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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新机、谋新篇、开新局 

---北京中医药学会 2020 年工作总结和 2021 年重点工作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年，是全面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是“十三五”规划任务总结和“十四五”规划谋局关键之年，

也是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的一年。在市科协、市民政局、市

中医管理局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首都中医药

重点工作，紧密依靠全体会员及会员单位，凝聚中医药专家

力量，创新学会工作机制和举措，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在全面抗击和决胜新冠疫情中贡献北京中医药智

慧，在健康北京和健康中国建设中聚力献策。 

2020 年主要工作 

一、创新管理，提升科技社团服务能力 

（一）加强党建学习，牢固服务意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和中医药

发展重要论断，加强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对业务发展的领导，

完善学会党的组织建设，建立党的工作与常务理事会共同决

策的工作机制。学会分支机构换届中成立党的工作小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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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党建组织对分支机构业务领导，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搭建

好学术交流的平台，不断提升中医药科技服务社会的能力。 

（二）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创新改革 

坚持理事会领导，每年召开 2 次常务理事会，不定期召

开通讯会议，审议学会新增分支机构等重大事项，部署学会

70 年华诞系列活动。创新管理举措，建立会长专题会制度，

实施副会长分组分工机制，副会长既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又

有专科分会联系对接。建立“负面清单制”、“基层吹哨，上

级报到机制”，建立主委目标责任制、专业委员会绩效考核评

价、星级专委会评价细则、学术会议质量评价等，以问题为

导向，推动学会工作改革，争创全国一流中医药学会。 

   （三）推进信息化建设，提供优质服务 

学会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在会员注册、费用缴纳、会

议参与、信息获取等提供快捷服务。通过北京中医药学会微

信公众号发布学会活动通知及信息 700余条，是去年的 5倍，

关注人数近万人。应对突发疫情，率先开设网络直播会议论

坛及直播回放，为全国乃至全球中医药学术交流和经验分享

提供高水平的技术支持。 

   （四）新增分支机构，促进学术发展 

    成立中医慢病管理专业委员会，新增委员 95 名及青年

委员 48 名，搭建中医防治慢病管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发挥

中医治未病优势，创新中医慢病管理理念，促进中医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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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队建设。完成第五届中药工作委员会换届改选。审议通过

中医药创新转化平台、音药研究专业委员会、中药溯源专委

成立筹备工作，促进学科学术发展。 

二、同心戮力，决战新冠肺炎疫情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肆虐神州大地，共

同经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发挥学会区域优势、组织优势

和专家优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冠肺炎救治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激发会员抗疫热情，

宣传专家团队抗疫工作，展现中医药在新冠疫情治疗中的优

势与作用，彰显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方案中贡

献和北京模式中医药智慧。 

（一）驰援武汉，专家委员践行诺言 

65 个专委会在抗疫战斗打响时，白衣铠甲，履行医者诺

言，践行救死扶伤、无私奉献职业精神，从除夕之夜出发的

高级别专家组专家，到大年初二整装出发国家中医医疗队、

市属医疗队奔赴湖北武汉疫区，中医机构共派出 109名队员，

奋战在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重

症病房和方舱医院参与救治。中央指导组专家刘清泉、高级

别专家组专家肺系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玉光、苗青；急诊

专委会、肺系病专委会、五运六气专委会、应急工作委员会、

老年病专委会、护理专委会等 20 位专家委员参与国家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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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队抗疫工作，提升湖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中医

药救治能力。  

（二）科学传播，为战胜疫情传递正能量 

发布倡议，广泛动员。2 月 8 日，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北

京中医药学会致全体会员倡议书》并转发至团体会员单位，

号召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发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的特色

和优势，坚决遏制疫情蔓延，为夺取战“疫”斗争的胜利，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做出应有贡献。 

线上直播，科普同行。邀请呼吸、急诊重症、感染、全

科医学、心血管、糖尿病、身心医学、妇科、儿科、骨伤科、

脑病、肿瘤、科普等专业 40 位专家，参与“北京市新冠肺炎

线上医生咨询平台”科普视频录制，编写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治疗、社区防治、常见病社区管理和居家调护预防知识

