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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分析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立足

当前，放眼未来，长远规划，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导向，提出应将中西医传染

病学科建设提到重要日程上，并对其建设进行深入思考，提出对策和建议。要提高

政治站位，坚定文化自信；守正传承精华，重视中医经典和名老中医经验传承；融

合建设学科，加强学科交叉与跨界联动；促进中西医药结合，提升临床救治能力；

强化平台建设，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加强学科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学科建设的长效

机制。认为加强中西医传染病学科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优势，

对于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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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dentifi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auses of TCM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against infectious diseases during COVID-19 outbreak.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tegrating both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should be at the top of the agenda. And the construction should be problem-based 

and goals-oriented with long-term planning. Confronted with current challenges,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in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raising the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reinforcing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boundary corporations to construct integrative disciplin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mproving clinical treatment capacity by integrating TCM with Western 

medicine; inheriting TCM essences by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CM classics and 

experiences of eminent TCM doctors; raising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by platform 

construction;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team; and establishing the long-term 

mechanism. The reinforcing of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tegrating 

both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will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CM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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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传染病仍然是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无论是 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还是近年来的甲流、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鼠疫等。

2019年底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关乎到了国计民生，疫情已经蔓延至全球，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给人类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难题。 

回顾历史，中医药在对抗传染病的战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累了丰富、有效的

防治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临床综合体系。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要坚持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治疗预防全过程。全国各地统筹中西医

资源，协同攻关、优势互补，打出中西医救治的组合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经过本

次疫情，我们也认识到，在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中，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作用发挥还不

够充分。立足当前，放眼未来，长远规划，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导向，应将中西医

传染病学科建设提到重要日程上。为充分发挥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优势作用，推动健全

我国公共卫生安全体系，须对中西医传染病学科建设进行深入思考。 

目前，中西医传染病学科发展缓慢。近现代以来，中医传染病学没有大的突破，与

现代科学的结合较少，没有形成适应新时代的学科体系。缺乏专门的中西医结合传染病

医院和预防机构，现有医疗机构的相关专科建设也不足。缺乏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的

科研平台，针对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的国家科研项目较少，科研成果也很少。中西医

传染病学科的人才队伍整体实力薄弱，尚无专门针对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的本科生和

研究生培养体系。中西医结合传染病防治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对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中医药防治急性传

染病的自信。随着抗生素、疫苗的应用与发展，传染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了主要的医疗难题，中医药在预防治疗慢性病方面的优势突显，尤其

是中医养生的宣传与普及，使人们逐渐忽视了中医药防治急性传染病的重要作用。在医

疗体系中，西医与中医比重失调，在传染病防治领域更是以西医为主，加之中西医教育

对于传染病学科的人才培养不足等。针对问题和原因，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1 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文化自信 

强化政治引领，把防治传染病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

切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健康中国、中医药的重要指示。坚定文

化自信，中医药一直在庇护着中华民族，使其繁衍昌盛。中华民族在繁衍生息的历史长

河中，备受瘟疫的肆虐与摧残，在中国历史上平均每 4年就有 1次疫灾，10年左右会有

1 次大疫，但中国的人口，已从西周时期的 1 300多万，增加至清代末年的 4 个亿，乃

至今天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与中医药的贡献密不可分。而今，中医药与西医药并

肩守护着人类健康，中医药还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要弘扬大医精诚的核心价值，



加强人文精神和医德医风的建设；要认清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对中医药防治传染性疾病

充满信心，以自尊自律的精神、严谨科学的成果、真实可信的疗效，在实现健康中国战

略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2 守正传承精华，重视中医经典和名老中医经验传承 

传染病的中医药防治散落在历代文献中，包含着中医先贤们在抗击疫病中创造出的

许多经典理论和防治方法。要从中汲取智慧，不断深入研究挖掘，传承其精华。中医经

典学科温病学集中反映了辨治传染病的最新成果，是传承历代治疫方法、创新发展了的

新兴经典学科。同时，近现代中医温病大家辈出，名家云集，如:蒲辅周、董建华、严

苍山、孟澍江、赵绍琴、邓铁涛、王永炎、孔光一、张学文、周仲瑛、刘仕昌、张之文

等，名医大家们的临床经验历经百炼，是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宝贵财富。还有当代一大

批正在临床一线奋战的专家，也都具有丰富的临证经验，这些经验精华，需要代代传承。

我们要以传承为根基，全面、系统地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加快推进活态传承，完善学术

传承制度，实现数字化、影像化记录。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聚焦传染病诊治疗

效显著、特色鲜明的名老中医，传承其学术思想、价值观念、诊疗经验、有效方剂等。 

3 融合建设学科，加强学科交叉与跨界联动 

以“守正创新”为指导思想，围绕传染病的预防、预警、诊断、辨证、治疗、康复，

以及病因、发病、病机、传变、传播等，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临床应用，打破传

统学科的壁垒，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要在温病、伤寒等中医经典理论思维指导下，结

