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广东医学科技奖拟推荐项目公示 
 
推荐奖种 广东医学科技奖 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 
项目名称 “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构建中东欧国家“三位一体”中医药文化传播格

局的研究 
推荐单位 暨南大学 
推荐意见 中医药作为健康医疗资源与人文文化资源，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合作交流的有效载体。从整体上看，中东欧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及规

模远不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但近年来呈上升之势，个别国家如匈牙利、

捷克等国发展迅猛，这无疑是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好势头。

因此，陈家旭教授团队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平台，从中东欧沿线国家入

手，对中医文化传播进程中中医药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中东欧沿线国家中

医药发展背景及环境、中国-中东欧中医药诊疗服务合作机制以及中医药

文化交流传播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期由此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播，构建

中医药诊疗服务、中医药文化交流传播、中医药文化贸易“三位一体”的

中医药文化传播大格局。 
以本项目为依托，在项目开展期间，陈家旭教授团队制作相关问卷，

充分了解了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中医传播情况，并召开多场国内外培训

宣讲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如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们面对面交流各种疾

病的中医药治疗策略和中医养生知识，并以互动的方式重点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海外中医药发展现状、技术前沿以及中国政府

的中医药产业政策等进行了了解；暨南大学中医学院与香港中医骨伤学会

在中医学院一楼会议室举行研究生教育海外合作办学协议签署仪式，陈家

旭教授就“中医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作用”作专题演讲；第二届暨南

大学粤港澳一带一路校友骨干培训班在暨南大学校友楼四楼开班，陈家旭

教授获邀为参会校友骨干作“中医体质与食物养生”健康讲座，2017 年 11
月 23 日，国务院侨办第 57 期侨领研习班暨海外中医药协会负责人研习班

第十一课在暨南大学举行，本项目负责人陈家旭教授作了题为《疑难杂病

辨治思路》的专题授课。立足于侨校特色，中医学院也以港澳台侨学生为

媒介，开展中医传统文化传播，举行了多场中医养生文化节、港澳台侨学

子传统中医饮食文化研习活动、港澳台侨学子传统中草药文化体验活动

等，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做出一定贡献。发表文章

7 篇，主编相关教材 7 部。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 经公示无异

议，同意推荐其申报第四届广东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 
项目简介 本课题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平台，从中东欧沿线国家入手，对中医

文化传播进程中中医药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中东欧沿线国家中医药发展背

景及环境、中国-中东欧中医药诊疗服务合作机制以及中医药文化交流传

播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期由此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播，构建中医药诊疗

服务、中医药文化交流传播、中医药文化贸易“三位一体”的中医药文化

传播大格局。 
研究一、 中医药翻译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 

“一带一路”的主要建设内容为“五通”。要实现这“五通”，首先需要做

到语言互通。尽管“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语言语种丰富，但成功培养出



具有一定水平的相关语言人才还有待时日，在此之前，英语这门通用语又

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下面从中医院校的英语教育入手，本项目从（1）
医学院校中医药英语教材现状的研究；（2）中医学院校英语课程设置现状；

（3）中医翻译人才培养现状等方面做了总结。并对现阶段中医药翻译人

才培养机制有如下建议：（1）提升中医英语翻译人才汉语文化底蕴翻译教

学在培养学生英语能力的同时，应重视学生汉语水平，尤其是古汉语水平

的提高。（2）跨学科联合培养中医英语翻译人才。中医是一门医哲交融的

集大成学科，中医中有大量哲学用语，可考虑设置中医翻译实践案例，先

弄清楚中医基本概念及内涵再将中医英语引入教学，培养复合型跨学科人

才，为我国中医翻译事业服务。（3）建设中医汉英双语语料库，培养中医

信息化翻译人才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种类繁多的计算机辅助翻

译工具也层出不穷，有效使用它们可以大大提高翻译效率。 
另外，项目承担单位及负责人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合作办学。2018 年

6 月 29 日，暨南大学中医学院与香港中医骨伤学会在中医学院一楼会议

室举行研究生教育海外合作办学协议签署仪式，对于培养海外高级中医人

才、提高中医在粤港两地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起到积极作用。 
研究二、中东欧沿线国家中医药发展背景及环境分析 
本项目从中东欧沿线国家中医药发展政策基础、社会文化基础、自然

资源基础等方面，分析了中东欧沿线国家中医药发展背景及环境，并作出

如下总结：各国之间多（双）边合作机制与政策的建立、中医药法规的完

善、中医药资源的丰富多样和中医药文化在中东欧地区较高水平的认可度

均为中东欧沿线国家中医药发展，及其双方的中医药合作提供了有利的保

障，有利于建立长久、稳定的合作模式，符合双方中医药产业的发展要求。 
在项目实施阶段，第二届暨南大学粤港澳一带一路校友骨干培训班在暨南

大学校友楼四楼开班，我院院长陈家旭获邀为参会校友骨干作“中医体质

与食物养生”健康讲座；国务院侨办第 57 期侨领研习班暨海外中医药协

会负责人研习班第十一课在暨南大学举行，本项目负责人陈家旭教授作了

题为《疑难杂病辨治思路》的专题授课。与此同时，陈家旭教授还与来自

世界各地的学员们面对面交流各种疾病的中医药治疗策略和中医养生知

识，并以互动的方式重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海外

中医药发展现状、技术前沿以及中国政府的中医药产业政策等进行了了

解。 
研究三、拓展中国-中东欧中医药诊疗服务合作机制研究 

项目承担单位及负责人积极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及国际交流合作，粤港

澳大湾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深圳召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

