中医药的国
际传播，世界中联搭建了三级
学术会议平台，从每年一届的
世界中医药大会和夏季峰会，
到国际区域会议，再到每年百
余场（线上、线下）专业委员会
学术会议，都在分享中医药成
果，传播中医药文化。为带给
世界更规范、更安全、更有效的
中医药服务，世界中联致力于
推动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
迄今为止，世界中联已经发布
了各类中医药标准120多部。
近些年《世界中医药》杂志与国
外机构合作，出版了10种海外
文版杂志，让中医药文化及研
究成果传播到更多的国家。此
外，世界中联的一些分支机构
通过针灸等中医适宜技术让外
国人能体验中医药的疗效，使

其成为当地最好的中医药推广
者。综合以上，中医药在世界
得到广泛传播，但仍任重道远。

笔者：中药材质量事关中

医药事业的成败。请您谈一

下关于中药材质量的现存问

题？以及采取哪些强化监管

的举措？

马建中：中药材是中药生
产的源头和基础，其质量优劣
直接影响中药产品的品质及临
床疗效发挥。近年来，中药材
质量逐年向好，2013—2020年
全国市场质量抽验数据结果表
明，我国中药材及饮片总体合
格率分别为64%、68%、75%、
77%、84%、88%、91%、96%，
呈现出逐年提升、稳步向好的
发展态势，但与人民群众的期
望仍有一定差距。

中药材质量问题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中药材生产周
期长，影响因素较多，特别是农
药、化肥使用不规范容易造成外
源性污染。二是非道地产区盲
目引种、野生变家种的过程中，
存在种质混乱、产地选择不适
宜、种植技术方法不当、栽培土
质差异等问题，种植规范化程度

需要进一步提高。三是流通生
产过程中同属近缘种的药材与
正品药材混用，掺杂非药用部
位。四是不少企业仅以满足《中
国药典》中个别成分含量指标为
判定标准甚至是最高标准，造成
合格药材多，优质药材少 。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采取
如下五条具体监管措施：在源
头上规范中药材种植标准，推
动在道地药材产区建立中药饮
片生产基地，建立中药饮片产
供销平台；在生产上强化中药
饮片生产企业的责任意识，鼓
励和引导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建
立健全有效的原料及产品质量
控制体系；在流通上引导建立
中药饮片物流配送中心，规范
中药饮片流通环节管理；在使
用上加强医院中药饮片的规范
化管理，对各级各类医院中药
饮片的采购、验收、保管、调剂、
临方炮制、煎煮及人员管理要
提高标准和要求；加强综合治
理。发挥社会、媒体舆论监督
作用，依法打击中药饮片流通、
使用环节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
为，对假冒伪劣中药材产品坚
决予以打击，以保障人民群众
安全使用中医药。

让中医药让中医药““瑰宝瑰宝””光芒温暖人类光芒温暖人类
——访全国政协委员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席马建中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席马建中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主席马建中在世界中医药大会第六届夏季峰会博览会上作主题

报告。

2009年3月27日-4月2日，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马建

中在四川省调研期间，到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中医中药中

国行义诊现场慰问群众。

2014年4月，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马建中一行就中医

师执业及准入制度、中医医院“治未病”工作及中医预防保健服务

体系建设、基层中医药工作开展等情况赴山西省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