合呼吸、急症、消化、危重症等临床各科，传染病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病理、药理、病原微生物等现代学科，循证医学、精准医学、叙事医学、真实世界研究

等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天文学、气象学、环境科学、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知识，协同合作，共享互鉴。在多学科交

叉的基础上，以创新为动力，促进跨界融合，搭建“医-教-研-产”创新学术平台。吸

引相关专业学科的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科研骨干、中药大品种企业等参与，推动传

染病学科理论创新、技术创新、方法创新。 

4 促进中西医药结合，提升临床救治能力 

中西医并重是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要加强中西医联动，相互沟通、相互促进、相

互补充。充分发挥中医学优势，中医学治疗传染病的理念、温病学理论体系及其辨治思

路与方法大有可为，这在非典、流感、新冠肺炎的临床实践中已有证明。同时，西医学

飞速发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了疾病的诊断，建立了现代的预防免疫及靶向性治疗

等新模式。要针对传染性疾病，提出中西医联动的防治新理论、新方案和新方法，整体

提高防治传染病的诊疗能力。聚焦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病毒变异、抗生素耐药等重大



难题，开展中西医协同攻关，推动各种传染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的制定，提高综合

救治水平。 

医药结合，开展传染病领域中药新药研发。建立中医药抗传染诊疗团队与新药研发

企业的合作机制，积极促进有效医疗经验的成果转化，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模

式及可持续发展模式。聚焦临床常用治疗传染病的中成药，建立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评

估路径，形成合理应用的专家共识，促进规范化应用。针对临床用药开展药理学、毒理

学等基础研究，以及中药药物警戒等应用研究。 

5 强化平台建设，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借助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建立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的基础研究所、临床研究中

心、P3生物安全实验室等。加大联合攻关力度，在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等国家重大科研专项中设立专项，鼓励国际间合作，开展联合攻关。加强基础理论

研究，强化临床科学研究，实施智慧装备研发。聚焦传染病预防、治疗、康复过程中的

关键环节和关键技术，研发一批特色明显且效果突出的预警设备、诊疗设备、康复设备

和医用装备。 

在中西医传染病学科建设中，加强各高校温病学教师、微生物与免疫教研机构跟医

院临床各科交流合作，实现临床医师进入课堂教学，以及温病学教师深入临床，进行经

典查房、带教。在结合过程中凝练临床问题，为科研创新提出新的思路，为教学提出新

依据。 

新建一批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医院。形成以国家为龙头，各省市为核心，各综合性医

院和传染病专科医院为骨干，基层社区医疗机构为基础的中西医结合预防诊疗传染病体

系，实现传染病的中西医结合预防与诊疗在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全覆盖。促进预防、

医疗、科研、教育的联动发展。 

6 加强学科的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中医药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见》指出，要优化人才成长途径，通过学科专科建设、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和重大

项目实施等，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中医临床人才和多学科交叉的中医药创新型领军人才，

支持组建一批高层次创新团队。中西医传染病学科也要加强人才培养，保证学科发展后

继有人，培养造就领军人才、创新人才、青年人才。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坚定文化

自信，以文化人，传承中医药学术精华，造就德才兼备、中西融通、道术结合的新时代

传染病学科队伍。 

首先，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本科专业结构，打造“中医+”培养模式，在本

科长学制中增加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方向；建设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硕士、博士学位点，



实施“+中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优化课程体系，开设中西医结合疫病学课程，

编写专门教材，纳入临床医学、中医学、预防医学等专业课程中；将中西医结合防治传

染病纳入临床实践教学体系。其次，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开设高级师资培训班、“西

学中”班等；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合理配置招生专业比例；通过学科建设和专科建设，

培育一批兼具中医思维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军人才，以及多学科交叉的创新团队；

通过继续教育等形式，培训社区基层预防保健医疗服务的人员。 

7 构建学科建设的长效机制 

为保证学科长期稳定的发展，要完善投入机制，健全组织机制，加强中医药知识宣

传教育。加大医疗、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推进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医院建设、重点学科和

重点专科建设、科研平台建设，增加医学院校生均拨款；提高传染病防治领域一线专业

技术人员待遇；将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范畴。各级疾病控制中

心要设置中西医结合防控专门科室或专职岗位，各三级综合性医院和传染病专科医院要

拓展中西医结合专科；其他各级各类医院要合理配置中西医结合防治感染病科室和人员

比例。同时要加大传染病防治的公共教育，深入实施中医药知识进校园、进社区，探索

全民学习掌握正确的中西医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提高公民预防传染病的整体素质。 

总之，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危机挑战面前，我们要勇于面

对，攻坚克难，充分发挥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优势，助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为全

人类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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