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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政府为了人民健康，

高度重视和支持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工作，党中央

提出了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中西医结合、“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引中医药及中

西医结合队伍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保障中医

药及中西医结合事业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行稳致

远，取得了光耀夺目于世界的成就，在中医药及中西

医结合发展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历史记忆。

1 习近平总书记鼓励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走向世界

 2013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表示，中方重视世界卫生

组织的重要作用，愿继续加强双方合作，促进中西医

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1］习近平总书记首

次提出“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振

奋人心，也鼓舞着广大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工作者

努力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走向世界，为全人类

健康服务作出贡献。

 在习总书记这一指示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中西医结合学会坚持每年举办 1 次全球著名品牌会

议“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吸引世界众多国家的中

医药、中西医结合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进行中西医结

合学术交流、中西医结合临床经验推广、展示中西医

结合研究成果等，不断推动中西医结合走向世界［2］。

 2017 年 1 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

访问了世界卫生组织并会见陈冯富珍总干事。习近

平总书记表示，我们要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传统

医学，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更好融合。中国期待世界卫生组织为推动传统医学

振兴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为人类健康、改善全球卫

生治理作出更大贡献，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美

好愿望［3］。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

了“用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融

合”。对全世界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更好融合寄

以厚望，为中国及全世界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指

明了高远的研究方向。

2 习近平总书记大力表彰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

 屠呦呦教授是一位“西学中”的中药研究员，是

坚持 40 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开展中西医药结合研究

的“西学中”专家。她在《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一

书中撰文说：“40 余年来，以中西医药结合的知识，

先后在生药、炮制及化学领域从事中药科研。”［4］ 

她全身心地带领团队埋头苦干搞科研，一心扑在青

蒿及青蒿素的研究上。我在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

会秘书长期间，曾与屠呦呦教授交流过学术思想，

倾听她述说过科研工作的进展和艰辛，同情屠呦呦

教授曾申报过院士而未获准，更敬佩屠呦呦教授顽

强的个性和坚持的精神……记得 1997 年在一次学

术会议上我遇见了非常敬重的屠呦呦、基础所的谢

锦玉和针灸所的朱丽霞 3 位老“西学中”研究员，

她们向我述说着当时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艰难！

盼望着理解和支持……我只能说，谢谢各位老专家

对中西医结合科研的贡献，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她

们冲着我淡然一笑。在中国，关于屠呦呦教授成功

研究青蒿素与获诺贝尔奖的关系，长期以来中西医

结合学术界便有舆论并预测和期盼着她能获得诺

贝尔奖。如早在 1982 年，我国从事“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项目”分析研究的著名学者傅杰青就曾讲

到：“就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而言，在医学领域

中的确有些项目已居于世界的前列，而其中部分正

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

症、骨折、冠心病和白血病及提取抗疟新药等，是世

界一流的医学科研成果。如能发挥中西医两方面的

优势，则往往是可以创造出重大成就的，32 年来中

西医结合史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人们指望

从这里通向斯德哥尔摩，那是十分自然的。”［5］新世

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西医结合医学导 

论》［6］的第九章“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前景”中就

写道：“基于我国 40 多年来中西医结合研究成就，

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分析认为，如果能够更好地发挥

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的优势，给从事中西医结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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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授了改革开放先锋奖章。

 2019 年 9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17 日 

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屠呦呦“共和国勋

章”［9］。2019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颁发勋章。

 2022 年 4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青蒿素

问世 50 周年暨助力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

论坛致贺信，贺信中指出：青蒿素是中国首先发现

并成功提取的特效抗疟药，问世 50 年来，帮助中国

完全消除了疟疾，同时中国通过提供药物、技术援

助、援建抗疟中心、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向全球

积极推广青蒿素，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

百万人的生命，为全球疟疾防治、护佑人类健康作

出了重要贡献［10］。

 以上例举的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及全国人

民，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及其伟

大的科学精神、创造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的各种最

高奖赏，是对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以及对中医药学

家、中西医结合医药学家的褒奖，意义深远。我们

应该加强对屠呦呦科学思想、学术思想、学习与研

究中医药学的思路与方法、科学研究思路与方法、

学术成就、科学精神、创造精神等的研究，组织屠呦

呦学术思想研究会及论坛，广泛交流屠呦呦学术思

想、学术成就、科学精神等，首要的是研究、讨论、交

流和明确向屠呦呦学习的真髓是什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欣逢盛世而诞生

 2016 年 12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九号），公布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25 日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为此，中医药界力争奋斗