100 问，33 名专家参与百度健康线上直播，累计关注网民近

200 万。 

撰写文章，科学宣传。传播新冠肺炎防控知识解，解读

诊疗方案，传递正确防疫信息，组织专家撰写个人防护、合

理用药、中医养生等科普文章，“北京中医药学会订阅号” 共

发布文章 560 篇，其中原创文章 364 篇，转载文章 185 篇，

首发文章 11 篇,中药科普文章 72 篇，中医科普文章 92 篇，

抗疫文章 56 篇，节气养生文章 18 篇。文章最高阅读人数

5526 人次，最高分享人数 24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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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引领，临床科研同步 

参与国家诊疗方案中医部分制定。管理专委会主委刘清

泉教授、急诊专委会主委齐文升教授作为全国第一批参与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战役的中医专家，于 1 月 21 日赴武汉

金银潭医院会诊病人，围绕新冠肺炎病因、病位、病机演变

特点等进行探讨，为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三版）》中医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促成中医药

防治新冠肺炎首份国家标准。 

参与北京市 1-4 版诊疗方案制定。应急工作委员会、感

染专委会、肺系病专委会专家主持制定《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治方案》，第一版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由北

京市中医管理局发布实施，在大量临床诊疗实践基础上，继

续修订完善第二、三、四版，为其他省市提供可借鉴经验。 

制定康复、护理、临床药学标准。肺系病专业委员会在

王琦院士、国医大师晁恩祥及首都国医名师杜怀棠、武维屏、

刘景源、姜良铎等专家指导下，广泛搜集循证资料，充分讨

论形成共识，制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

意见（试行）》；护理专委会通过武汉一线护理人员切身体会，

组织制定《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护理方案（试行）》，

为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制定的第一个中医护理方案；中药人

才工作委员会组织全国专家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中

药合理使用专家共识（第一版）》；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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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优势和专业擅长，编写完成《新冠疫情心理援助中医调

适手册》。 

“贡献北京中医药智慧”直播论坛。策划 “抗击疫情，

贡献北京中医药智慧”网络直播论坛系列学术报告，论坛邀

请中央指导组专家张伯礼院士、刘清泉院长、国家级公共卫

生应急专家姜良铎教授、国家中医医疗队队员等近 30 位专

家授课，线上参加学习 6 万人，将首都中医药抗疫经验进行

全球分享，帮助更多地区和国家有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积极承担疫情防控专项工作。一是 “抗击新冠肺炎”专

题培训。遵循“中医药继续教育导航工程”建设理念，完成

120 个“通识类、实践类、经典类、杂病类、全科类、西学中

类”六位一体系列学习课程上线，中医机构、定点医院、综

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8 万多人、200 多万人次在线

学习，吸引河北、天津、四川等外省市近万名学员注册培训，

为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奠定培训基础。二是参与“北京

远程健康服务平台”实施。进入中医药国际化专班，联合 23

个海外中医药学术团体，组织 10 余家中药企业以及物流、贸

易等企业，筹备“北京远程健康服务平台”开发，开展中医

药防治方案、远程咨询、产品服务等，实现"五个一点"快捷

服务，即“一点了解北京方案”、“一点学会居家防护”、

“一点找到三甲医院”、“一点找到专家咨询”、“一点了

解中药服务”，让世界共享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的北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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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外宣传中医药抗疫经验。邀请一线抗疫专家，联合

美国针灸师分会、匈牙利、塞尔维亚、希腊、德国、新加坡

等中医药学术组织，向海外中医药人员、中资机构、华人华

侨和留学生开展线上直播 10 余场，传播中医药治疗和预防

新冠肺炎经验，满足海内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外籍人士等

对中医药防治知识的需求。 

提供中医药互联网医疗服务。网络信息专业委员会积极

探索互联网+医疗模式，形成咨询、复诊、处方审核、物流配

送一体化服务体系，避免交叉感染，提供优质中医药就诊体

验。利用中医远程会诊平台，国医大师及中医专家团队为临

沂市人民医院、张家口市中医院、新疆第六医院、湘潭市人

民医院、北京市回民医院等 30 例新冠肺炎患者会诊，提出中

医治疗方案，提升定点医院中医药救治水平。 

三、精心谋划，聚中医药发展力量 

（一）制定方案，组织系列活动 

今年是我会建会 70 年，通过广泛酝酿，制定以“三传、

三创、三寻”为主题活动方案，开展 N“最”遴选、“百千万”

