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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 《中
医 药 发 展 战 略 规 划 纲 要 （2016-
2030 年）》，明确了未来十五年我
国中医药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并
描绘出高达 8 万亿元的中医药市场
的蓝图。

2016 年 8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颁布 《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
划》，明确了今后五年中医药发展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
标，其中提出“到 2020 年实现人
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颁布 《“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纲要中预测 2030 年健康
产业规模将达到 15 万亿元，而中
药及相关产业市场接近 5 万亿元，
约占三分之一。

2016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中医药的地
位、发展方针和扶持措施，为中医
药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2017 年 6 月，科技部、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颁布 《“十三五”中医
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完善中医

药国际标准，形成不少于 50 项药
典标准和 100 项行业标准，实现 20
个至 30 个中成药品种在 EMA 或者
欧盟成员国作为传统药物注册，完
成 5 个至 10 个中成药品种在欧美等
发达国家作为药品注册。

2019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实施中
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重视中医药经
典医籍研读及挖掘，全面系统继承
历代各家学术理论、流派及学说，
不断弘扬当代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思想和临床诊疗经验，挖掘民间诊
疗技术和广药，推进中医药文化传
承与发展。

201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颁布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意见》，内容主要包括：
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
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
特作用；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
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医药
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中医药传承与
开放创新发展；改革完善中医药管
理体制机制。

（陈敏 整理）

中医药产业主要政策盘点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千百年来在保障老百姓健康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很多患者笃信中
医，生了病特别是慢性病，爱看
中医，认为中医虽然疗效没有西
医来得快，但副作用小、“治
未病”。然而，随着现代科学的
发展，传统的中医药事业，今天
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问题。如何
传承发展好中医药事业，已成为
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历史上宁波中医人才众多，
尤以陆氏伤科、钟氏内科、董氏

儿科、宋氏妇科四大家最为出
名，有关他们的传奇故事，至今
仍在“老宁波”中口口相传。说
起现代的名中医，钟一棠、王
晖、董幼祺等，很多宁波人也是
耳熟能详。

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命脉所
在。没有传承，就失去了中医药
的未来；没有传承，中医药的创
新就失去根基。趁着一些名老中
医尚健在，我们要将他们的优秀
中医诊疗经验和学术思想传承

好、利用好、发展好。成立名老中
医工作室，就是传承发展好中医药
事业的有效举措。

王晖已 80 岁高龄，且不说他
丰富的诊疗经验，就他的学术思想
和医者仁心，已堪称大医。他没有
传统中医的门户之见，提倡中西医
结合，善于学习掌握与中医学科相
关的现代西医理论的新兴学说；他
带徒倾囊相授，没有丝毫保留，连
基层医院的医生都可以通过视频学
习；他不守旧，善于创新，借助现

代化科技手段发展中医，还与宁大
教授合作计划研制造福人类的中医
机器人；更让人敬佩的是他的“既
定医业，必先民医”思想。可以
说，做王晖学生的医生是幸运的，
有这样的大医引导，在他们今后的
从医生涯中必定受益匪浅。

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大
好时机，希望宁波有更多的名老中
医，像王晖那样开设工作室，把自
己的诊疗经验和学术思想传承下
去，造福百姓。 （李国民）

传承发展好中医药事业

9 年时间，王晖名老中医药传
承工作室培养的学生遍布宁波及周
边的三甲医院、基层医院。2016
年，工作室接受评估验收时被评为

“优秀”。
传承是中医发展之根，创新是

中医发展之魂。“工作室之所以取
得这么大的成绩，关键在于不断创
新。”工作室秘书、市中青年名中
医张业介绍，工作室的创新主要表
现在三方面：创新带徒模式、坚持
中西医结合、探索中医现代化。

虽然学生多，但王晖坚持亲自
带教，他带教徒弟不只是让学生抄
处方，而是创新性地实施专家会诊
式的探讨模式。

6 月 17 日上午，宁波市中医院
王晖门诊室。正是看病高峰期，主
诊室内放着一张可供 8 至 10 人使用
的长桌，桌上摆着 4 台电脑，王晖
和 6 名徒弟围坐在桌旁。

