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各类名中医及学术流派传承工作
室118个

中医药人才培养
2010~2018年，河南通过多个项目培养中医人才

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培养208人

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工作带教老师200人左右

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
承人600人左右

县级中医临床技术骨干培训、农村在职在岗中
医药人员大专以上学历教育35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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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 题

中药蜡疗源于传统的石蜡疗法，将浸有
中药的纱布包裹在治疗部位后，用温热的石
蜡包裹在纱布外。石蜡具有温热作用，可以
增强血液循环，促进炎症吸收、消散，解痉止
痛，降低皮肤表面张力，加快组织修复。

适应证：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姿势异常、
肌张力异常等，具有良好治疗效果。该疗法

也广泛应用于各种脑损伤疾病，比如脑炎、
脑病、脑外伤、脊髓损伤等恢复期或后遗症
的综合康复治疗。

禁忌证：伴随有骨折、软组织损伤者；有
高热、急性化脓性炎症；有心、肝、肾及造血
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有皮肤病、皮肤过
敏、急性感染性疾病等。

中药蜡疗

耳穴贴压法

耳穴贴压法是采用王不留行籽、莱菔子
等丸状物贴压于耳廓上的穴位或者反应点，
通过疏通经络，调整脏腑气血功能，促进机
体阴阳平衡，防治疾病、改善症状的一种操
作方法，属于耳针技术范畴。

耳穴是耳廓皮肤表面与人体脏腑、经
络、组织器官、四肢百骸相互“沟通”的部位，
也是脉气输注的部位。因此，在耳廓上能反

映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部位均称为
耳穴。

耳穴是诊断疾病和治疗疾病的特定
点。当机体组织或者器官发生病变时，耳廓
上相应的耳穴就会出现各种阳性反应。对
产生阳性反应的耳穴，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刺
激，就可以对疾病的病理发展产生影响，促
使其逆转或者消除。

拔罐疗法

浅吸闪罐法：使罐体吸附在治疗部位上
（罐体内吸入皮肤肌肉较浅），立即提拉罐体
使之脱落，致皮肤潮红，以每个部位 10~30
次为度。通过对某一部位进行吸紧、牵拉、
放松的物理刺激，让局部经络气血充盈、输
布、再充盈，使局部经络气血运行状态得以
调整、营卫状况得以改善。该疗法多用于风
寒束表，局部肌肤麻木、疼痛等。

深吸闪罐法：又称响罐法，操作方法类

似浅吸闪罐法，不同的是罐体内吸附皮肤肌
肉较深，故提拉脱落时会发出响声。

留罐法：也叫坐罐法，指罐体吸附在选
定的部位或穴位或病灶处，且留置一段时间
（10~30分钟）的一种拔罐疗法。

单罐法：治疗时单独使用一个罐体的方
法，适用于病变单一或局限的病证。

多罐法：治疗时多个罐体同时使用的方
法，适用于病变广泛的病证。

近几年，易罐疗法逐渐成为一种新型中
医特色疗法，广泛应用于多种痛证以及帕金
森病患者的治疗，受到很多医生和患者赞
誉。

易罐是根据拔火罐的原理，使用由硅胶
或天然胶经硫化制作的易罐，使用时不必用
火点燃及借用其他工具，可以随意吸附在颈

项、四肢关节或皮肤褶皱处等，并且在关节
运动时可以随之变形。

易罐疗法用途广泛，用于多种痛证及肌
肉紧张等的治疗。易罐疗法简单易学，一看
便懂，使用时不受场合与活动限制，无论是
在休息时、做家务时、工作时、运动时，甚至
是旅途中，均能使用。

易罐疗法

脐火疗法

脐火疗法是一种脐疗和火疗相结合的
外治方法。该疗法是将药物制成圆饼形，置
于脐部神阙穴，再把蜡筒插入药饼上，点燃
蜡筒，使其燃烧，通过“脐”“火”“药”“蜡”之
间的协同作用，达到行气活血、祛湿、健运脾
胃等目的。

脐是机体经脉的特殊部位，又称“维会”
“气舍”“脐中”“神阙”等，为任脉神阙穴所在
部位，又是冲脉经过的部位。任脉统全身阴
液，督脉司周身阳气，任督经气相通，与冲脉

一源三岐，内连五脏六腑，外合筋骨皮毛，故
有“脐为五脏六腑之体，元气归藏之根”之
说。药饼置于神阙穴，在药饼上插上蜡筒使
其燃烧，借助火的温热作用让药物通过穴位
向下渗透于体内，同时又利用火的升腾、升
发作用，驱使寒湿之邪向上、向外发散。