征集，收集百段会员寄语视频、千张学会历史瞬间照片、万

人网络平台祝福留言，组织 70 年光辉历程大型图片展和云

展平台，制作 70 年宣传片，展现中医药专家会员为学会发展

辛勤工作、传承精华、创新发展、人才辈出的光辉历程，成

为首都中医药事业发展重要力量。 

（二）系统整理，展现 70 年辉煌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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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搜寻老照片、翻看文字记录、实物展现、咨询历届

学会领导等全面搜集资料，编辑文字整理成册，扫描老照片

电子化存档，将学会各阶段重大历史事件详细准确记录；梳

理 65 个专委会发展简史，记录成立背景、历届主任委员、重

大活动，图文并茂；反复修改、编辑文章 10 余万字，撰写完

成“历程、分支、剪影、年轮”四册纪实丛书，展示学会发

展历程、突出贡献、史事纪实、壮丽风采。 

（三）激人奋进，引领行业发展 

建会 70 年暨中医药传承论坛活动围绕“文化积淀、荣

誉殿堂、引领未来”主题，讲述学会 70 年发展辉煌历程，团

结带领广大中医药科技工作者为首都中医药事业发展奋力

拼搏、勇于创新。收集专委会、会员单位、外省和海外中医

药学术团体祝福视频近 200 段、珍贵照片 1000 张、祝福留

言近万条，在微信公众号推送建会 70 年系列文章 212 篇。

各专委会组织建会 70年系列学术活动 60场，现场设置展板、

实物展览 126 件，广泛营造建会 70 年活动氛围，增强广大

中医药科技工作者行业自信。现场活动分为五个篇章，播放

建会 70 年主题宣传片、海内外专家祝福视频，向突出贡献专

家、理事会领导、抗疫一线“最美逆行者”代表致敬献花，

颁发“传承·融合·学术发展”示范机构牌匾，启动中医药

创新转化平台，促进中医药原创思维和临床科研成果转化。

同步网络直播观看人数达 30 余万人次，在中医药行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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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影响。 

四、创品牌活动，促中医药学科发展 

学会以“增强学术交流，引领学科发展”为着力点和出

发点，通过高峰论坛、学术年会、学术沙龙、演讲大赛和专

题讨论会等多种形式，开展线上线下结合学术活动 70场次，

累计参会 1623000 人次。  

（一）铸品牌活动，促学术传承发展 

男科专业委员会举办第十届岐黄男科论坛，成为全国性

男科专业学术交流平台；脾胃病专委会举办第六届北京国际

消化病中西医诊疗高峰论坛，推动消化病领域中西医合作，

累计线上参会达 26 万余人次；肾病专委会举办第七届疑

难肾脏病论坛，传播名老中医疑难肾脏病诊疗思想，展现中

医药治疗疑难肾脏病特色优势，在线学习 5.3 万人次；第六

届中医药传承北京论坛，设燕京中药发展分论坛、燕京外科

论坛、智慧传承论坛、燕京医学传承论坛、综合医院中医工

作论坛 5 个分论坛，邀请国家级名老中医、学术传承人、流

派代表专题报告，推动中医药传承“文化品牌、学术品牌、

服务品牌”建设；外科专委会举办第五届双管齐下、乳此精

彩中西医结合乳管内病变诊疗学习班及全年网络学习课程

18 场，交流乳腺疾病治疗经验，提高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乳腺

疾病诊治水平；第十届国际经方学术会议第十一届全国经方

论坛暨经方应用高级研修班，25 名专家线上直播，国内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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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同仁 3000 余人观看，交流互动积极踊跃；针刀医学专委会

