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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医药传承创新（梅州·留隍）峰会开幕

留隍小镇，来了多位国医大师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走向
世界的一张名片 ， 中医自古以
来就是兼容并包的 ， 所以中医
结合西医所长 ， 是中医长远发
展的必然。 ”北京望京医院骨二
科主任温建民说。

他认为 ， 随着科技的不断
进步 ，中西医逐渐相互借鉴 、各
取所长。 比如“拇外翻”手术，中
医过去没有记载 ， 而西医的切
口手术又有较多副作用 。 临床
上 ， 他将传统中药学与现代医
学科技结合 ，用生物细胞学 、切
口手术进行临床研究 ， 用中药
内服外用促进愈合 ， 实现了较
好的治疗效果 。 “现在这个时
代 ，中医不能故步自封 ，要积极
吸收优秀的东西 ， 与时俱进才
是长久传承的保障。 ”他说。

首届全国名中医 、 广州中
医药大学教授邱健行也提出 ，
在中药制剂方面 ， 还有很大的
创新空间。

他指出 ， 过去中医药的熬
制方法 、程序都较为复杂 ，在当
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 ， 中医
在成品制法上也应有一些创新
之处 。 以 “研发中药颗粒剂 ”为
例 ，邱健行指出 ，中药颗粒剂省
去了复杂的熬制过程 ， 在形式
上突破 ， 但又不离本元 ， 更省
时 、方便 ，吸收效率也很高 ，适
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他认为 ， 中药制剂颗粒化
当下有很大的市场 ， 这样便携
的 方 式 也 有 助 于 中 药 走 出 国
门，走向世界。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丽娜报
道：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11 月
14 日至 16 日，以“中医药传承开
放创新发展” 为主题的首届中医
药传承创新（梅州·留隍）峰会，在
广东省梅州市留隍举行。

峰会由梅州市政府、 广东省
中医药局、广州中医药大学、羊城
晚报报业集团、 广东新南方中医
研究院共同主办。

广东一直是中医药强省
峰会秉承“为健康中国提供

中医智慧， 为人类健康提供中医
方案”的宗旨，邀请了国内外著
名中医药学者和中医药企业代
表，共同搭建政府、科研、学术、
医疗、 企业之间的互动平台，促
进中医药界的交流与协作，推动
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并为中医药“走出去”出谋划策，
贡献才智。

中医药， 千年以来一直是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
珠，在增进民生福祉、密切人文交
流、 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等方面
具有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的
传承发展， 为推动中医药振兴发
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去年
10 月 2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
察珠海横琴新区粤澳合作中医药

科技产业园时指出：“要深入发掘
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 推进产学
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
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 ”

广东，一直是中医药强省，中
医药综合实力走在全国前列。 一
年来， 广东更是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推动中医药医疗、预防保健、
教育、科研、产业、文化和对外交
流“七位一体”全面发展。

峰会为何选在留隍举行？
峰会上，第二届国医大师、中

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
教授石学敏，第二届国医大师、北
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孙光荣， 第二
届国医大师、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
授禤国维，第三届国医大师、广州
中医药大学教授周岱翰， 美国中
医公会副会长薛初龙， 澳大利亚
澳华中医学会会长张翼， 首届全
国名中医、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邱健行， 世界中医联合会经方专
业学会副会长李赛美，珠江学者、
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主
任宋健平， 广东省健康中国研究
会会长张力军，第十一、十二届全
国政协委员、 望京医院骨二科主
任温建民， 广东新南方中医研究
院院长邱仕君等， 均围绕中医药
发展的方方面面， 特别是如何加
快推进中医药的传承和开放创新
作了主题演讲。

很多人可能对留隍感到陌
生，但提起青蒿素，提起中国为世
界快速清除疟疾提供的“青蒿素
方案”，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位于梅
州市丰顺县的小镇。与开创了“复
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先

河的中医药科学家、 广州中医药
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的科研团队
共同研发出第四代复方青蒿素

“粤特快” 的新南方青蒿药业，就
是选址在这里种植青蒿。目前，该
县的青蒿育种示范种植面积每年

都保持在 1000 余亩。 十余年间，
这里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青蒿产
业种植基地， 生产的抗疟疾药物
闯出国门， 帮助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部分疟疾流行的国家抵御疟
疾。