通过脐疗，可以促使不同性味的药物
作用于脐部，经过渗透和经络的输布，深
入体内，疏通经络，起到理阴阳、和气血的
作用。

世界上有哪些“罕为人知”的传统医药

印度古典医学的主流体系是阿输吠
陀医学，也译为阿育吠陀或者生命吠陀，
其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阿输吠
陀》分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头颈病等
8个章节，共记载有5000多种单味药和复
方，几乎所有的药材均需要炮制。

印度医学认为，人的机体功能是由
“气、胆、痰”3个要素决定的，三者平衡即
表现为健康，疾病是因为这3个要素失衡
导致的。同时，印度医学认为机体是由
地、水、火、风等元素组成，人体存在一定
比例的基本物质（相当于中医学的“元
气”）。调节机体的基本物质以提高机体
抗病能力，是医生治疗疾病的重要思路。

在诊断方法上，印度医学除问诊、触
诊和听诊外，还重视对患者排泄物和分泌
物的检查。《阇罗迦集》认为，世间万物皆
可入药，该书记录了大量的植物药、动物
药和矿物药。其中，常用药物50类，共计
500 种，功效分为滋养、助消化、平喘止
咳、解热镇痛等。

《妙闻集》则是外科经典著作，以手术
治疗为主。该书记载了 101 种外科手术
器械以及剖宫产、白内障摘除等手术方
法，同时注意到手术过程中患者的疼痛和
感染问题。印度的眼科手术可谓一大“瑰
宝”，著名眼科医生龙树发明的金蓖决障
术（用金针拔除白内障）最为知名。

印度传统医学

在公元 750年之后的阿拔斯王朝时
期，阿拉伯医生制造出许多举世闻名的
药品，比如车前子散、天竺黄散、龙涎香
等。在阿拉伯医学系统中，有比较完善
的复方理论和丰富的制剂，以主药、佐
药、替代药等搭配组合。常用的药物达
1400余种，剂型有糖浆、软膏等，丸药中
的金箔衣、银箔衣是阿拉伯医学的首创。

拉齐是著名的阿拉伯医学家，他所
撰写的《曼苏尔医书》和《医学集成》被译
成拉丁文广为流传，备受西方医学界推
崇，欧洲各国医学院还将《曼苏尔医书》
作为教科书。拉齐创造了一系列医学史

上的第一，比如第一个使用动物肠衣制
线用来缝合伤口；第一个明确叙述了天
花与麻疹的症状及两者的区别；第一个
主张在患者服用新药前，应先用动物进
行试验；第一个注意到疾病的遗传性。
伊本·西那，另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
家，其撰写的巨著《医典》有创新之处，包
括区分了纵障炎和胸膜炎；确认了肺结
核的接触性传染；明确了水和土壤是传
播疾病的环节；断定钩虫病是由寄生虫
造成的。其突出的贡献是首创了皮下注
射、从毒麦草中提炼出麻醉剂。《医典》中
记载760多种药物的性能。

阿拉伯传统医学

美索不达米亚指底格里斯河与幼发
拉底河流域，大约以现在伊拉克南部地区
为中心。这一地区最早的文明可以追溯
到公元前 5000 年，公元前 3000 左右的楔
形文字记载了肝、脏是血液的中心，疾病
分为中风、眼病、耳病、黄疸病等，还有风
湿病、心脏病、皮肤病及性病的文字记
载。有一些描述与现代医学比较接近。

楔形文字中还记载了几百种药物，比
如罂粟、曼陀罗、没药、甘草、肉桂等，还有
动物的各种脏器及矿物药。所使用的剂
型有丸剂、散剂、涂敷剂和灌肠剂。治疗
方法有按摩、冷敷、热敷、灌肠等，以及用

葡萄酒处理伤口来避免感染。
美索不达米亚医学认为，一切自然现

象都会影响人体，人体构造与天体运行对
应，星体的运行与疾病健康有关。这种

“取象比类”的解释人体的方法与中医的
“天人合一”观点完全一致。

公元前 1792 年，汉穆拉比在美索不
达米亚南部创立了巴比伦帝国。被称为
人类第一部成文法典的《汉穆拉比法典》
就诞生在这一时期，其中涉及医疗活动的
内容很多，表明当时医生已是一种职业，
并对内科、外科医生进行了分工，青铜手
术刀具已在医疗中得到广泛使用。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

埃及最早的医学专著是纸草文医书，
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 1900～前 1500 年。
现在，人们发现的有康氏纸草医书、史密
斯纸草医书和埃伯斯纸草医书。

