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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联中药新药创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学术年会在成都召开 

 

2016年 3月 25日-27日，世界中联中药新药创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在成都召开。中国

大陆、美国、荷兰、新加坡、日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专家参加了会议。 

会议以“中药新药创制政策解读与重点任务”、“中药新药创制的新理论、新思路及创新案例”、“中药资源系

统研究、产品开发及国际化发展”为三大主题，共同探讨了中药新药创制的研究、教学、医疗、生产、注册审评

等方面的问题。姜再增副秘书长对中药新药创制专业委员会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要充分发挥连接产、学、研、

用的桥梁作用，开展中药新药研究、评价、生产、应用等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

科技手段，开展中药新药项目的评价、评审和技术决策论证；开展中药新药新技术、新方法的培训和考核；推动

中药新药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第二,要积极开拓海外专家资源，发展国际理事，学习各国的先进经验，提升中

药研发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努力打造一支国际化的中药研发团队，提高中药创制的水平和效率。第三,积极探讨

本专业委员会活动的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认真研究社会的需求，以需求为导向，开展积极活跃的学术交流，

编辑出版与中药新药相关的读物、期刊及音像出版物等；使本专业委员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第四, 组织有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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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积极推进中药新药创制的标准化建设，积极参与中药、天然药物新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宣传和推广；规范管

理，注重质量，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中药做出积极的贡献。 

陈凯先院士做了《屠呦呦教授荣获诺奖的启示和中药的创新发展》的报告，以青蒿素成为中国大陆首个诺贝

尔科学奖成果为切入点，回顾了屠呦呦研究员发现青蒿素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中医药伟大宝库在现代药物研究领

域的巨大潜力，指出了未来中药创新研究的策略、路径与方法，希望广大中医药科研工作者潜心研究、勇于创新、

坚持不懈，努力作出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王广基院士做了关于《中药多组份药物代谢动力学与药效学关联研

究的探索》的报告，指出“中药具有多成分多靶点、代谢复杂、药效输出广泛的特点，研究中药代谢与药效机制

的桥接是中药研究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为此，王广基提出了中药“多向代谢”新模式，以人参皂苷系列研究为例，

从多角度多层次精彩阐述了其团队在中药“多向代谢”研究方面所做的创新探索，并对中药代谢与药效研究的未

来发展进行了展望。大会还邀请了钱忠直首席科学家、刘建勋教授、杜冠华教授、罗国安教授、邓文龙研究员、

孙晓波研究员、蔡少青教授、廖嘉渝教授、窦金辉博士（美国）、王梅教授（荷兰）、屠鹏飞教授、张卫东教授、

王一涛教授（中国澳门）、赵军宁研究员、张庆红博士（新加坡）等专家和学者做了精彩的报告。 

3月25日，在世界中联中药新药创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预备会议上，选举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

陈士林任首届理事会会长，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院长赵军宁任秘书长。 

 

世界中联中医治未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召开 

 

2016年3月26日，“世界中联中医治未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中医治未病学术大会”在南京举行。

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医治未病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人士和中医药爱好者共500余人参加了本

次大会。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江苏省原常务副省长俞兴德，世界中联创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原副局长李大宁，世界中联副主席、澳大利亚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林子强，中国工程院院士

石学敏、黄璐琦，国医大师王琦、孙光荣，江苏省卫计委巡视员陈亦江、中国医药物资协会执行会长刘忠良，葡

萄牙里斯本中医学院院长 Jose Faro（法罗）教授，英国淑兰中医学院院长汤淑兰，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卞

兆祥，台湾中华全方位养生协会会长黄三德，加蓬共和国卫生部代表郭末，以及湖北中医药大学校长吕文亮等高

校领导和嘉宾出席大会。 

张连珍主席指出，随着大健康时代的到来，研究推广中医治未病理论及其方法、技术，积极防治危害人类健

康的各种疾病，促进更多的人群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健康水平，并为全世界提供更加丰富的健康理念、健康

