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29 

黑龙江省中医药事业百年传承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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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在历史、地理、哲学、医疗等发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黑龙江作为“龙江医派”的
发源地和道地药材的主产地，蕴含着丰富的、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思想，加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是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的重中
之重。总结百年来黑龙江中医药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加快黑龙江中医药事业发展，使黑龙江中医药事业步入新的台
阶、走向世界，这是所有黑龙江中医药人才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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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为我国人民群众的安全以及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黑龙江作为边陲城市，其独
特的地理风貌、政治因素、历史进程，使得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保护、
传承和创新有了独特的地域特色。传承和创新黑龙江中医药事业，
是全民健康体系构建的需要，也是黑龙江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保
证，是黑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在党和国家大力提倡加
快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方向下，探索建党百年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传承
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黑龙江中医药事业百年发展现状 
伴随国家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
2020 年）的通知》等文件，提出了“中西医并重”、“加强中医药文
化继承和弘扬”、“将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等重要思想，黑龙江
中医药事业正向着传承和创新的方向发展[1]。黑龙江坐拥大兴安岭
高寒区、小兴安岭丘陵区等六个道地药材主产地，使得黑龙江种植
30 余种道地药材，因此相关中药材评定、成分研究成为黑龙江中医
学传承发展的独特价值。“龙江医派”作为黑龙江特有的中医思想，
其根据黑龙江省的中药资源，根据黑龙江省特殊的气候、民众体质
积累了大量的治疗地方疾病的实践经验。近年来黑龙江省也出台了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黑龙江省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明确提
出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深化医疗改革中的作用，继续落实各项扶持
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黑龙江中医药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传承和
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2]。 

二、制约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因素 
1 社会对中医药需求增长慢 
需求作为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动力和牵引，严重制约黑龙

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建设的加速阶段，因此
人们面对“快餐式”的生活节奏，主观意识上容易忽视自身健康。
传统中医存在着见效较慢、治疗时间较长的特点，因此人们对于中
医药治疗和保健作用存在疑惑态度。黑龙江省道地药材具有地域独
特性，但由于黑龙江省的中药产业偏于零散，因此尚未形成完整的
产业链，不能很好地打开国内外市场，影响中药材种植产业的发展。
在全民健康的大背景之下，黑龙江要加强康养行业建设，加快健身
具有黑龙江中医药特色的养老产业，提升我省民众对中医药的需
求。 

2 中医药科研成果转化低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医药创新发展有着重要指

示，同时我国中医药管理部门也出台了促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工作的
文件，但政策实施的效果还有待加强。黑龙江省将中医理论探究、
中药新药研发、重大疾病防治等问题摆在科研工作首位，每年申报、
结题、获奖的科研项目众多，新药、新成分研究等高新科技成果显
著。但科研成果转化仍面对着较大困难，但对于中医药创业、保健
品研发、中医文化建设等方面相关的接地气的项目较少，在保健品、
日用品、食品饮料等销量较大的产品中投入的精力不多，没有形成
自己的特色品牌，没有占领保健行业市场。因此黑龙江中医药事业
传承和发展过程，要在中医药理论创新研究、中医药适宜技术研发、
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等方面继续努力，以促进中医药在黑龙江健康
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黑龙江中医药传承创新策略思考 

1 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 
黑龙江省地大物博，拥有着独特的道地药材，加强黑龙江中医

药事业发展创新需要加强统筹省内中医药资源，研发具有独特科技
含量的中医药保健品，积极发挥好中医在养老、治未病方面的优势，
开发中医药旅游产业，加强黑龙江省产业的需求。同时政府应出台
相关政策，加强相关部门对于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的管控，
把握好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方向，加快黑龙江中医药发展，
以社会需求促进中医药产业链形成，加快黑龙江中医药事业创新。  

2 加强中医药成果转化 
《黑龙江省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通

过完善科研人才管理体制，提升黑龙江省全行业科研水平，培育黑
龙江省中医药科技创新意识。在促进黑龙江省中医药产业链形成的
基础上，加强中医药成果转化有利于加快黑龙江中医药创新建设。
同时加强科研创新体系建设，开展多层次中医药科学研究，完善中
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开展具有黑龙江特色的中药新药研究。黑龙江
省中医药科研机构同时也应加强中医药在保健品、食品、日用品等
日常生活用品方面的开发，将中医药元素与科技因素相结合运用于
生活，科研机构可设立独立企业生产这些相关产品，加快技术成果
转化。 

3 重视中医药人才培养 
如今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形势以传承和创新为主，人才是中医药

事业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关键和根本，中医药院校肩负着为国家和社
会输送高质量创新型中医药人才的责任与使命，因此黑龙江省各大
中医药院校及科研院所需要充分发挥黑龙江省中医药优势，将道地
药材产业与“龙江医派”实践经验与高等院校中医药学生培养计划
相结合，加强学校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提升学生的科技创新水平。  

四、讨论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并把保护、传承和发展

传统中医药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不懈推动中医
药与时俱进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黑龙江中医药事业
在党的领导下，其传承与发展仍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但相信在党的
领导下，黑龙江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中医药
也将为健康中国贡献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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