中医药如何守正创新
名老中医们开出良方

时代在变化，中医药要传承和发展，应该如何守
正创新？ 15 日，首届中医药传承创新（梅州·留隍）峰
会上，多位中医名家、国医大师提出，中医药也要融入
现代社会，与时俱进，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帮助中医药
更好地传承发展下去，并推广到全世界。

本稿统筹 /� 张璐瑶 本稿摄影 /黄巍俊 梁栩豪

如 何 以 现 代 生 物 学 为 基
础 ，研究中医药的传承创新 ，发
挥中医药在治疗慢性病 、 老年
病 、疑难病上的优势 ，把传统中
医药在原本基础上做得更好 、
推向国际？ 第二届国医大师、中
国工程院院士 、 天津中医药大
学教授石学敏认为 ， 必须要有
科学 、系统 、规范的科学研究做
支撑 。 “在古典医学指导下 ，在
临床医学基础上 ，找出规律 ，推
向国际 ， 这可能是一条中医药
发展的必由之路。 ”

中医方脉源远流长 ， 有人
说， 中医学的繁荣在于中药，中
医学的衰落也在于中药。 石学敏
认为，对中药进行科学性验证势
在必行。 “中药应该是绿色的，千
年老参如果用化肥催起来，这还
是人参吗？ 药变质了，做出来的
成果也只能是伪科学。 ”

在他看来 ， 真正的中医药
科学研究 ，应该是有团队 、有课

题 、有目标 ，在大数据 、云计算
的基础上 ，通过多年研究 ，拿出
成果 ， 对中医理论做出现代生
物学的解释。 “在辨证论治基础
上 ，一个个证 ，进行研究 ，找出
规律。 同时，用多中心、大数据、
云计算 ，搞上二三十年 ，最后拿
出规律性、有效的治疗方案。 ”

他希望，这种科学有效的治
疗方案 ， 最终不仅能在中国推
广使用 ，还能推广到国际上 ，并
让他们更好地掌握 ， 把中医药
推向全世界。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第二届国医大师 、 广州中
医 药 大 学 首 席 教 授 禤 国 维 指
出 ， 人类在现代社会中改造自
然的能力大大增强 ， 可以不太
依赖自然的节律进行生活 ；随
着科技的进步 ， 人们通过医疗
手段来维系健康和挽救生命的
能力越来越强 ， 人类生命也得
以大大延长。

“这种延长如果是以机器
设备 、 智能机器人等置入体内
代替人体本身的功能为代价 ，
甚 至 是 大 脑 移 植 后 的 生 命 延
续 ，不知人类是否真正地愿意接
受这种被替换了的生命的延续。
显然，人们更希望充分发挥人体
的自身修复能力以维系健康。 ”
他说。 而中医药着重于调动人体
的自稳定能力以恢复健康 ，因
此，在生命没有受到致命打击之
前， 运用中医药早预防早治疗，
可以发挥其突出的优势。

他表示，传统中医是在农业
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医疗体系。 进
入现代社会后，中医学与现代科
技融合以丰富自己是必然趋势，
中医学必须以创新谋发展。

例如 ， 面对现代社会快节
奏生活的现实 ， 如果仍然固守
传统的煲中药方法 ， 会占用大
量时间 ， 使很多人难以接受中
医药服务 ， 因此中药复方制剂
改革前景广阔 ， 可以把有效的
中药复方加工成冲剂 、片剂 、滴
丸等 ， 即使上班族也能方便服
用 。 另外 ，提到中药 ，人们的普
遍认知就是 “苦 ”，可以在保证
药效的前提下 ， 提炼出中药不
苦的部分，而去掉苦的部分。 再
开发出 “中药伴侣 ”，将中药调
整为红茶 、绿茶 、咖啡 、牛奶 、水
果等不同的口味 ， 以满足不同
患者人群的喜好 ， 提高广大群
众对中医药的接受度。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第三届国医大师、广州中医
药大学教授周岱翰认为 ， 随着
社会转型和科技发展 ， 中医药
所面临的状况也在转变。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慢性
非传染病时代。 ”周岱翰表示，从
近年来的临床实践中，他观察到，
现代人的健康受到不良生活方式
和心态的影响越来越大， 心脑血
管疾病、 代谢障碍性疾病等系列
慢性病的患病人数越来越多，并
且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把时代趋势放到中医药视
角中审视 ，周岱翰认为 ，中医药
学一直与时代同发展。 例如，针
对一些现代慢性疾病 ， 中医药
学中的 “因人因时因地 ”论 、天
人合一论等早就提出了 “治未
病 ”这一观念 。 再者 ，从秦汉时
期的黄帝内经中奠定中医理论
基础 ， 从中医经典著作中研发