方法与健康产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后，我们将继续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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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把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

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中医治未病专业委员会首任会长、南京中医药大学校党委书记陈涤平指出，作为中医学特色和精髓，中医治

未病理论和方法已在现代临床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利用现代科技也可使中医治未病的方法和

技术逐步趋于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相关产业制造和服务产业发展前景极为广阔。 

世界中联中医治未病专业委员会旨在团结各国本学科专业人员，为中医治未病相关学科专业的学术研讨与交

流、标准研究制定、成果推广、人才培养、科技合作、信息共享等搭建组织平台，共同并推动中医治未病的理论

和方法技术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应用，预防和减少疾病，造福人类健康。 

此次世界中联中医治未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中医治未病学术大会的召开，既是贯彻落实国务院

2016年2月22日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医治未病”事业进

入了新的国际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必将对世界范围内的中医治未病事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此次大会由南京

中医药大学承办。 

 

世界中联中药专业技术人员美国培训基地揭牌仪式 

和首批海外中药师职称水平认证在旧金山举行 

 

2016年 4月 16日，世界中联中药专业技术人员美国培训基地揭牌仪式和首批海外中药师职称水平认证典礼

在旧金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美国分校举行。由美国中药联商会主办的2016国际中医药学术研讨会同期召开。世界 

中联创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教授出席了上述活动。 

世界中联与美国中药联商会合作，对部分美国中药联商会会员进行了首次中药师职称水平认证考核。通过严

格资历审查、论文评定以及面试、答辩，最终32名被考核者获得中药师以上职称。参加考核者都具有多年中药调 

剂工作经验，并接受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美国分校中药学士学位班的系统培训。 

世界中联创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表示，在境外进行中药专业技术人员水平测试，有利于提高中药配方质

量和医疗水平，世界中联正积极推进建立中药师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协助更多会员考取中药师职称。李振吉教授

还应邀作了题为“中国大陆中医药科技的特点与现代研究进展”的学术报告，系统介绍了中国在科技管理、中医

药科技专项申报及科学研究的特点，并以中医药基础研究为例，介绍了中医药现代研究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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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副总领事查立友表示，在世界中联和美国中药联商会的共同努力下，美国越来越多的中

药师将得到专业认可，对于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和国际化，推动中医药在国际上的传播必

将产生积极的意义。 

美国中药联商会会长、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美国分校校长刘源凯、美国中药联商会荣誉顾问、黑龙江中医药大

学美国分校教导主任董刚昭、美国加州政治联盟主席、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美国分校副校长刘美嫦，美国中药联商

会副会长、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美国分校副校长张瑞齐、锺绍元，中国云南省卫计委副主任、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郑进等参加上述活动。 

 

西班牙安达露西亚中医药学会主席一行访问世界中联 

 

3月11日，西班牙安达露西亚中医药学会主席颜世怡女士和贝莱斯马拉加市文化部副秘书长斯维娅女士一行

访问世界中联。世界中联创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会见了来宾，双方就合作培养国际中医药人才等进行了会谈。 

斯维娅女士表示，2015年在马拉加市举行国际针灸师水平考试引起了市政府对世界中联及其组织的国际考试

的高度重视和认可，市政府希望为推动中医、针灸等纳入当地医疗保险做出努力，也希望在传播中医文化的过程

中得到世界中联的大力支持。颜世怡主席介绍了马拉加地区中医发展的历程及现状，双方就考试、培训等业务签

署了合作协议。 

 

意大利卫生部官员圭拉博士访问世界中联 

 

2016年 3月 25日，意大利卫生部官员圭拉博士以及意大利中医学会副会长郭建安先生一行访问世界中联。

世界中联创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世界中联副秘书长徐春波、陈立新等会见了到访的来宾，双方就在意大利

有效推动中医发展以及规范中医从业人员整体水平进行了交流。 

 

 

 

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 

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部门及领导；世界中联高级专家委员会及工作咨询委员会 

发：世界中联各部门、各专业委员会；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各中医药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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