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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感叹：中医药这座宝库正

在新时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全

国科技工作者日的设立是对广大科技

工作者辛勤付出的高度认可，更是对

科技创新驱动国家发展的深刻诠释。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我的思考。

在我看来，科学家精神的核心可

凝练为“求真”与“奉献”两大关键词。

求真，即求真务实、一丝不苟，

以数据为依据，这是科学研究的根

基；奉献，则是心怀家国、为事业倾

尽全力，不断突破、探索未知。我认

为，问题导向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强

大动力，针对问题去解决它，科技就

能前进一步。

同时，科技工作者在取得成绩后，

绝不能故步自封，要紧跟国家新需求，

为科研进步添砖加瓦。在国家危难之

际，更应挺身而出，勇于奔赴一线，发

现问题并迅速拿出解决方案。

大数据，
突破“卡脖子”技术

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竞争力

的核心要素。随着 AI、大数据等前沿

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医药现代化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以我的团队为例，最近我们构建

了中医证据评价数据库。借助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筛选出治疗特

定疾病时证据最扎实、证据指数最

高且获专家认可的研究，每年排序

发布，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比如，

数据库会公布治疗该疾病的 10 种最

佳中成药，且每年更新，为临床提供

科学依据。

中医药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关键

在于如何将传统经验转化为现代科学

语言。以中医四诊（望闻问切）为例，实

现其定量化、精准化是当前需要突破

的重点。我们团队正尝试运用先进传

感器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制智能脉诊

仪、舌诊仪等设备，让望闻问切变得可

测量、可分析。这些创新将推动中医药

走向精准医学。

中医药与科技的融合，正迸发出

惊人的创新火花。

展望未来，我认为人工智能技术

可在辅助诊断、基层医生培训以及病

人求医问药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值

得我们深入研究。

走向国际，
让世界认可“中医优势”

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医药若想发

挥更大价值，必须走向世界舞台。近

几十年，全球医学正从“疾病医学”

向“健康医学”转型，这正是中医的

优势领域。

当前，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

年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中医药在老

年病治疗方面也展现出独特优势。对

于焦虑、失眠、抑郁等精神性疾病，中

药也能发挥良好疗效，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

为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我们推

动了针灸在全球 190 多个国家的普

及，在 60 多个国家获得立法认可并被

纳入医保报销体系，这表明中医药的

理念与方法逐渐被国际社会接纳。

此外，还应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出

发，聚焦如何推动中药产业做实、做

强、做大，优化医保结构，为中药的高

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我认为，中医药走向国际需要科

研、标准、文化传播三管齐下：一是强

化科研，用现代科学语言阐释中医药

疗效机制；二是完善标准制定，推动中

医药在国际上规范应用；三是加强文

化传播，让更多人了解中医药理念与

方法。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

我对中医药走向世界充满信心。

传承之根，
坚守中医药文化精髓

在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同时，我

们绝不能忽视对其文化精髓的传承。

我一直坚信，中医药现代化并非

摒弃传统，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与发展。

对中医药专业教育而言，强化学

生的中医思维与动手能力必不可少。

我们在学校旁建了占地 148 亩的药用

植物园，种植了 428种中药材。学生不

仅要认识中药饮片，还要亲眼看到地

里鲜活的中药材。我们的目的就是处

处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让他们在

实践中学习和成长。

此外，我们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科

技创新能力和跨学科素养。中医药现

代化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我鼓励学

生参与科研项目，与工科、理科等学

科的学生合作，共同解决中医药发展

中的难题。看到学生们既能领悟中医

精髓，又能熟练运用现代科技，我深

感欣慰。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目前我国

不缺普通人才，缺的是拔尖、复合型及

领军人才。针对这一现状，党的二十大

明确提出，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

一体协同发展，强调拔尖人才培养是关

键。这些人才唯有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才能获得同行认可与业内公认。

我一直认为，大平台和重大项目

能够催生重大成果、培育杰出人才。以

中医领域为例，中医被纳入国家“973”

计划，经过多年持续投入，我们培养出

了一批优秀人才。所以，我希望国家能

继续加大对中医药领域重大项目和平

台的支持。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

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科

技强国的道路上，中医药大有可为。让

我们以中医思维为根基，以科技创新

为动力，为健康中国贡献中医药的智

慧与力量。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

院士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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