作司司长王笑频，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贺建军，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

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宣文部部长万速成，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

区联络办公室协调部副部长宋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省中医

药局局长徐庆锋等领导出席会议。我校副校长张荣华教授、中医学院院长

陈家旭教授受邀出席大会，并在开幕式上签署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合作项

目框架协议；这充分体现我校中医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

东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我校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加强交流与合作，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

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立足于侨校特色，暨南



大学中医学院也以港澳台侨学生为媒介，开展中医传统文化传播，举行了

多场中医养生文化节、港澳台侨学子传统中医饮食文化研习活动、港澳台

侨学子传统中草药文化体验活动等。 
项目组积极推动中医药资源共享合作：本研究团队依托于暨南大学中

医学院中医方证研究中心平台，以中医药证候生物学基础和中药复方药效

物质基础为研究导向，力争打造成集中医文献、中西医临床、中医证候病

理生理、中医药复方及生物信息分析五大主要研究方向于一体的国内一流

的中医药研究中心。依托本项目，已发表病（抑郁症）、证（肝郁证）、方

（逍遥散、葛根芩连汤等）等相关科研论文 4 篇，培养硕士研究生 6 名（龚

炼、曹露西、郝闻致，高晶晶、笪晓丽、朱文俊），博士研究生 1 名（郝闻

致），为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和资源共享做出了贡献。 
项目组积极推动中医药文化与人文交流合作：项目组成员在抓好教

学、科研、医疗和人才队伍建设的同时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与德国、

南非、新加坡、泰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建立了

长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派出部分教师出国进修或开展科研合作，并

接纳大批国内外和港澳台地区的专家、学者前来访问、讲学。 
团队目前拥有广东省省级教学团队 1 个，拥有省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1 个，已建成在线公开课程 3 门。其中《中医与辨证》《实用针灸学——经

络养生与康复》已在中国大学生 MOOC 网上线，《女性中医保健》课程（中

英文版）目前已在智慧树上线。《实用针灸学——经络养生与康复》课程计

划于 2022 年完成课程字幕、课件、讲稿、测试题等的英文化工作，并在

中国大学 MOOC 国际版上线。同步配套教材《Practical Acupuncture》目前

已编写完成，并已与暨南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择日出版。《女性中

医保健》课程计划于 2021-2022 年完成课程字幕、课件、讲稿、测试题等

的英文化工作，并在中国大学 MOOC 国际版、学堂在线国际版上线。同

步配套教材《The TCM health care for women》目前已编写完成，并已与暨

南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 
研究四、基于 SWOT 分析，深化中医药文化交流传播的研究 
本项目以斯洛伐克为例，分析了中医药传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通

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受访者对中医持信任态度，看法比较积极。尽管受访

者认为中医诊疗在斯洛伐克医疗服务中所占比重超过半数，但中医诊疗在

大众中的实际普及度并不高，可能只是限于部分群体或小范围内流行。结

合其获取信息的方式主要以互联网和阅读为主，说明针对民众关于中医药

知识的宣传工作非常欠缺，线下活动少，举办活动范围局限。在当地，中

医的优势病种是各类疼痛性疾病，其次是慢性病和保健康复，而在急性疾

病和疑难杂症方面的治疗有待加强。当地民众对中医养生保健的兴趣甚至

超过中医诊疗，且非常愿意运用中医养生方法指导日常生活。这些结果提

示我们在日后交流中不仅应扩大中医知识的普及范围，更应该增加中医养

生保健的内容。中国-斯洛伐克之间的中医交流活动应该增加义诊频数，扩

大义诊范围。 
通过问卷分析，笔者发现目前中医药在当地的发展传播中存在诸多问

题：中国-斯洛伐克之间中医医疗交流活动尚显贫乏；海外医师来华学习路

径并非彻底打通，学习机会有限；中医医疗活动和中医文化宣传工作依然

不足；当地语言文化传统和中国中医药的文化冲突不时出现。鉴于此，我



们对条目 18 的调查结果进行梳理，试图以当地人的视角发现目前存在问

题的解决办法。 
受访者对中医药在当地的发展建议如下：（1）增加海外中医师来华学

习交流机会，通过深造和实践不断提升医师素质。（2）组织行业峰会，增

加斯洛伐克业内人士切磋交流，分享经验的机会。（3）中医师案例分享，

用真实的疗效宣传中医，同时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4）尊重当地文化传

统，因地制宜开展中医药诊疗服务。协同当地医师，将中医药知识的晦涩

内容以对方可理解的方式传达。（5）将中医药纳入斯洛伐克医疗保险制度，

减轻患者治疗负担。（6）借助媒体、电视节目、互联网平台、电子邮箱等

手段宣传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诊疗活动。（7）定期开展中医药文化展览，传

播中医养生保健知识等。（8）建立海外中医药研究合作中心，并定期向公

众公示研究进展。从以上建议可以看出，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医药的态度非

常积极，并且主动建言献策促进当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这些真实的问题

是中医药在当地发展的障碍，亟待解决。 
 

客观评价 项目承担单位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政府创办的华侨学府。目前是

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广东省共建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直属中央