了 30 多年。这是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有史以来的

一件破天荒大事，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及中

西医结合界最值得欢呼、庆祝的庄严大事！我在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劳动与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分

管政策法规工作时，在局党组和司长领导下，曾带领

政策法规处的工作人员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完成

过一部中医药法（草案），并通过了卫生部呈递到国

务院法制办。我还曾参加 2016 年 6 月 24 日在人大

办公楼第一会议室召开的有 12 位专家出席的“中

医药法（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深知中医药法出

合研究的医学家、科学家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充

分发挥创造性思维，在一些研究领域或重大课题中

取得突破性成果，可能为赢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奠定基础和开辟道路。如抗疟新药青蒿素、抗癌

新药‘癌灵Ⅰ号’（砒霜）等研究成果。”我为中国中

医科学院研究生们讲授《中西医结合医学导论》［6］

课程 25 年之久，每年都讲授屠呦呦教授研究成功青

蒿素的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等。

 2015 年 9 月 29 日，我以“屠呦呦教授与诺奖

级成果中药青蒿——青蒿素的研究”为题，在中国

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庆祝中国中医科学院建院 

60 周年举办的系列学术讲座上，讲解了屠呦呦教授

从传统中药青蒿中研究成功抗疟新药青蒿素的中

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等，阐述了这一研究是已经达

到诺贝尔奖级的科研成果［7］。学术讲座后第 6 天，

2015 年 10 月 5 日，中央电视台便播出了中国女科

学家屠呦呦教授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振奋

人心的特大喜讯，震惊了全中国和全世界！

 屠呦呦率领其团队进行的长达 40 多年艰苦卓

绝的青蒿素研究，构成了一幅鲜活的中西医结合科

研砥砺前行的时代画卷！展示了中西医结合科研工

作者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及不怕艰难、百折不

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 2016年，组织编写《中国 

中西医结合开拓者》［8］时，邀请屠呦呦教授撰稿，

屠呦呦教授欣然命笔写下了《我的中西医结合之

路——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列为该书的首篇。

 综上所述，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的青蒿素研究，是中西医结合科研的标志性成

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中国的特大喜讯之一！

她实现了土生土长中国科学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零的突破”！为国争光，为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研

究争光增辉！让全世界进一步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研

究是当代发展中医药的最佳途径。

 2015 年 12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祝贺

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总书记在贺信中称

赞：“以屠呦呦研究员为代表的一代代中医人才，辛

勤耕耘，屡建功勋，为发展中医药事业、造福人类健

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6 年 2 月 14 日，屠呦呦获“感动中国”2015 年 

度人物。

 2017 年 1 月 9 日，习近平主席给屠呦呦颁发了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屠呦呦成为我国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首位女科学家。

 2018年 12月 18日，庆祝我国改革开放 40周年，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屠呦呦“改革先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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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之不易。所以，在中国中医药报开展的“纪念中

医药法实施一周年”征文活动中，我写过《中医药法

护航　中西医结合事业长足发展》［11］的文章，论述

了中医药法的实施对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立竿见影

的保驾护航作用等。

 中医药法实施 5 年多的实践更证明：中医药法

为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事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有力