这些医书中记载了多种疾病，并分为
肠道病、出血病、呼吸道病、皮肤病等；在
诊断上采用了脉诊、触诊、望诊等方式；治
疗上采用了发汗、催吐、灌肠等方法，应用
了脓肿切开、浅表肿块切除等外科手术，
已经使用高温消毒的方法，还提到用夹板
固定骨折部位的方法。医书中还有检测
怀孕、预测胎儿性别以及避孕的方法。

医书中记载的药物达数百种之多，药

物种类包括有动物药，比如牛、驴、鹿、羚
羊、动物脏器以及排泄物等；植物药有葱、
蒜、乳香、芦荟等；矿物药有盐、铜等。使
用的剂型有丸剂、栓剂、软膏、悬液、灌肠
液等。

在人体解剖知识方面，埃及人认为血
管系统始于心脏通向全身，并通过脉搏观
察心脏搏动。采用观察和类比的方法把
气候、河流及人体现象联系起来，建立了
原始的体液病理学说。该学说认为，人体
由土、水、火、气等构成，气与血应处于平
衡状态，气血失衡就会产生疾病。这些观
点与中医的五行及气血理论基本相同。

埃及传统医学

益肺灸疗法

益肺灸是在督脉的脊柱段上施以隔药
灸来治疗疾病的特色疗法，是在传统中医外
治法的基础上创新的技术。

将灸粉敷于督脉后点燃，药性透过皮
毛腠理由表入里，通过艾炷热力将药物渗
透腧穴、皮肤，通过发挥经络、腧穴、艾灸、
药物的作用，从而达到治疗目的。该疗法
具有疏通经络、运行气血、温宣肺络、温督

壮阳功效。
艾绒：由经过精细加工的艾叶制成，以3

年的陈艾为佳；新艾施灸时火烈有灼痛感，
陈艾施灸时相对柔和，燃着后烟少，艾灰不
易脱落，灸感明显，疗效较好。

作用：通经活络，散寒袪湿，回阳救逆，
消瘀散结，防病保健等。

《说文解字》中记载：“姜，御湿之菜也。”

中医特色疗法传承与创新

名老中医

河南省名中医81人

中医机构

2020 年，中医药强省建
设初见成效；2030年，全面建
成中医药强省。目标传承 发展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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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3人

中医队伍
截止到2018年年底，河南省注

册执业中医医师数65134人

中医执业医师39396人

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25738人
全省中医医疗机构数

达到587所

三级中医医院25所

二级中医医院166所

一级中医医院382所

未定级中医医院14所

登记床位90274张

全省中医类诊所3631个

中医类门诊部281个

全省有105所公立县级中医医院

1991年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
北京市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医
学专家和22个国家的卫生部高级官员参加了会议。会议一
致通过了以“人类健康需要传统医药”为主题的《北京宣言》，
并建议每年的10月22日为世界传统医药日。

世界传统医药日的由来

2019年 9月 29日，中医人屠呦呦荣获
“共和国勋章”。

屠呦呦是中医药科技创新的优秀代
表。她从中医药这一伟大宝库中寻找创新
源泉，从古代医籍中汲取创新灵感，结合现
代科学创新手段，研究发现青蒿素，解决抗
疟治疗失效难题，“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说，中医药虽
然古老，但是理念并不落后，其天人合一、
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养生保健等，与人、与
自然、系统科学、精准医疗、预防医学等是
相互对应的。一个传统的学科领域，与现
代科学技术融合，将开拓出一条传承、创
新、发展之路。

政策、法制保障
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

2018年世界卫生统计年报显示，中国
的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为 68.7岁，比美国的
68.5岁还要高 0.2岁；但是中国的人均卫生
费用仅为 426 美元，远低于美国的 9536 美
元。

近年来，中医药在防治常见病、多发
病、慢性病及重大疾病中的疗效和作用，日
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中医药为

世界人民健康提供了一种有效选择。
“发展中医药事业，服务人民健康，中

医药大有可为。”张伯礼说。
千百年来，中医药为守护我国人民健

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继承好、发展
好中医药事业，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法
治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中医药事业发展高度重视，
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做出系统谋划和周密部
署，提出一系列发展中医药的新思想、新论
断、新要求。

屠呦呦说，从《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
要（2016～2030年）》到《中国的中医药》白皮
书，再到首部中医药法律《中医药法》的颁布
和实施，彰显了中国政府坚定发展中医药的
信心和决心，中医药进入全面发展新时代，
中医药开启了法治化治理的新征程。