举办 6 次学术沙龙活动，探讨交流针刀临床应用经验。护理

专委会主办急诊及 ICU 护理研讨会，交流探讨中医护理的特

色、应用经验。外治法专委会线上举办第五届燕京外科名家

学术经验传承研修班暨 2020 年度外治法专业委员会年会，

分享燕京外科学派代表性学术传承人宝贵临床经验。  

   （二）多学科交流，创新学术交流思路 

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见》，举办线上中医外治方法系列培训 6 期，分专业介

绍中医外治法经验、优势、特点，拓展临床治疗思路。心血

管专委会学术年会突出名家中医学术经验传承，研讨交叉学

科研究进展。养生康复专委会承办第八届膏方医师及膏方制

备人员规范化培训班，培训基础理论部分和膏方在妇科病、

皮肤病、脾胃病、肺系病等多学科临床应用经验。肺系病专

业委员会举办青年医师沙龙，邀请呼吸科、消化科专家交流

胃食管反流呼吸系统疾病诊断、治疗、进展进行精彩演讲。

外治法专委会举办第五届糖尿病足中西医结合辨证精粹学

习班暨慢性皮肤病溃疡诊疗研修班，探讨多专业领域、多学

科治疗管理。生殖医学专委会举办学术年会暨女性生殖健康

管理研修班，分享妇科疑难病中医药和针灸治疗方法、生殖

系统疾病健康管理经验。 

（三）加强专业交流，促进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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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专委会建“互联网+线上学术交流平台”，交流研讨

妇科常见病、疑难病名家经验、诊疗规范、最新研究进展。

中药工作委员会学术年会关注中药饮片质控、中药人才培养

现状及发展、中药饮片处方点评分析、中药炮制方法等热点

问题。中药人才培养工作委员会加强中药临床药师队伍建设，

举行中药临床药师培养与培训基地建设研讨会，规范中药临

床药师培训。肺系病、皮肤病、眼病专委会举办线上线下京

津冀学术年会，内容涉及临床经验与实验研究、中医治疗优

势病种、老专家治疗经验等，提升临床能力和科研水平；临

床药学专业委员会举办第五届中药、经典方剂与现代应用培

训班，探讨中医临床、药学研究结合及成果转化，促进医药

圆融；中医药服务贸易工作委员会承办中医药健康产业国际

智库论坛和中医药服务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交流中医药现代

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的创新思路，研讨中医药服务贸易

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儿科专委会、脑病专委会、糖尿病专委

会线上召开学术年会，推广本专业防治新技术、新方法、研

究新进展。急诊专委会举办新冠中医治疗学术研讨会，参与

新冠肺炎治疗一线专家，探讨新冠肺炎病因、病理、防治方

法及治疗经验。 

（四）以赛促学，展青年医师风采 

为提高青年中医师的理论水平和临床诊疗能力，交流诊

治疑难重症、常见病经验体会，肝病专委会、风湿病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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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专委会分别举办青年医师中医医案大赛。选手们积极

备战，既有传承老专家的学术思想，又有创新发展理念，展

现青年中医师风采，培养青年中医医师的中医药文化自信，

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储备人才。 

五、强化继续教育，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一）医院高质量发展培训 

病案专业委员会举办第八期北京市中医病案管理、质控

与编码培训班，反馈病案质控中心检查结果，培训病案首页

质控、病案内涵管理、DRG 管控与分析，线下参会代表 150

名，线上参会代表 2.8 万人。医院管理专委会承办中医医院

管理能力高级研修班暨京津冀中医医院疫情防控流程再造

培训班，立足现代医院管理理念和疫情防控常态化，提升医

院应对新冠疫情防控能力。第五届临床中药学服务策略与实

践培训研讨会暨第五届青年药师论坛，举办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药学服务专题培训，提高中医药防治疫情的水平，推进全

程化药学服务，保障中药安全合理使用。 

（二）中药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举办三期“中药饮片煎药人员岗位培训班”，从基础理论、

信息化管理、操作规范、质量监控及设备使用，对中药煎药

人员岗位培训，提升中药饮片煎药质量，促进煎药流程管理

标准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举办“中药饮片验收人员岗位培

训班”，邀请 12 名专家讲授中药饮片质量管理课程，94 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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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国药泰斗”金世元亲自授课，强化中药饮片验收环节管

理，提高中药验收人员技术水平，促进医疗机构中药饮片质

量控制管理，线上参会达 10 万人。 

（三）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传承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和学习是继续教育和传承

工作的重点。各专委会举办“儿童风湿病中西医结合诊治进

展暨名老中医经验传承学习班”、“关幼波学术经验研讨会”、

“国医大师张大宁传承工作室授牌仪式暨张大宁学术研讨

会”、“全国名老中医张炳厚学术经验学习班”、“《国医大师柴

嵩岩妇科临床经验系列丛书》发布会暨国医大师柴嵩岩中医

妇科学术思想及技术经验知识体系推广应用培训班”、“陈

彤云行医 70 年暨学术经验培训班”等 10 场次，传播名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及临床治疗经验，促进中医药学术理论创

