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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探讨和研究日益受到关注，通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循证医学方法和多学科联合

攻关的途径，构建完善的中医药传承创新体系，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整合重大研究项目，力争在中医药理论、方法学、标准规范

体系等方面有所突破，推动中医药科技进步和疗效提高。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对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开展系列青年沙龙研讨，

针对所在专科疾病或领域探讨并梳理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优势病种的优势点，并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点评给出指导

意见，形成报告。围绕优势病种的临床研究，探讨实践、人用经验向人用证据、转化路径等方面开展专题研究。通过对优势

病种的系统研究，挖掘中医在疾病治疗不同阶段的优势，不断提高中医的防病治病能力，发扬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先进性。同时

也促进中西医之间的沟通与了解，为进一步形成行业指南或共识及全面推广奠定基础，供中医药研究发展政策规划、临床

诊疗、卫生经济和社会服务领域等参考，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型诊疗体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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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on the clinical dominant diseas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Through approaches including modern technology，evidence-based

medical methods， and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we should construct a sound TCM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system，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and integrate major research projects，

striving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TCM theory，methodology，standards，and regulation system，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TCM，and thereby improving its curative effect.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CACM）carried out a series of youth salon seminars for clinical dominant diseases in

TCM，discussing and sorting out the advantages of the dominant diseases i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CM and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specific diseases or fields. Authoritative experts

in the industry were invited to give comment and guidance to form a report. Centering on clinical research of

dominant diseases， thematic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in the aspects of practice，human experience-based

evidence，and transformation path. Through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dominant diseases，the advantages of

TCM in different stages of disease treatment were excavat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bility of TCM and carry forward the advancement of TCM theory and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were improved，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formation of industry guidelines or consensus and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These

seminars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 planning，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health economy，and social services in TCM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 new

moder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dominant diseases；TCM therapy；expert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批

示精神，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

互补充、协调发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意见》文件要求，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对中医

药临床优势病种开展系列青年沙龙研讨。以临床

优势病种为核心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已广泛应

用于临床，并取得了诸多突破和成效。尤其是近年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取得了

有目共睹的疗效。客观上，以现代医学为主导的医

疗体系中，中医药有其独特的应用价值和独特的临

床优势。在某些疾病的诊疗中亦具有显著优势，甚

至是主导作用。这种优势可体现在疾病治疗的全

过程，或疾病发展的某个阶段、某个疾病亚型，或某

个证候、某个症状中，或替代和（或）补充西医药的

作用，或联合西药联合发挥减毒和（或）增效的

作用，切实提高了临床疗效，减轻了患者痛苦，提高

了患者的生存质量。但目前对于中医药临床优势

病种的范畴、优势环节、作用机制、优势方药、优势

技术等认识、梳理和总结仍有待进一步加强。第

一，对于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认识存在一定分歧

甚至偏差，或认识不清、盲目自信，或话语权缺失、

过度自卑。第二，各学科专业开展的系统性、完整

性的梳理工作相对较少，研究工作相对薄弱。第

三，一方面对已有优势病种临床诊疗方案在临床上

的应用及疗效评价尚不充分，不能对其进行及时有

效的改进和调整，适应临床需求；另一方面，对相关

优势病种合理、规范的诊疗方案制订、筛选工作尚

不全面。第四，对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卫生经济

学评价亦相对欠缺。上述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广大民众和西医同行对中医药临床优势

病种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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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中华中医药学会牵头组织开展了系列

青年沙龙，邀请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交叉学科

等临床一线的中青年优秀专家，针对所在专科疾病

或领域探讨并梳理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

优势病种的优势点，并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点评给出

指导意见，形成梳理报告。前期选择部分专业进行

临床应用试点，对中西医共识度较好的优势病种进

行临床实用性及适用性评价，为进一步形成行业指

南或共识及全面推广奠定基础，期间将完成系列成

果，经审定后报送相关上级部门，供中医药研究发

展政策规划、临床诊疗、卫生经济和社会服务领域

等参考。同时也期待中西医之间增进了解，携手努

力，中西融合，切实提高临床疗效，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的诊疗体系。

1 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基本特征及研究现状

中医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理论体系，在维护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荣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中医药

