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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中医药年鉴》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综合反映中国中医药工作各方面情况、进展、成就
的史料性工具书。
《中国中医药年鉴》前身为《中医药年鉴》，1989年更名为《中国中医药年鉴》，自1983年起已连续
出版25卷。
2002年《中国中医药年鉴》分为行政和学术两卷出版。
本卷《中国中医药年鉴》(行政卷)(以下简称《年鉴》)为2009卷(总26卷)，收编内容截至2008年底。
    为提高《年鉴》的实用性、可读性，《年鉴》编委会对2009卷《年鉴》进行了较大改版，就《年鉴
》栏目设置及内容进行了讨论和修改。
    2009卷《年鉴》共20个部分：1．综述篇；2．文献篇；3．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篇；4．重要工作篇
；5．专业工作篇；6．中药篇；7．直属单位篇；8．地方篇；9．解放军篇；10．中医教育机构篇；11
．中医科研机构篇；12．中医医疗机构篇；13．社会团体篇；14．数据篇；15．大事记篇；16．荣誉
篇；17．人物篇；18．机构名录篇；19．港澳台及国外篇；20．附录篇    文献篇下设3个专栏：  (1)党
和国家领导人讲话(2008～2009年)；(2)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讲话(2008～2009年)；(3)重要文
件。
        重要工作篇下设6个专栏：(1)，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中医药抗震救灾；(3)中医药参与奥
运会；(4)中医药“治未病”健康工程；(5)农村中医药；(6)社区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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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陕西等省市均超过了5000万元。
地方中医药管理机构建设得到加强，上海、新疆等地成立了副厅级中医药管理机构，还有一些地区采
取不同形式加强了中医药管理机构建设。
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为中医药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三、中医药政策研究取得新进展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要求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充分发挥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机制的作用，协调相关部门共同起草了《关
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并在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会议上原则通过，
正在结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作进一步修改，报请国务院择机发布。
参与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研究，组织中医学组专家提出了中医药继承发展的战略思路、
优先领域、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为制定卫生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中医药部分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医药立法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中（传统）医药法》列入了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表明了党和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高度
重视，标志着中医药立法纳入国家立法日程。
地方中医药立法也取得新进展。
2008年，广西颁布了发展中医药壮医药条例，黑龙江修订颁布了发展中医药条例，颁布中医药地方性
法规的省份已达25个。
通过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机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动沟通、协调相关部门出台政策文件，为
中医药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与原人事部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工作管理规定（试行）》，将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与学位相衔接，是对师承教育的制度
创新。
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启动了首届“国医大师”评选活动，第一次由政府组织高层次的中医
药工作者荣誉表彰评选活动，有利于在行业形成尊重人才、激励学习中医、热爱中医、献身中医的价
值取向和良好氛围。
与教育部联合印发了《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中医学专业设置基本要求》等6个管理标准，探索了行业部
门与主管部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指导中医药院校教育的新机制。
与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开展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问题的调研，修改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使医疗机构
中药制剂管理更加符合中医药的特点和实际。
与知识产权局共同研究起草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工作的有关文件，探索建立有利于中医药继承创新的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进一步深化中医药改革，药品零售企业设置中医坐堂医诊所试点工作，在总结经验基础上，试点范围
扩大到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农村具有一技之长中医药人员纳入乡村医生管
理试点工作进展顺利，积累了有益经验，待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后在全国进行推广。
四、中医医疗服务内涵建设继续推进中医医院内涵建设得到加强。
结合深入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强化对中医医院医疗质量和特色优势发挥情况的评价。
针对当前中医医院及临床科室名称混乱问题，发布《关于规范中医医院医院与临床科室名称的通知》
，使其体现中医的特点。
加强重点专科（专病）建设，成立26个重点专科协作组，确定147个主攻病种，开展了中医l临床诊疗
方案的梳理工作。
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诊疗设备配置的指导和管理，启动了“推广一批、提升一批、改造一批、研发一批
”的中医诊疗设备促进工程，举办了首届中医诊疗设备论坛暨展览会。
推广使用小包装中药饮片，提高中药饮片的调剂质量。
“治未病”健康工程进展顺利。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和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实施方案（2008～2010年）》，提出了
阶段目标任务，明确了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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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年初，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首届“治未病”高峰论坛，正式启动“治未病”健康工程，确定
广东、上海作为试点地区。
积极推进“治未病”服务试点工作，先后在17个省（区、市）确定了两批试点单位共46个，涵盖了不
同类型、不同级别和不同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多家试点单位运用融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为一体的新型健康保障服务模式，组建KY3H“
治未病”中心，开展以中医体质辨识为基础的“治未病”服务，在服务理念、思路、方法、机制以及
模式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加强对“治未病”模式、理念、服务、技术的普及，组织系列专题讲坛，在“治未病”服务的体制机
制、政策措施及人员、机构管理和技术规范等方面加强研究。
科技支撑中医药发展作用效果明显。
通过实施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和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以及“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973计划、行业科
研专项、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专项等，在中医药关键技术和理论研究等方面加强科技攻关。
加强科技能力建设，启动中医药重点研究室建设项目，开展实验室规范化建设，实行分级管理。
开展重大疾病、常见病诊疗方案优化和疗效评价研、究，注重重点专科专病和“治未病”临床科研相
结合。
发布第三批中医适宜技术公告，以多种方式向基层推广中医药科技成果，开展科技服务“三进”试点
，对农村、社区、家庭所需中医药技术和知识的推广模式和机制进行了探索。
启动道地药材保护与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试点，实施传统名优中药保护与生产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加
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利用的特殊政策。
中医药人才培养力度加大。
继续实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确定了第四批指导老师530名，学术继承人1052名。
北京、天津、云南等11个地区还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工作方案。
启动第二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确定了222名研修学员。
河北、江西、福建等地也相继开展了省级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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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中国中医药年鉴(行政卷)》是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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