统战部管理。学校现有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省部协同创新中

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院）、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院）等国家级文科平台。学校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国际化特色突出，已同世界五大洲 62 个国家和

港澳台地区的 416 家高等院校和文化、科研机构签订了 693 份学术交流合

作协议。2018 年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莅临暨南大学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希望暨南大学坚持办学特色，

把学校办得更好，为海外侨胞回祖国学习、传承中华文化创造更好条件。 
暨南大学中医学院于 2016 年 9 月正式成立，前身是医学院中医学系，集

教学、科研、医疗为一体，学科有中医学、中西医结合。现有教职员工 72
人，在校学生 601 人，拥有知名的中医学教育、科研、临床方面的专家，

其中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名，全国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 名，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 2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 名。广东省名中医 2 名，第四

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培养对象 1 名。设有 11 个教研室，3 家直属附属

医院，承担中医学的教学、科研、实习任务和向社会提供医疗服务。拥有

中西医结合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中西医结合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

医学专业为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项目负责人陈家旭教授为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中医学院

院长，广州市中医方证重点实验室主任。1997 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获

博士学位，曾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国立卫生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

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曾获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奖、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长期从事中医诊断学教学、科

研及中医临床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医病证诊断规范化及证候的生物学基

础。主持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家高技术研究

发展计划、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等项目。发表学术论



文 300 余篇，获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二等奖 2 项，中华中医药学

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 项。主讲的《中医诊断学》课程被评为 2003 年首

批国家级精品课程，于 2013 年成功转型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主编

“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行业规划教材《中医诊断学》，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英文版教材《中医诊断学》及中医四大经典英文书籍。 
项目承担单位中医学院以港澳台侨学生为媒介，开展中医传统文化传

播。主要内容包括：中医养生文化节、港澳台侨学子传统中医饮食文化研

习活动、港澳台侨学子传统中草药文化体验活动等。借助中医药在大中华

文化圈的影响力，依托我校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学科丰厚的师资，通过开

展中医知识研习、香文化体验、养生料理大赛等美育与劳动教育结合中医

药文化体验与实践活动，帮助港澳台侨学生建立对中医药这一中华文明的

瑰宝的感性认识，进而加强港澳台侨学子对祖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归

属感与热爱。通过与行业院校、医院同行交流，“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调

查”“学生对学生指导与服务工作满意度调查”“学生对自我学习与成长的

满意度调查”等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到学生对学院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满

意度较高；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普遍认为我院培养毕业生专业

基础扎实，思维活跃，总体评价较好。其中，“学生对学生指导与服务工作

满意度调查”有关数据显示，学生“对本专业见习实习与实践工作的评价”

比较满意和满意率合占 70%；对“授课教师教学能力、专业水平的评价”

比较满意和满意合占 83.33%；对“对学院授课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

评价”比较满意和满意率合占 81.67%；“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问卷调

查显示，对毕业生“专业基础很扎实”判断率占 46.67%；对“思维很活跃”

判断率占 66.67%，对毕业生“总体评价”的满意和非常满意率占 86.67%。 
 

推广应用情

况 
中医药作为健康医疗资源与人文文化资源，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合作交流的有效载体。从整体上看，中东欧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及规

模远不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但近年来呈上升之势，个别国家如匈牙利、

捷克等国发展迅猛，这无疑是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好势头。

为此，本项目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探讨分析中医药的海外发展现状。在

项目实施期间，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166 份，其中中文问卷 92 分，英文

问卷 32 份，捷克斯洛伐克语问卷 42 份。参与问卷的人群涵盖亚洲、非洲、

欧洲等，但主要以中东欧国家为主。依托于本项目共发表文章 7 篇，中文

6 篇，英文 1 篇。课题组共主编中医类教材 7 本，其中 5 本为英文教材。 
社会效益： 
    “一带一路”是在 2013 年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多极化基础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简称。

“一带一路”主要借助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印记，与沿线国家形成了以经

济合作为主线、文化传播为辅线的重要合作关系。可以说，从古至今，中

医药一直都是古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枢纽。在国家“一带一路”

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医药发展更趋向国际化和多样化。 
 本课题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平台，从中东欧沿线国家入手，对中医文化

传播进程中中医药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中东欧沿线国家中医药发展背景及

环境、中国-中东欧中医药诊疗服务合作机制以及中医药文化交流传播等

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期由此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播，构建中医药诊疗服务、



中医药文化交流传播、中医药文化贸易“三位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大

格局。 
    以项目为依托，共培养硕士研究生 6 名（龚炼、曹露西、郝闻致，高

晶晶、笪晓丽、朱文俊），博士研究生 1 名（郝闻致），晋升副高级教师 1
名（薛飞飞），为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和资源共享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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