出青蒿素……中医药学一直走
在创新的路上 ， 这也正是中医
药得以延续至今的根本动力。

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
中 医 药 学 如 何 找 准 自 己 的 定
位 ？ “传承不泥古 ， 创新不离
宗 。 ”周岱翰指出 ，中医药人要
正 确 处 理 好 守 正 和 创 新 的 关
系 ， 认识到中医在防病治病方
面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 在新时
代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羊城晚报记者 梁栩豪

中医药“大咖”共话中医“走出去”
有嘉宾指出：“走出去”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还要“走进去”“待下去”

羊城晚报讯 记者柳卓楠
报道： 15 日上午，首届中医药
传承创新（梅 州·留 隍）峰会在
梅州市丰顺县留隍正式开幕 。
启动仪式后， 部分与会领导嘉
宾、 中医药专家学者共同为中
医药传承创新 （梅州·留隍）峰
会永久会址挥铲培土奠基 （如

图 ，黄巍俊摄）。 据悉，峰会的
永久会址设在留隍镇潮客康
养小镇。

据了解，2017 年 8 月底，留
隍镇被国家住建部确定为第二
批全国特色小镇，丰顺留隍潮客
小镇被省发改委确定为广东特
色小镇。潮客康养小镇围绕中医
药康养主题， 以康养产业为核
心，中医药产业为依托，文化旅
游为纽带， 将被打造成健康、养
生、养老、休闲、旅游等多元化功
能融为一体的世界级康养田园
综合体。

接下来，潮客康养小镇二期
建设将继续依托项目优越的自
然环境，以山、水、田、林、湖五脉
相承构建“最美潮客康养小镇”。

峰会永久会址
落户留隍潮客小镇

中医药
学是中国古
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
明宝库的钥匙。
这个由中华沃土
孕育出的医疗体
系， 近几年在海
外 也 掀 起 了 热
潮， 越来越多的
外国人开始接触
中医、了解中医，
继而信中医、爱
中医。

随着中国国
际地位的提升，
国际影响力的增
加， 特别是伴随
着“一带一路”的
建设， 中医如何
更 好 地 “走 出
去”，成了本届峰
会上海内外中医
药“大咖”们热议
的话题———

壹 中医在美国
得以优化提高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黄
丽
娜
张
璐
瑶

梅州， 是美国中医公会副会
长薛初龙的故乡。 35 年前，他从
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辗转英
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从事中医
的临床和教学工作，并最终落脚
美国。

“我经历了中医在海外，特
别是在欧美从落地生根，到传播
普及，再到优化提高的过程。 ”薛
初龙以他最熟悉的美国为例 ，
1975 年美国加州立法，令针灸临
床合法化，“这也标志着中医在
美国的落地生根。 ”

其后的 40 多年里， 中医在
美国迅速传播普及， 美国 47 个
州和华盛顿特区都相继为中医
立法； 全美有 56 间针灸学校，
每年培养一两千名中医针灸毕
业生； 全美发放了 4 万个针灸
执照……“这些针灸师和他们的
病人，大部分不是华人，而是美
国本土人民。 到现在，中医针灸
在美国已经家喻户晓， 是美国
除西医外发展最快的辅助医学
体系。 ”

在薛初龙看来， 近几年来，
中医针灸在美国基本普及的同
时， 已经进入了优化提高的阶
段。 首先是教育水平， 已经将
入门学位从硕士提高到博士 ；
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 美国国
家医疗服务在大部分层面已经
包括了针灸； 美国从政府到大
学到机构， 对针灸的研究投入
也在不断加大。“中医已经国
际化了， 也进入了美国和欧洲
主流社会和主流医学。 ” 薛初
龙表示。

澳大利亚澳华中医学会会长
张翼在澳大利亚从事中医临床和
教学近 30 年，对中医在澳大利亚
的发展， 特别是近年来取得的进
步 深 感 欣 慰 ：“澳 大 利 亚 已 有
5000 名中医师，也是第一个通过
全国立法令中医行业可以实行全
国注册的西方国家。 ”