新和发展。 

六、积极承接政府委托项目 

（一）重大疫情中医药防控技术与路径高级研修项目 

首次承接国家人力和社会保障部创新人才项目。来自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急诊、呼吸、重症医学科、感染性疾病

科等中医药卫生技术和行政管理人才 109 名代表参加培训。

推广中医药参与突发重大疫情的技术方案、临床科研一体化

路径、中西医结合工作机制、突发疫情医院管理，提升中医

应急队伍建设、科研攻关、国际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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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对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骨干师资培训 

承办“中医药行业应对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骨干

师资培训班”，提高中医药人才队伍疫情防控能力，

解决行业秋冬季疫情开展培训工作不平衡、中医药人

员疫情防控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课程涉及传染病相

关法律法规、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相关知识、新冠肺炎

中医诊疗方案，478 名人员通过培训、考核合格颁发

培训证书，成为各区培训师和指导员，将在各区应对

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承接北京市科协海外交流培训项目 

首次承办市科协国际交流项目。将中医药抗疫经

验传播海外，举办华侨华人中医药研修班暨北京名医

“新冠肺炎”中西医结合治疗及康复专家研讨会。9 名

国内外新冠肺炎治疗一线中医救治专家，与在京参加

国际服贸会活动华人华侨及线上海内外中医师，分享

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体会，讨论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的

预防、治疗、康复中的难点问题。 

（四）承接综合医院中西医结合协同发展项目 

为加快综合医院中西医结合协同机制建设，强化

中西医临床协作，承接综合医院中西医结合协同发展

项目。举办 6 次线上系列学术活动，24 位综合医院中

医科和专科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研讨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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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西医结合诊疗、重大疾病中西医协同发展、中

医药文化建设及综合医院中西医协同机制建设，回顾

综合医院中医科发展，探讨综合医院中西医结合协同

发展机制，推动综合医院中西医协同发展。 

（五）中医健康科普医师培训 

贯彻落实全国卫生健康大会精神，提高中医药科技工作

者科普能力，科普专业委员会承办中医健康科普医师培训，

内容涉及新媒体形势下科普技术、科普人员素养、门诊及社

区科普技巧等，提升市民中医药科普素养。 

 （六）第二批中药骨干人才培训 

加快北京市中药人才培养，促进中药学服务模式改革，承

接第二批中药骨干人才培训项目，拟定培训内容、考核方案、

组织学习等，培养“懂中药、会管理、通临床”的复合型中

药人才，带动中药人才队伍改变知识结构，融合创新发展。 

（七）中医药服务价格及政策研究 

落实国家医疗卫生改革政策，卫生经济政策研究工作委

员会梳理 161 项中医治疗项目收费价格及内涵，提出调整建

议；承担中药饮片取消加成的补偿机制研究；举办中医机构

医保精细化管理论坛，研讨医保基金合理使用、医保基金监

管的问题、医保规范管理，研究中医机构卫生经济政策和精

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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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深化合作，京什工作新机制 

（一）建长效机制，京什合作纵深发展 

坚持什邡市委市政府与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定期研究工

作机制，协调召开北京智慧帮扶什邡市中医工作座谈会视频

会，讨论疫情常态化深化合作模式，共同推进京什两地中医

药协作新局面。新增中医骨伤委员会工作室、养生康复专委

会工作室及中医膏方什邡培训基地，深化人才培养、技术帮

扶，推动中医药工作稳步发展。 

（二）建立新模式，疫情防控常态化合作 

开展临床常见病、疑难重症的中西医诊疗方案及医院管

理智慧帮扶线上专题培训 8 场，全部由专委会主任委员担任

授课专家。组织疑难病线上多学科会诊 3 场，汇集重症、急

诊、外科等多位专家，对疑难危重病例多学科会诊讨论，提

升临床救治效果。学术带头人采用线上查房、指导科室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什邡市中医学术带头人、肿瘤专业委员会

李泉旺教授，开展首例微创冷冻消融术，开启什邡市肿瘤“绿

色治疗”新征程。 

八、《北京中医药》杂志 

（一）发挥编委会作用，提高杂志学术水平 

改进专栏专题组织制度，专栏提前征集、过程严格质控、

刊出数据评价的全流程管理，保证专栏文章学术质量。利用

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平台，对杂志刊文被引数据统计分析，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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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杂志重点报道方向，为专栏策划提供参考。2020 年策划出

