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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委、区政府，市委各部委办，市各国家机关，各国有企

业，各人民团体，各高等院校： 

现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1年 3月 27日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见》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

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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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走向世界。到 2025年，首都中医药卫生、经济、科技、文

化、生态“五种资源”发展更加协调，对健康北京和首都经济社

会发展的贡献度明显提升。 

二、优化中医药服务体系 

(一)开展国家级、市级中医医学中心建设。争创国家中医医

学中心和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建设好市级中医医学中心。鼓

励央属、市属中医医疗机构通过医疗联合体等方式在基层设立门

诊部、诊所等服务延伸点，逐步实现连锁经营。建成以国家级和

市级中医医学中心为龙头，各级各类中医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

构中医科室为骨干，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融预防保健、疾

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提供覆盖全人群和全生

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 

(二)加强非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功能。优化提升政府举

办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室建设，具备条件的

专科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设置中医科室并提供中药饮片服

务。到 2025年，实现 10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 90%的村卫生

室能够提供 4类以上中医药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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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齐中医药服务短板。扩大中医医疗机构老年病科服务

规模，改善服务条件，鼓励中医医疗机构提供安宁疗护、临终关

怀、养老护理等服务。建设中医药健康养老联合体，更好发挥中

医药在养老机构中的作用，在养老护理员分级培训和照护工作中

增加中医内容。建立市属中医医疗机构与儿童医院协同机制，推

动具有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建设。推动开展代表

性中医妇科、儿科流派名医传承品牌工作室建设。支持儿童用中

成药研发。 

(四)完善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机制。在定

点医院开展重点传染病中医药证候学信息监测，完善传染病预测

预警机制，实现中医药“早参与、早用药、早治愈”。加强中医

药古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更好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依托国家级和市级中西医结合

传染病临床基地，开展传染病防治能力培训，加强中医药群体防

治方案和防治技术在全市的推广和普及。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中开展中药预防性投药等工作，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建立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药战略储备目录，加强中药战略储备。 

(五)发挥中医药在康复服务中的独特作用。组织制定实施心

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肺系病等慢性病，肿瘤等重大疾病



 - 4 - 

和肢体伤残等创伤疾病的中医药康复方案。到 2025年，100%的

社区卫生服务站和 90%的村卫生室至少完成 1名医师(或乡村医生)

的中医康复技能培训。 

(六)高水平规划中医药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广中医药重点专

科托管创新机制，推动河北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医药合作，促进中

医药医疗、教育、科研共谋共建共享发展。 

三、改善中医药服务模式 

(七)打造中西医结合发展高地。加大对现有中西医结合医院

的支持力度，丰富中西医结合内涵，提升服务水平。鼓励综合医

院和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联合建设 10至 15个中西医结合重大

疑难疾病临床防治基地。实施非中医医院中医药工作提升计划，

在市属医院中建立中医医院牵头、联合其他医院中医科的中医医

疗联合体，健全中西医多学科诊疗常态化机制，遴选并推广 10至

20种常见病种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实施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协同

攻关计划。到 2025 年，形成并推广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感染性疾病、老年痴呆和抗生素耐药问题等 50个病种的中西医结

合诊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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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善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工作机制。完善区域中医

医师基层定期巡诊制度。推广普及 100项基层中医医疗技术。加

强社区中医药服务的监测，完善中医药工作评价体系。扩大农村

订单定向免费培养中医专业医学生规模。完善退休中医医师基层

服务补助标准。在全科医师和乡村医生培训中增加更多中医药知

识和技能内容。 

(九)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实施中医药重点专科提升计划，

建设好中医药服务优势明显的 10类重点专科，打造中医药临床服

务优质品牌。整合现有资源，推动建设 20个中医药特色服务示范

医院、3个有中医药特点的急危重症临床基地和 10个中医内病外

治临床应用基地。建立中医医疗技术分级分类目录，加强对高风

险中医医疗技术事中事后监管。建设北京市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

率先在全国筛选出 50个中医治疗优势病种和 100项适宜技术、

100个疗效独特的中药品种。 

(十)升级治未病健康工程。探索建立治未病处方库，试点治

未病处方制度。将适宜治未病项目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鼓

励家庭医生提供中医治未病签约服务。在本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中丰富中医治未病内容，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中医治未病

相关保险产品。将治未病服务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健康联合体试点。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