原有的诊疗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西医结

合诊疗模式受到国家相当程度的重视。随之而来

的是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发展的新机遇，中医、中西

医结合方向的医务工作者必须要准确自我定位、找

准优势、在继承中医理论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医药

工作要求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

中医药发展离不开守正传承，但要更好的发展

必须依靠创新。如何进行中医药的守正创新？我

们可将优势病种作为抓手，“守正”就是始终要以中

医思维、中医药手段解决临床问题；“创新”，首先是

努力构建完善的中医药传承创新体系，建立协同创

新机制，整合重大研究项目，坚持中医原创思维，充

分学习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

法，力争在中医药理论、方法学、标准规范体系等方

面有所突破，推动中医药科技进步和疗效提高。同

时要明确中医药能在疾病治疗的哪个阶段、亚型或

什么证候、症状中起到优势治疗作用、替代和（或）
补充的作用，或者与西医治疗联合发挥减毒和（或）
增效的作用。

近 20 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围绕中医药临

床优势病种做了大量的工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先后确立重点中医专科（病）、临床研究基地、特色

专科（专病）、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等项目，将中医药

临床优势病种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建设的重要和

核心内容。中医界的众多有识之士，如王永炎、

邓铁涛、孙光荣、曹洪欣等多位学者围绕中医药临

床优势病种进行了深入思考、调查、研究、挖掘和思

考，做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1-4］。目前，对于中

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认识仍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

是对于其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评价和推荐方法需

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确定。

2 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研究思考和认识

中医学历经千年传承积淀，形成了自身独特的

发展规律和学科特点。其以传统文化作为传承发

展的基础和源泉，以临床疗效为其存在的根本，以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为思想基石，以意象思维为思

维模式，以辨证论治为临证特点［5-6］。

2.1 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概念认识 中医药临

床优势病种的概念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一般

认为是中医药诊疗具有绝对优势的疾病种类。而

广义的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通常认为是在中医理

论指导下治疗，疗效确切、药物不良反应相对较小、

具有明确证据支持的疾病种类；或在疾病的某一病

程阶段、诊疗环节，西医治疗尚未有好方法、好疗

效，而中医可发挥其优势的病种；或在现有规范诊

疗基础上联合中医药，具有增效或减毒等临床收益

的病种。

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应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

上讨论，必须坚持把握中医学自身的本质特征，坚

持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中以继承为先，合理使用现代

的人类文明成果。通常来讲，中医药临床优势主要

体现在功能失调性疾病、病毒感染性疾病、疾病的

缓解期或慢性期、原因不明的各类疾病、病情复杂

的疑难杂症及疾病的综合调理等方面［4］。

2.2 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优势类别 对于中医

药临床优势病种的优势类别有着不同的看法，根据

不同的优势程度分成不同的层次、类别。通过前期

探讨认为，中医药临床优势类别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类别：①“人无我有”。目前缺乏有效诊疗手段，而

中医药能够提供相对有效及多样的治疗方法，填补

了相关领域治疗空白，例如妊娠咳嗽、妊娠剧吐、产

后缺乳、产后关节痛等妊娠及产后疾病和儿童肥胖

症等儿童疾患；突发传染病及其他不明原因疾病，

在没有明确治疗方法时，中医药可以提供更多思路

和解决办法。②“人有我优”。与现行常规诊疗相

比较，中医药在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简便性等

方面更具优势。例如，中医药与现行常规诊疗具有

类似的客观结局，但中医药在症状、生存质量方面

获益优于常规诊疗，例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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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感冒、咳嗽、病毒性肺炎、慢性前列腺炎、产后

尿潴留、剖宫产术后肠梗阻等；与现行常规诊疗具

有类似的结局，但中医药安全性更好或可减少临床

激素或抗生素的用量等，如急性咽炎、慢性咽炎、反

复上呼吸道感染、咽异感症、耳鸣、湿疹、慢性前列

腺炎、产褥期发热、剖宫产术后切口血肿/愈合不良、

儿童多动症、抽动症等。（3）“联合优效”。在现行常

规诊疗基础上联合中医药，能够获得更好的临床收

益等，例如在急/慢性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社区获

得性肺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上

呼吸道感染、脑卒中、冠心病、高血压、突发性聋、耳

源性眩晕、妊娠期高血压、盆腔炎性疾病、单纯下尿

路感染、脓毒症、儿童遗尿等治疗中配合中药能显

著增加疗效、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依照上述分类进行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归