版燕京儿科名家经验传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药防治

等 12 个专栏专题，不断提升杂志学术水平。2020 年版《中

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复合影响因子 1.022，期刊综合

影响因子 0.723，杂志影响因子逐年提高。 

（二）多渠道宣传推广，提高杂志行业影响力 

利用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传播优质文章，扩大优质文

章显示度，增强读者和作者对杂志的关注度。积极组织“悦

读中医”作品的征集，报送作品获得第六届全国悦读中医活

动悦读中医好声音优秀作品奖，编辑部获得优秀合作单位奖。 

（三）积极应对突发疫情，彰显期刊使命与担当 

面对突发新冠疫情，杂志在第一时间向参与武汉和北京

新冠肺炎救治的国家中医医疗队、定点医院一线专家约稿，

在中国知网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指导意见、证治探讨、名家

经验、防治研究等学术论文 40 余篇，开辟“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中医药防治”专题。其中 2 篇新冠文章入选中国知网双语

版《中医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论文集》。中医药抗疫论文

的刊发、传播，对中医防疫理论、临床、基础研究产生深远

影响，为行业专家、学者进行学术研讨与研究提供了依据。 

九、获得的荣誉和奖项 

学会广泛调动专家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做出积极贡献，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抗击新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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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先进地方学会通报表彰。28 位医务工作者被北京市科协评

为抗疫先进科技工作者；在繁荣学术、推动科技创新做出突

出成绩，37 位专家被北京市科协评为创新争先学术贡献积极

分子，秘书处 2 名同志被评为创新争先改革发展骨干分子，

10 个专业委员会被评为创新争先专业委员会。 

    组织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奖和政策研究奖推荐申报 6

项，心血管专委会“益气逐瘀法（参元益气活血胶囊）对

缺血性心脏病的心肌保护作用”获科学技术一等奖；脑病

专业委员会“补肾法为主促进多发性硬化免疫稳态重建和

神经功能康复的作用研究”获科学技术三等奖，《常见病中

成药临床合理使用丛书·肾病与泌尿科分册》获学术著作

三等奖；男科专业委员会王彬同志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中

青年创新人才；卫生经济研究工作委员会“DRG 付费影响因

素的研究暨支付和评价在中医机构的探索实践”获政策研

究奖。 

2021 年重点工作思路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总

的工作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全面推进学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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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中医药科技创新转化 

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结合，组织中医药领域及

交叉学科领域优秀人才、专家，加强首都中医药科技创新转

化应用研究，开发中医药诊疗新技术、新产品及科研成果转

化；推进北京地区中医机构院内制剂申报、转化和中医药产

业协调发展；完善中医药及其医疗设备临床评价体系；建立

首都中医药专利大数据库，遴选优质项目；对接产业园或企

业群进行技术转移或孵化，构建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完善中

医药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模式和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二、中医药科技成果评价 

制定中医药成果评价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对中医药科

技成果转化开展分类、分级评价，从评价内容、评价方法、

评价人员、评价机构、评价流程、指标体系等完成标准化建

设和申报评价。 

三、中医药学术成果展示 

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下，将对中医药学术成果进

行梳理，选出前 20 名专家，进行科学宣讲，通过创新大赛、

项目展示、网络平台等途径，进行中医药学术成果展示。鼓

励中医药专家学者将研究成果写在中国大地上，将研发成果

推广转化惠及更多百姓。 

四、学术活动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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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术活动评价和治理，提升专委会学术服务能力。

采用专家评价或同行评价，对专委会的学术活动内容、学科

重要领域和发展趋势、研究课题的深刻性、创新性等进行评

价，从而提升专业委员会学术服务能力。 

五、争创 5A 社团组织 

严格落实《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建立完善工作机制，

创新工作方法，发挥新时期社团组织在联系会员和中医药科

技工作者的作用，争创 5A 社会组织。 

六、《北京中医药》杂志 

拓展杂志特色专栏，发挥专家资源优势，积极约稿专

家，推进专栏文章刊前质量评价，定期召开组稿会、定稿

会，提升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因子。 

七、完善专委会管理制度 

完善专业委员会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星级专委会评价细

则、主任委员述职，推动学会工作改革，争创全国一流学会。 

八、制定十四五规划 

十三五学会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广泛征求专委会意见

和建议，对活动形式、服务内容、创新模式等进行调研，制

定十四五规划，促进学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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