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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中医药的传承创新离不开中医药知识的普及，笔者根据目前中医药认知实际进行了汇总分析，从四个渠道对中医药知识普及工作和动态

进行了总结，并根据以上内容给出建议，可以供中医药行业从业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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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第十三篇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

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其中第四节明确提出推动中医药传承创

新。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在此次疫情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具体表现为：

集中隔离服用中药，有效阻断疫情扩散和蔓延；中药进方舱治轻症，

病人零转重、医护零感染；重症患者中西医结合救治，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死率；恢复期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减少并发症[1]。中药的

传承和创新需要以人民群众对中药的认知和接受程度的提高为基

础和有利条件的[2]。 

目前中医药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渠道和认知现状有以下几个

方面： 

1、消费者渠道和实际 

作为中医药的直接使用者，消费者对中医药的认知状况至关重

要，除消费者自身因素外，还起到对中医药疗效认同、推广或者消

极负面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消费者对于中西医药的认知存在一定的

普遍性[3]。认同中西医药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认为西医药“治表”、

“见效快”、“副作用大”，认为中医药“治本”、“疗效慢”、

“副作用小、安全”等等。这是中医药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发展的方

向。但消费者也存在着一定的认知偏差，比如中医药也具有相关的

急救技术[4]，针灸对某些疼痛可以起到较快疗效等等[5]。另外消费者

对中医药服务价格、包装外观等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中医药的价格

引起关注[6]。 

2、教育渠道和实际 

国务院 2021 年初发布《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

施》，将中医药列为本科临床专业必修课，试点开展九年制中西医

结合教育。临床、口腔、公共卫生类别医师接受必要的中医药继续

教育。这就从本科阶段加强了中医药知识的普及，对于以后走向临

床岗位进行中医药知识的合理应用打下了基础。而青少年阶段，由

于缺少必要的中医药文化知识普及，其知识多来自于电视、图书、

自媒体等[7]，存在着传播知识内容不确切，质量良莠不齐等等问题，

虽然青少年对中医药的相信程度较高，却面临长时间的后期学习中

失去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医药知识的继承和人才培养。 

3、利好政策渠道和实际 

2017 年中医药法正式实施，其中明确提出了“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鼓励组织和个人创

作中医药文化和科普作品。”[8]这就从法制的高度对中医药知识的

推广进行了确定，从大方向上给予了确定。近年来，尤其是“十四

五”规划出台后，各地中医药相关的利好政策不断制定，如北京《关

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启动中医药文化“钥

匙”工程，推进中医药国际服务；天津：提出了要建设中医药博物

馆、植物园、中医药大学科普基地和一批中医药文化主题展馆和公

园，持续开展中医药健康文化惠民月等活动，通过新闻宣传、科普

讲座、健康讲堂等多种方式开辟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专栏，打造中

医药文化科普传播品牌。优化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

传播模式。到 2022 年，实现中医药文化和健康知识宣传覆盖全市

中小学校和大部分社区[9]。山东出台《关于促进山东省中药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上海、安徽、

福建等 17 个省份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印发贯彻落实举措文件。 

4、会议渠道和实际 

21 年 4 月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学术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邀请

7 位专家作了主题演讲，会议对中医药在此次疫情防治中的经验和

思考作了总结阐述，基于亲身经历、大量案例、详实数据、中医思

维、科学方法，多角度总结交流了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在救治患者中所取得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此次

会议既是对中医药的总结也是对中医药的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中医药在此次疫情防治中的作用有目共睹，打铁还需自

身硬，中医药用自身过硬的疗效得到了患者的好评和人民群众的肯

定。北京提出要推动中医药积极参与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

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等重要活动服务保障，在更广的平台展现中

医药、发展中医药。 

小结与建议: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

大智慧，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发挥着极大作用，为人民的身

体健康保驾护航。“十四五”规划提出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让中

医药优质的健康医疗服务惠及世界、造福人类，少不了对中医药认

知的提升。对于青少年建议通过中医药知识户外课堂、中国传统文

化教育以及新媒体等途径，对利用专业知识进行适龄化改造，加深

青少年对传统医药的信心，引导他们合理的选择职业[10]。对于消费

者要通过培养优秀的中医药人才、增加基层医疗服务机构中医药普

及度、合理规划医保补贴、加强服务意识和服务理念、推广传统养

生保健等，提高消费者的认可度。要注重“内功”，通过技术创新，

实现产业化和现代化，用确实的疗效实现中医药的普及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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