纳总结、探索和实践，将有利于中医药更好的传承

与创新。中华中医药学会临床优势病种研讨系列

青年沙龙的举办也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来展开的，笔

者希望通过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一线临床医师

的深入沟通和思想碰撞，找到现在临床工作中的难

点，同时找到中医确有办法或者中西医结合疗效更

优的病种，形成初步建议，为进一步深入进行政策

研究、临床诊疗、卫生经济和社会服务领域提供参

考和证据支持。

2.3 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应具备的特征 第一，术

语应该标准规范。疾病名称应尽可能遵循《国际疾

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的疾病分类编

码，中医疾病应说明相应的现代医学疾病分类，无

法对应的中医疾病应有公认的诊断标准。

第二，作用优势明确。与现行常规诊疗相比，

中医治疗应在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简便性等方

面有确切优势，且应有相应的临床证据支持。

第三，优势定位清晰。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如

病程、治疗阶段、或疾病亚型、或症状表型等，可以

进行清晰描述，且应有证据支持。

第四，确凿的循证医学证据或者权威临床证据

支撑。中医具有其自洽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若完全

采用西方的研究模式，用单一指标评价中医的疗

效，无疑会有失偏颇。对于中医药的评价应该要有

更多学科之间的交叉与多维度的评价指标。因此，

其支撑证据不仅要包括权威机构发布的基于循证

医学证据的临床实践指南、专家共识、专家论证结

论等，同时对于中医药治疗确有疗效但缺乏高级别

证据的疾病，如产后缺乳、妊娠咳嗽、妊娠剧吐、

儿童多动症等，也应适当放宽标准纳入。

第五，有确切的中医干预手段。优势病种应具

有中医药相关的干预手段支撑，具体体现形式可以

是中药、针刺、艾灸或其他适宜技术等，且相关手段

具有可推广性。见表 1。

2.4 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评价思路 对于中医

药的评价应该是多维度、多层次、多角度的，但是在

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具体评价工作中仍应有相

对明确统一的证据来源，包括临床实践指南、随机

对照临床试验（RCT）、真实世界研究（RWS）等，尽

可能采用国际或行业认可的统一证据级别判定标

准进行评价。然而，由于中医的特殊性，很多病种

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普通感冒、慢性咽炎、过

敏性鼻炎、咳嗽、耳鸣、病毒性肺炎、慢性前列腺炎、

脑卒中、妊娠剧吐、产褥感染、小儿厌食、小儿便秘、

儿童肥胖症等的治疗中，中医确有优势，或在治未

病和某些疾病的特定病程阶段中医药治疗手段确

有疗效，但相对缺乏循证医学证据支持，如果按统

一标准考量，此类情况会被排除在外，不利于中医

药的发展。因此，需要探索一个更为全面的方法来

筛选和评价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建议基于临床

证据、专家共识，结合临床各专业实际情况，在保障

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的方式，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真实、有效、全面反

映中医的治疗优势。

对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开展系统深入的探索，

既能不断提高疾病临床疗效，又能促进中医自主创

新。为此，中华中医药学会组织开展了临床优势病

种研讨系列青年沙龙，首先由中华中医药学会遴

选、确定召集专家，即所研讨疾病领域、具有较强组

织能力的优秀青年专家。再确定特邀点评专家，一

般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分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

员，或同级别的权威专家。由召集人与特邀点评专

家确定本期的主题 ，以某疾病领域的中医及其

表 1 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应具备的 5个特征

Table 1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clinical dominant diseas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序号

1

2

3

4

5

内容

术语应该标准规范

作用优势明确

优势定位清晰

确凿的循证医学证据或者权威临床数据支撑

确切的中医干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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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优势病种，或本领域的核心