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
事业。

今年 7月 2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九次会议召开。会议指出，要健全
中医药服务体系，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
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促
进中医药传承和开放创新发展，改革完善
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发挥中医药在疾病
治疗和预防中的特殊作用。会议还通过了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今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强调要“支持中
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

今年 6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年重点工作
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支持中医药事业
传承创新发展被列为重点工作之一。《任
务》提出，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
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
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
和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政策，推进
典籍研究利用和活态传承，布局建设重点
实验室等科研创新体系，深入实施重大疑
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加强中药材
质量管理，推动建立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
完善中药注册管理体系。加强中医药人才
培养，促进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相结合，完
善职称评聘等评价激励制度。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政策、法制
保障俱全！

传承为重
培养中医药人才队伍

近几天，在河南省南阳市，仲景书院第

二届“仲景国医传人”精英班全体学员正在
接受第四次培训。在培训课上，来自河南
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第二附属医院、第三附属医院以及其他
医院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学员，认真学
习国医大师、全国知名经方专家的授课内
容。

在2016年，仲景书院第一次开班，走进
这里的是临床一线、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中
医临床骨干人员；从这里走出来的人，将传
承中医经典、临床应用经方。仲景书院创
办的初衷是为了培养中医高端人才，从而
探索新的培养模式和途径。

10月 23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第七期仲景学堂即将开讲，全国优秀
中医临床人才、该院心脏中心四病区主任
医师朱翠玲将带来《经方的临床应用》。现
在，已经有很多其他医院的专家打电话报
名，主动要求听课。

开办仲景学堂，是河南省为了充分发
挥名老中医在学术继承方面的作用，丰富
医疗机构学术活动而出台的一项措施。在
这堂课上，能研习《黄帝内经》《伤寒论》《金
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能学习名老中医药专
家的临证经验、学术思想，专科专病诊治新
进展，针灸、推拿等中医外治疗法。通过参
加仲景课堂学习，学员可进一步领悟中医
药理论、中医药辨治思路，强化中医思维，
提高临床和科研能力。

据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
长任献青介绍，仲景学堂的授课老师都是中
医专家，学员都是中医后备人才，上课的过
程就是老中医传授经验，青年中医继承经
验、加深对经典的理解、提升临床能力的过
程。仲景学堂搭建了中医药学术传承和交
流的平台，引导中医从业人员深入研习中医
经典，强化中医思维，提升临床诊疗水平。

平乐郭氏正骨是我国中医骨伤科医术
流派之一，至今已传承200多年。据河南省
洛阳正骨医院院长李无阴介绍，正是持续
不断的学术传承，60多年来，该院培养了四
五百名学生，目前正在平乐郭氏正骨的创
新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传承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
培养中医药人才，河南省还进行了多方面
探索：在院校里，连续实施针灸推拿专科专
业面向中医传承人单独考试招生，中医传
承人可通过单独考试招生上大学；在医院
中，青苗人才、拔尖人才等紧跟指导老师脚
步，传承岐黄薪火；在遍地开花的中医药适
宜技术培训班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掌握
更多的中医药适宜技术……人才资源是中
医药事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具有
决定性意义。师带徒，自古以来就是中医

药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第二届国医大师
唐祖宣，首届全国名中医毛德西、崔公让等
一批名医大家，都是学徒出身。新中国成
立以来，通过中医药院校教育，河南省培养
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传承名老中医学术
思想和诊治经验。

任献青说：“一传一承，河南的中医人
才队伍日渐壮大，素质持续提升。”

创新为先
提升中医药科研水平

当前，老龄化程度加剧、疾病谱改变、
生活方式改变等问题，对人类健康提出了
新挑战，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这
一问题。

医改是世界性难题。世界卫生组织在
《迎接 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指出，21世纪
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
域，应当以人类的健康作为医学的主要研
究方向。

这些，都给中医药事业发展带来新的
机遇。

张伯礼说：“中医的哲学思维千年恒
定，技术方法却在不断进步。将中医药原
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结合，将产生原创性成
果，能够引领世界生命科学的发展，用中国
式办法解决世界医改难题。”这说明科研是
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重要方式。

《屠呦呦获诺奖的启示：中医药在继承
基础上的创新》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屠呦
呦发现青蒿素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
启示：中医药重大创新案例有力地证明，中