的保驾护航作用！无论是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工

作者，还是其他科技工作者，均可依据和遵守中医药

法而大力开展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工作。如中医药

法的第五章中医药科学研究第三十八条中明确表明

“国家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医疗机构和药品生

产企业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

法，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该

法律条文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及科学的论断，法定了

“中医药科学研究”包含“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或

者说“中西医结合研究”属中医药科学研究范畴，密

切了中医药科学研究与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关系。而

且，国家鼓励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

研究。该法律条文阐述的“国家鼓励科研机构、高

等学校、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等……”，没有性

质、规模、条件等限制，无论是中医药、西医药、中西

医结合或其他科研机构，还是高等学校、医疗机构

和药品生产企业，国家都鼓励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

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加强中

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继承

和创新。鼓舞广大中医药、西医药、中西医结合及

其他科技工作者，为促进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

继承和创新，不仅要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而且要加

强中西医结合研究。几十年来的科研实践已经充分

证明，中医药领域的重大科学发现或重大科研成果，

很多都是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研

究的结果，如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防

治疟疾的研究，即为最典型的实例。

 另如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为三级甲

等中医医院，天津市 3 个中医医疗中心之一。该医

院的胸痛中心，中西医并重，突出中西医结合优势，

打造创新型心脏治疗中心，形成了中医医院胸痛中

心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模式，不仅为广大患者提供了

一流医疗服务，还带动了学科建设及医院整体发 

展［12］，是医疗机构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加强中西

医结合研究的例子。

 中医药法第三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分

别规定的“促进中西医结合”“国家发展中西医结合

教育，培养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人才”及“加强中西

医结合研究”，成为国家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

实施的行为规范，为促进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健康

和谐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并强调坚持中西医结合

 2020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召开会议，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新冠肺

炎）的疫情防控工作汇报，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

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指出：“要不断完善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

尽快明确诊疗程序、有效治疗药物、重症患者的抢

救措施。”［13］坚持中西医结合是全中国打响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战以来最响亮的号角。

 2020 年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

调：“要加大重症患者救治力度，加快推广行之有效的

诊疗方案，加强中西医结合，疗效明显的药物、先进 

管用的仪器设备都要优先用于救治重症患者。”

 2020 年 3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

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指出： “要加快药物研

发进程，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加快推广应

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有效药物，同时根据一线救治

需要再筛选一批有效治疗药物，探索新的治疗手段，

尽最大可能阻止轻症患者向重症转化。”［14］

 2020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讲解《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时指出：“在这次疫情防控中，

中医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及时总结经验，加强科学论

证，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加强中西医结合，不断提

高能力和水平。”

 2020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专

家学者座谈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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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0 年 9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全力

以赴救治患者，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

患者，坚持中西医结合，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最大

程度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在没有特效

药的情况下，实行中西医结合，先后推出八版全国新

冠肺炎诊疗方案，筛出‘三药三方’等临床有效的中

药西药和治疗办法，被多个国家借鉴和使用。”

 2020 年 9 月 16 日，第 18 期《求是》杂志发表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

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再次阐述：“中

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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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16］

 2021 年 5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南

阳市考察时指出：“过去，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是靠中

医药治病救人。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

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

深的认识。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

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17］在这

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发展中医药，

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

的道路。”我国开展 60 多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实践

证明，中西医结合研究是“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

学原理”的一种有效方法及途径，中医药学的理论、

中药的药理作用机制及针刺镇痛、针刺麻醉的原理

等，均可通过中西医结合研究探索、认识、阐明，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教授的青蒿素研究

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证。

 2021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讲道：“要把优秀传统

理念同现代生物技术结合起来，中西医结合、中西药

并用，集成推广生物防治、绿色防控技术和模式，协

同规范抗菌药物使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以上概述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领导全国人民抗疫

斗争的“主心骨”、总指挥，一直强调发挥中医药优

势、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坚持中西医结合、加

强中西医结合等。武汉疫情最严重时期的抗疫实践

就证明“中西医结合是抗疫最佳方案”［18］，之后随

着全国各地对抗疫斗争实践的不断总结，形成了抗

击新冠肺炎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模式”

等，归根到底就是“中西医结合方案”“中西医结合

模式”，在这场全球性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中显示出

强大优势。正如 2022 年 3 月 31 日“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报告中充分

肯定了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贡献，报告中指

出，中药能有效治疗新冠肺炎，降低轻型和普通型病

例转重率，缩短病毒清除时间并改善轻型和普通型

的临床预后。鼓励成员国考虑中国形成并应用的中

西医结合模式（整合医学模式），有效管理当前疫情

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全球疫情做好准备［19］。中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伟大成绩，最重要的是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中西医结合指引下，集成

发挥中、西医药两个优势的结果。这一认识足见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西医结合防治专家共识》［20］。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医结合这10年， 

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了举世瞩目的伟

大贡献！越来越彰显出她的魅力和能量！越来越展

示出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正确！中国的每一位中

西医结合工作者，都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

中西医结合”“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先锋战士，为

坚持中西医结合、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中西

医结合、发展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高层次的中西

医结合人才等，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夺取新成

就，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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