优势疾病为研讨重点，以点带面研讨本领域的中医

及其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优势。根据主题确定

参会的交叉学科专家、产业专家和中、西医青年专

家。通过专家共识法深入研讨明确本领域优势病

种和（或）优势环节，并确定本领域后续沙龙需要研

讨的主要内容，保持沙龙的系列化、持续化。以学

术论文、公众号、短视频等新媒体方式，将沙龙成果

和研讨结论进行宣传推广，将中医及中、西医结合

治疗的优势病种及优势特点向临床医生、百姓“说

清楚、讲明白”。

目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临床优势病种系列青年

沙龙已开展 10 余期，涉及神经内科、肾病科、脾胃病

科、急诊科、妇产科、儿科、男科、风湿免疫科、耳鼻

喉 科 、眼 科 、中 医 外 科 等 共 10 余 个 临 床 专 科 专

病［7-16］，探讨与梳理各专业优势病种的整体情况，遴

选确定优势病种，提出各优势病种的中西医治疗建

议，并把关注点从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聚焦到优势

环节、优势阶段、优势人群，还进一步延伸到何时

用、用哪些、怎么用，如何实现中西医并重、中西医

互补，在促进临床疗效的提高、如何基于目前研究

现状丰富和完善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证据链等

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临床实际诊疗和科学研究

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通过前期沙龙，确立了中医药领域优势病种，

明确具体的中医药临床问题，运用现代循证医学方

法客观评价中医药临床疗效，使其成为能够支持现

代医学临床决策的重要证据［17-20］。长久以来，中医

药临床疗效判定多依据主观症状改善情况，疗效判

定缺少客观标准，因而临床证据缺乏强的可信度。

循证医学方法主要采用 RCT 和 RWS。其中，RCT

通过对临床研究中存在各种偏倚进行了严格的质

量控制，对于以干预性措施为主体的试验效应验证

强度最高，也是最高等级临床证据来源。RWS 是通

过研究在临床实际诊疗的患者，根据相对宽泛的纳

排标准，注重有临床意义的结局指标，以此评价在

真实世界条件下的临床实践和疗效［21］。

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建立在大量临床实践基

础上，而实际的临床疗效是中医生存和发展的根

本。从中医临床实践活动中采集数据，经过科学规

范的处理和分析，可作为创新中医药理论和评价临

床疗效的依据。循证医学评价方法中，RCT 所收集

的数据因中医辨证论治所强调的个体差异性和不

可重复性而受到限制。 RWS 可让临床医生根据

患者的实际病情和意愿选择治疗措施，增加了患者

的依从性，适合开展长期且综合的效应评价，同样

适应中医辨证论治、个性化治疗和综合调节的临床

特点。因此，RWS 的研究方法与中医药诊疗模式具

有良好的相适性，开展大样本 RWS 也是中医药临床

优势病种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方法。

2.5 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基础研究和机制探索

根据临床研究中获得的证据，后续开展的基础研

究对其进行深入验证，探索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取

得疗效的深层机制，进一步证明中医药的有效性和

科学性。中医药基础研究在动物模型层面，首先应

确认该病种是否具备国际公认造模方法，是否有评

估造模成功的公认标准，是否能造出病证结合模

型，该造模方法是否符合中医药证型特点。若存在

多种疾病造模方法，如化学诱导、免疫法、转基因法

等方式，应综合考虑模型动物种类选择、造模表型

的临床吻合度、中医证型的匹配度等方面，选择合

适的造模方式［22］。

中药复方治疗疾病常发挥“多成分 -多靶点”的

特性，网络药理学借助系统生物学理论，从整体分

析“药物 -靶点 -疾病”的理论，这和中医药整体思维

存在诸多共同点［23］。因此可借助网络药理学研究

方法，系统筛选中药复方中具有药理活性的分子化

合物，或从药物单体研究出发，通过动物实验、细胞

实验验证单体治疗疾病的作用靶点、关键的通路和

生物过程，观察单体对模型组织形态学等作用，初

步验证中医针对优势病种的作用机制。研究中药

复方可结合现代前沿技术如基因组学、转录组学、

代谢组学、蛋白组学等，提取模型动物含药血清，掌

握复方入血后的关键药理成分；同时运用现代科学

技术，验证疾病模型差异表达蛋白作为关键靶点，

检测中药复方对关键靶点的药理作用，从全方位、

多角度研究中医药作用机制［24］。通过开展高质量

临床研究，提供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关键循证学证

据，运用基础研究探索中医药作用机制，最终可确

定中医在临床优势病种中的独特地位。

3 探索与实践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意义与展望

2005 年 6 月始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启动了 30 个

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临床研究，对于中医药临床

优势病种的研究发展从未止步。现代中医临床对

疾病的认识正在由以“主证”为核心逐步向以现代

医学的以“病”为基础转变，强调病证结合诊疗模式

下的辨证论治。这种模式不仅能发挥中医辨证论

治的个性化诊疗优势，还可以明确对“病”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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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了我国现代中医临床中“病证结合模式”

的优势和特色。在这种模式下，中医对疾病发展过

程、疾病分期、分期辨证论治的把控更为精准，使中

医药干预可以全程覆盖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期，

也更为系统的体现了中医在不同阶段的优势和特