医药发展主要依靠继承性创新。若要站在
今人的前列，必先站在前人的肩上，中医药
创新尤其如此，在当今尤其重要。

聚焦全省，中医药创新发展的脚步从未
停歇。1959年，河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洛
阳正骨研究所相继成立，打下了河南省中医
科研创新的基础。现在，河南省以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院（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两个国家中医临
床研究基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为主，以河南省中医药研究
院和河南省正骨研究院以及部分中医药机
构为支撑的中医药科学研究平台框架已初
步形成。

培养科研创新人才。2018 年 8 月，河
南省出台新政策，计划每年在中原学者
中择优遴选，设立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
室。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建生，成为
首批入选“中原学者科学家工作室”的 12
名首席科学家之一。中原学者是河南省
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

支持科研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中医
药科学研究专项课题目录261项，立项经费
总金额达 1000万元（含医院配套），支持中
医药创新。

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还面临着传承
创新不足、政策落实不够等方面的瓶颈，这
是中医药走出去必然要克服的困境。“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保持战略定力，持久发力，
必能久久为功！”张伯礼说。

前不久举办的“鹤壁工匠·2019年职
工职业技能大赛”上，中药技能吸引了大
家的目光。

鹤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供图

图表设计：朱忱飞

近日，驻马店市中医院举行五禽戏、八段锦比赛。驻马店市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供图

10月22日是世界传统医药日，略带神秘色彩的传统医药常常在疾病治疗中起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而谈及传统医药，人们最先联想到的是我国历史久远的中医药学。但是，殊不知
除了我国的中医药学，世界上还有很多“不为熟知”的传统医药，下面就为您一一盘点。

针法类：“针”是指“针刺”。常用体针、头针、耳针、足针、梅花针、火针、
电针、穴位注射、小针刀疗法等。传统医学对疑难疾病治疗时常以针罐齐
施、针药并用、内外同治等获得最佳疗效。

灸法类：“灸”是指艾灸，是通过经络传导，以起到温通气血、疏通经络、调和阴阳、扶正祛邪、行气活血、驱寒逐湿、消肿
散结的作用，达到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种治法。

按摩疗法：其属于“手法类”，其中包括头部按摩、足底按摩、踩跷疗法、整脊疗法、捏脊
疗法、背脊疗法、按摩疗法、拨筋疗法、护肾疗法、按揉涌泉穴、小儿推拿疗法、点穴疗法等。

中医外治疗法：包括刮痧疗法、灌肠疗法、火罐疗法、竹罐疗法、药摩疗法、
天灸疗法、盐熨疗法、熏洗疗法、药浴疗法、香薰疗法、火熨疗法、芳香疗法、外
敷疗法、膏药疗法、中药蜡疗、敷脐疗法、蜂针疗法等。

中医内服法：包括方药应用（老中医验案、民间土单验方应用、古方今用、
成药应用、临床自拟方应用）等，以及中药雾化吸入疗法、中药茶饮法、中药药
酒疗法、传统背脊疗法、饮食药膳、养生保健、中医护理、膏方疗法
以及冬病夏治等。

（文字整理：朱忱飞）

弘扬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 振兴传统医药振兴传统医药

世 界 传 统 医 药 日世 界 传 统 医 药 日

传统中医技术

策划 高富国 陈琳君 杜海燕

（以上特色疗法由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提供）

中医药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并驾齐驱传承与创新并驾齐驱
本报记者 索晓灿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资料显
示，在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有 80%
的人口依赖传统医学提供的初级卫
生保健，在一些发达国家，70%～
80%的人口使用某种形式的替代或
者补充医学（例如针灸）。草药（包
括原植物、药材、草药预制品以及草
药成药）具有很好的应用基础，其安
全性、有效性已得到广泛认可。目
前，世界上已有 57个国家建立了国

家传统医药专家委员会或者类似的组织，
100多个国家已制定草药管制条例；37个
国家有传统医学研究所，43个国家有草药
研究所。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各地设立
的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已达 18个，其中，中
国有7个（复旦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
研究所、针灸研究所、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植所），美国、日本、韩国各
有 2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挪威、意大利、

澳大利亚、阿联酋以及越南各1个传统医学
合作中心。

日、韩等亚洲国家在历史上曾深受中国
传统文化影响，中医药早在隋唐时期就开始
传入上述国家，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
据着主流医学地位。如今，针灸、按摩等传统
治疗手段仍然在这些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使用汉字等文化背景也为当地人民理解和
认识中医药的一些复杂概念（诸如阴阳、五
行、脏腑、经络、穴位等）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众多的传统医学中，目前理论体系最为完备、服务领域最为全面、纳入国家法定医学系统、为人民健康提供
全方位保障的，是中国的中医学。

（文字整理：李云）

结
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