“患者属于功能性疾病，还是

器质性疾病？”“望而知之谓之神，
该患者望之属于何种体质？”“归纳
患者的基本病机、阶段病机、兼夹
病机、潜伏病机、即时病机分别是
什么？”⋯⋯王老刚刚看完一个病
人，但他没有急着开处方，而是开
始考问 6 名徒弟。

徒弟颖杰告诉记者，每次门
诊，王老师都会一边为病人把脉问
诊，一边给徒弟们讲解：为什么要
这样问诊、把脉、施治、用药等。
若是遇到一些疑难杂症，他就带着
徒弟对药物的剂量和病情的诊治共
同进行讨论，有时候，围绕一个疑
难病例，他们会探讨 1 个多小时。

“每看一次病，就是老师对我
们这些徒弟的一次现场带教。”如
今已是宁波市中青年名中医、主任
医师的龚文波深有体会地说，正是
在一次又一次的师生探讨中，他们
从王老师那儿学会了如何通过望、
闻、问、切来灵活处理病理临床证

不断创新

名老中医传承发展的关键

王 晖 正 在
给徒弟们授课。

（宁波市中医院提供）

从王晖团队
看中医的传承与创新
——一个国家级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样本意义

6月18日，王晖 （右一） 带
着徒弟门诊。 （徐能 摄）

记者 陈 敏 通讯员 张琳玲

“三药三方”、中西医结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发挥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让
世人认识到其独特的价值。目前，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疫情治疗方案开始走出国门，使得各
国人民对于中医药有了新的认同。

近年来，中医药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目前面临中医药人才尤其是高层次
中医人才缺乏问题，继承不足、创新不够，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一大障碍。为培养多层次中
医药骨干人才，破解中医人才培养难题，全国许多城市纷纷成立名老中医工作室，以此推进
中医药传承和创新。

2011年，王晖名老中医药传承工作室成立，这是宁波首个国家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
作室。9年来，王晖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在人才培养、中西医结合、借助现代化科技手段等
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和创新。最近，记者走访了王晖名老中医药传承工作室，对王晖领衔
的中医团队进行深入采访，以期为宁波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些启示。

“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对医院
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如何挖掘好传
承下去，并发扬光大，一直是我们
中医院面临的重大课题。”宁波市
中医院院长崔云在接受采访时说，
名老中医工作室就是一个很好的载
体，传承是创新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没有全面完整的继承就谈不上
创新发展。因此，王晖工作室成立
以后，他们就结合王晖学术思想、
临床专长开展研究型继承工作，并
以此作为打响名老中医药传承工作
室品牌的第一步。

王晖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工作
50 余载，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
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辨证治疗
体系，尤其擅长应用 《内经》“气
学”理论，并将其升华为“气化之
道生命观”和“气病学说”，结合
临床创立了“调畅脏腑特异气机”

“推动机体气化”的治疗方法，在
治疗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
眩晕综合征、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
疑难杂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为中医临床诊治开拓了新思路。

王晖根据 《内经》“气学”理
论结合临床实践，针对糖尿病中医
病机病理提出“治未病”学术思
想，在临床采用“四期辩证”法治
疗 2 型糖尿病疗效显著，这一中医
辨证方法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十一五”中医重点专科临床路径
专家组的高度评价，在国内引起了
较大的反响，成为宁波市中医院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 （中医） -内分泌

科的重要科研方向。
据了解，王晖名老中医传承工

作室成立 9 年来，参与国家中医药
行业科研专项课题“基于临床科研
一体化技术平台的 2 型糖尿病并发
症中医药临床诊疗研究”，以及多
项省市级课题研究；获得浙江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1 次，浙江省
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次，
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创新奖三等
奖 2 次；发表专业论文 50 多篇，出
版专业著作 3 部，还整理了多个诊
疗方案、临床治疗样本⋯⋯

据介绍，王晖工作室的这些科
研成果，以及带教看门诊的部分典
型病例，同步传到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网络平台上，以供更多同行或学
医者了解、学习。

在整理、传承王晖学术思想的
同时，王晖工作室还培养了 4 位省
市级名中医，而且有继承人还建起
了自己的传承工作室，陈霞波就是
其中一个。

陈霞波师从王晖以来，先后被
评为第二届全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
师、宁波市首批优秀中青年卫生技
术人才、宁波市名中医、浙江省名
中医，其间主持及参与国家、省市
重大科研课题多项，发表论文 50
余篇。如今，她已成为内科杂病及
疑难病，尤其是中医药防治内分泌