色［25］。对该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应提倡将中

医药临床优势病种作为基础与核心，同时探索遵循

中医规律的研究方法。

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在我国各级各类医院的

各个临床专科均有分布，其涉及的病种范围比较

广，尤其是对病毒感染性疾病、功能失调性疾病、原

因不明的疾病、疾病缓解期或慢性期、病情复杂的

疑难杂症及疾病的预防和综合调理等具有明显优

势［5］。优势病种是中医药行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也是凝聚资源，打造“名院、名科、名医”的关键。同

时，对彰显学科优势、突出临床专科特色、促进临床

研究基地建设、培养专业化临床科研人才、创新现

代中医药管理模式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为临床工

作及后续的政策研究、临床诊疗、卫生经济和社会

经济服务领域等提供前期参考和证据支持。

优势病种离不开对某疾病或疾病某阶段疗效

独特的诊疗技术、特色疗法、中药方剂、院内中药制

剂，这是优势病种能够扎根的肥沃土壤和资源，也

是优势病种落地的根本所在［3］。因此，对中医临床

优势病种进行遵循中医规律的循证医学验证是非

常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通过对中医药临床优

势病种开展系统深入且遵循中医规律的循证医学

基础与临床研究，既能不断提高临床疗效，又能助

力中医药临床科技传承创新发展。同时，针对院内

协定处方开展的药物作用机制相关的基础研究，也

是中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并为后续的单药、单独

组分治疗疾病的研究奠定一定基础。相信伴随着

对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研究的深入探索与实践，必

将大大增强国家中医药自主创新能力，从而促进新

药物、新疗法和新技术的开发。探索与实践中医临

床优势病种研究是提高防病治病能力的重要举措，

也是助力中医药临床科技传承创新发展的战略

重点。

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是提升患者信心，引导需

求合理化的向标。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和人

类对健康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医学如何有效地提高

防病治病能力，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健康，既是中医

学主体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医学如何在人类健康事

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核心问题［1，4，26］。通过对优势

病种的系统研究，挖掘中医在疾病治疗不同阶段的

优势，才能不断提高中医的防病治病能力，保持和

发扬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先进性。将中医治疗疾病

的优势以科普的形式详细介绍给老百姓，才能实现

中医优势病种诊疗方法的信息化透明，让更多的人

民群众了解并享受到优质的中医医疗保健服务。

总之，中医药人将继续以服务人民健康为中

心，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主线，以探索与实践中

医药临床优势病种为突破点，坚持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和多元化价值作用，坚持突出中医药医疗服务

核心价值，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做出应有贡献。同时，中医药应尽快走向

世界并最终为全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更大的

贡献，也是早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

之义。

4 专家名单

闫占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孔令博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王景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刘宝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徐 愿 中日友好医院

刘应科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王 萍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张 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刘伟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邹大威 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

杨国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李得民 中日友好医院

陈 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莫 美 创新中药关键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朱 勇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研

究所

王 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张霄潇 中华中医药学会

［利益冲突］ 本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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