更令他感到难得的是， 在澳
大利亚的立法中， 中医是用中国
医 学“Chinese� Medicine” 的 英
文拼写来注册， 而不是用更加宽
泛 、 笼统的东方医学“Oriental�
Medicine” 或亚洲医学“Asian�
Medicine”等拼写方式 ，突出了
中医源自中国这一本源， 以及中
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这一内涵。

“在澳大利亚中医注册分三
类： 中医师、 针灸师、 中药配药
师”，在张翼看来，这也从一个侧
面证明， 澳大利亚是比较全面地
接受了中医的治疗体系。

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医从业
者，都希望中医更多、更好、更快
地“走出去”，张翼也不例外。他认
为，“走出去”只是第一步，更重要
的是还要“走进去”“待下去”。

怎样才能让中国的传统医学
走进海外各国的主流社会， 在当
地落地生根、 发展弘扬？ 张翼提
出， 首先可以依托当地中医学会
作为发展平台， 一方面可以了解
当地中医发展的水平， 给予相应
的支持，更有效地服务当地民众；

另一方面， 可以从根本上帮助当
地中医师提高诊疗水平。

其次， 要主动积极地与海外
各地从事中医教育和科研的大
学或研究机构合作， 举办各种
讲座 、论坛 ，更多向海外的主流
社会、 非华人的医务人员介绍
中医药的最新临床技术和研究
成果 ， 更多地在海外的期刊上
刊发中医研究成果 ， 扩大中医
的影响力。

最后，要定期组织多层次的
海 外 中 医 交 流 活 动 ，“通 过 交
流， 国外的中医师也能把各地
的需求 、信息 、研究热点等带回
国内， 给国内的中医研究带来
新的方向。 ”

说起中医药的“走出去”，为清
除全球疟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的青蒿抗疟“广东模式”是被
与会专家们反复提及的一个范例。

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
心主任宋健平在会上分享了他和
团队研究青蒿素复方， 创造用青
蒿素消灭疟疾的方案， 推动中医
药走向世界的过程。

早在 1974 年，广州中医药大
学青蒿抗疟团队就坚持青蒿素及
衍生物的临床研究， 坚持青蒿素
复方的开发及国际推广。 2003
年，团队开始跟新南方集团合作。
近 20 年来，他们研制了青蒿素复
方的创新药， 同时用中医理论指
导， 寻找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控制

和消除疟疾的方案。“我们既是这
个方案的创立者， 也是这个方案
的实践者， 更是促进青蒿素帮助
非洲消除疟疾的一线科研人员。 ”

宋健平曾多次到非洲实施抗
疟项目。“中医药走出去、国际化，
需要有科学的数据、证据来论证，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科学问
题，”他说，“比如在一个示范区范
围内，有多少人口应该用多少药，
跟其他方案做对照， 怎么样能实
现最佳效果？ ”反复科研比对，团
队首创用青蒿素复方推行全民服
药的方案， 最终在非洲科摩罗的
两个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
年来，我们做的事，就是研究不同
国家地区的疟疾成因， 然后以青

蒿素复方抗疟为抓手， 寻找最佳
方案， 让中医药的治疗方案走向
世界。 ”

在宋健平看来， 中医药走出
去， 最受困扰的一直是标准的问
题， 而青蒿素的抗疟就是一个抓
手，“在这个过程中， 将中医整体
辩证观运用到了不同的疟疾防控
领域，采取群体辨证施治法，从个
体治疗扩展到群体药物干预，中
国的中医药为全球的抗疟标准做
出了重要贡献。 ”

目前， 青蒿抗疟的“广东模
式”，在柬埔寨、科摩罗、圣多美、
多哥、 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展开
有效实践， 也推动了青蒿素类药
物成为全球的一线抗疟药。

贰 重在“走进去”“待下去”

叁 “走出去”最佳范例： 青蒿抗疟“广东模式”

石学敏：
对中药进行科学验证势在必行

禤国维：
可把中药调为红茶水果等口味

温建民：
中西医相互借鉴促传承发展

周岱翰：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潮客养生小镇 受访者供图

峰会在梅州丰顺留隍镇开幕 羊城晚报记者 黄巍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