（糖尿病） 疾病的专家，并于 2018
年设立了浙江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目前工作室带教了一批
徒弟。

研究型继承

传承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在王晖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有
一副对联：“为人处事不忘牢记你
我 他 ， 诊 病 治 病 虚 怀 灵 变 一 二
三”，横批“做人做医”。这是王晖
教导激励学生的对联，也是他己身
奉行的座右铭。

为让更多基层患者在家门口能
看上名中医，王晖老中医传承工作
室积极响应“双下沉两提升”，先
后在宁海县中医医院、贵州黔西南
州中医院、江北区中医院建立了 3
个二级工作站。其中贵州省黔西南
州中医院和宁海县中医医院以该工
作室分站建设为依托，结合当地常
见病种，分别成立了糖尿病专科及
内分泌科，为两家医院的专科专病
建设发展、中医优秀人才的培养提
供了强有力保障，为当地百姓提供
了优质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这些二级工作站成为王晖工作
室服务基层患者的基地，王晖或工
作室骨干定期到这三个基地坐诊、
查房、培训，不仅方便了基层患者
在家门口看名中医，同时还将王晖
的学术思想、诊疗体系辐射到了基
层。

“王老师经常教育我们，‘既定
医业，必先民医’。”学生周开告诉
记者，几年前，王老师因一场车祸
几次手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但他坚持每周 3 次专家门诊，每年
门诊逾万人，坚持每周 1 次病房查
房。尽管已 80 岁高龄，但王晖坚
持早上 7 点不到开始门诊，他说：

“我早到一刻，就能多一刻诊察病
人，还能多看一个病人。”慕名找
他看病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对于
没挂到号的患者，王晖往往会给他
们加号，所以常常坐完诊已是下午
一两点钟。

“王老师身体力行，让我们明
白 ， 为 医 就 要 心 系 苍 生 。” 2010
年，陈靓成为姚江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一名中医医生，并开始师从王
晖，2013 年成为王晖工作室的一
员。在王晖手把手的教导下，陈靓
很快成长起来，年纪轻轻的她已在
江北区拥有不小的名气，一天的门
诊量常常有 100 多人次。陈靓曾有
机会上调到市区大医院，但是她放
弃了。“基层原本就缺医生，这里
的患者需要我。”陈靓笑着说。

服务民众

中医传承发展的落脚点

候，如何辩证地看诊、治疗疾病。
不同于很多老中医，王晖摆脱

传统中医的门户之见，提倡中西医
结合。他善于学习掌握与中医学科
相关的现代西医理论的新兴学说，
并用于中医理论的推陈出新和指导
临床诊疗。他认为，人的生命是非
常复杂的，单用中医的宏观观察或
西医的微观研究都有失偏颇。未来
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中西医
优势互补、扬长避短，让中医由约
到博的归纳领悟思维与西医返约的
切割还原思维交互融合，才是医学
发展的创新之路。每次，王晖到病
房查房，总是用中西医两套理论分
析诊断病情，常常令一些资深西医
大为叹服。

“主体发展、开放兼容。”王晖
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一直致力于中
医现代化的探索。

在主诊室的对面设有一个示教
室，示教室里装有视频。经常是王

晖在主诊室接诊患者，一群前来
观摩、学习的医生全神贯注地盯
着屏幕，王晖在主诊室如何问诊
搭脉、如何开方，都实时在屏幕上
显示。“王老师虽已年过八旬，但
他热衷于借助现代化科技手段。”
张业告诉记者，这几年随着远程视
频的推广，宁海、象山等一些基层
医院的医生在当地就可以参加视频
实时学习。

王晖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还尝
试跨学科合作，目前正在与宁波大
学“冲击与安全工程”重点实验室
合作，尝试从中医整体观出发，视
人体生命为“脏腑、经络、阴阳、
气血”运变的“现象状态模型”，
结合波传播理论，最终实现将生命
能量以波的形式在血液中传播的整
个系统。王晖和宁大教授还计划研
制造福人类的中医机器人，这一跨
学科合作的成果已经引起国内外相
关学者的高度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