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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卫函〔2019〕160号 

2019-2020

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药管理局），委属（管）各单位： 

为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提高中医药科技

创新能力，经研究，确定开展山东省 2019～2020年度中医药科

技发展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市、各单位要根据《山东省 2019～2020年度中医药

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报指南》（附件 1）要求，结合自身优势，

积极组织好科技计划项目的申报工作。 

二、请项目申请人根据相关要求填报《山东省中医药科技

发展计划项目申请书》（附件 2）。 

三、请各市中医药管理部门、委属（管）各单位于 6 月 30

日前，统一将《山东省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请书》纸质

版上册 1份、下册 1份，电子版及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 3）报

委中医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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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王  玉 

联系电话：0531-67873236 

电子邮箱：sdswjwzyyglc@shandong.cn 

地    址：济南市历下区燕东新路 9号 

邮    编：250014 

附件：1.山东省 2019～2020年度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申报指南 

2.山东省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请书

3.山东省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年 4月 29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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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2020  

 
 

为促进中医药事业继承发展和科技创新，推进我省中医药

科技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贯彻落实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的实施

方案》（鲁政发〔2017〕9 号）和原省卫生计生委、省中医药管

理局《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鲁

卫中综合发〔2016〕13号）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指导思想 

以服务人民健康为宗旨，以促进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为主

题，以中医药文化为引领，遵循中医药规律，坚持中医思维，

坚持中医药传承创新，以临床疗效为核心，注重实用价值和学

术价值，促进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加快形成自主知识产

权，推进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同步发展，更好地为山东省社会经

济发展服务。 

二、遵循原则 

（一）坚持继承创新、突出特色。把继承创新作为中医药

发展的核心，正确把握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和方法，推动中医药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在创新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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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特色、新优势，永葆中医药薪火相传。 

（二）坚持切实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以提升临床疗效为根

本目标，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总结规律，指导临床实践的

拓展与提高。 

（三）坚持中医和中药协同发展。重视中医与中药研究的

整体性，结合临床实践开展中药基础与应用研究，提高中药饮

片和中成药质量，解决临床用药的新途径、新方法及安全性等

问题。 

（四）坚持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服务业共同发展。发挥中医

药文化在中医药工作中的核心和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培育和

倡导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念，打造齐鲁中医药文化品牌。 

三、申报内容 

本次申报计划分为 6个类别： 

（一）中医药基础和理论研究 

研究目标：以中医临床实践为基础，阐释中医药学核心理

论的现代科学内涵，培育产生新观点、新学说、新理论。 

研究内容：系统整理和挖掘中医古籍文献，推动中医古籍

数字化；深化中医理论、辨证论治方法及应用研究，加强针灸

机理、治则治法、中药药性、方剂配伍、中药炮制机理等理论

研究，探讨现代生物学基础和揭示中医药理论科学基础。 

（二）中医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产生中医临床诊疗新方法（技术）、新方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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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诊疗设备。 

研究内容：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标，开展恶性肿瘤、心脑

血管疾病、重大传染病、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老年性疾

病、精神心理与心身疾病、病毒性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妇儿

疾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对临床经验进行整理、总结，形成完

整有效的优化治疗方案；开展适合中医药临床特点的疗效评价

方法和标准研究；开展经穴特异性及针灸治疗机理等特色诊疗

技术研究；开展中医临床护理研究。 

（三）中医药健康服务研究 

研究目标：提升全民健康素质，增加中医药健康服务供给，

拓展服务范围，创新服务方式，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新旧动能

转换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发

展体制机制。  

研究内容：开展中医药预防保健技术挖掘、整合与推广，

评价筛选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医养结合、健康养老、新旧动能

转换等相关方法、技术，为政策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制定中医

养生保健服务类规范和标准，形成针对不同健康状态人群的中

医健康干预方案或指南；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产品研发，

鼓励研制便于操作使用、适于家庭或个人的健康检测、监测产

品以及自我保健、功能康复器械产品。 

（四）中药研究 

研究目标：解决目前中药生产、临床用药和新药开发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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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关键、共性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提高中药疗效、安全性

和有效性。 

研究内容：遵循中医药理论，开展中药基础和应用基础研

究。围绕中药临床疗效、安全性等问题，开展临床用药安全性

研究；中药材种植（养殖）标准化、规模化研究，提高道地药

材产业化水平；中药饮片加工、炮制方法、质量控制技术研究；

中药制药新工艺、新技术、新剂型、新辅料等研究；基于经典

名方、医院自制中药制剂等的中药新药研发；名优中成药二次

开发研究；针对中药工业生产中存在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

问题，开展中药材“非药用部位”潜在药效成分发现研究、中

药材生产过程下脚料的循环利用、固体废弃物及副产物转化利

用等关键技术研究。 

（五）中医药学术思想、经验技术传承创新研究 

研究目标：对国医大师、名中医药专家和学术流派的学术

思想、技术专长进行整理总结；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利

用，建立我省民间中医药保护名录；加强对传统制药、鉴定、

炮制技术及老药工经验的继承研究，形成标准。 

研究内容：总结国医大师、名老中医药专家和学术流派经

验，归纳现代传承模式，总结学术创新规律；挖掘民间中医诊

疗技术和方药，加强中药验方收集、保存、研究评价及推广应

用；对传统制药、鉴定、炮制技术及老药工经验进行继承研究，

形成标准并进行推广，梳理形成具有我省特色的中医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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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信息系统，构建我省具有多功能的中医药传承服务平台。 

（六）中医药文化与政策研究 

研究目标：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对中医药事业改革发展的

引领和推动作用，打造优秀中医药文化品牌；为制定落实中医药

事业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内容：开展齐鲁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研究，深入研究中

医药文化内涵和知识宣教规律，探讨我省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的内容和方法；开展中医药文化题材艺术产品研究与

制作，形成一批科学准确、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中医药文化

科普创意产品和文化精品。开展互联网+中医药服务技术示范研

究；紧紧围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展中医药服务项目和诊疗

技术的经济学评价、中医药政策管理、中医药阳光采购及供应

保障体系建设、中医药参与社区卫生服务的运行模式、中医药

人才成才规律、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机制等研究。 

四、项目申报要求 

（一）各研究项目立题依据要充分，要有较好的前期研究

基础；研究方法可行，预计通过 2～3年的研究可以得出比较明

确的阶段结果；鼓励对已按规定完成研究目标并有良好前景的

以往研究项目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目标要明确，不明确的项目将

不予立项。 

（二）已在国家部委、省相关厅局科技计划中立项的项目，

不得重复申报本次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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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及实验动物的项目，必须有符合要求的医学实验

动物及其设施。涉及临床研究的项目，应符合伦理规范。 

（四）同一项目只能申报一个类别项目,作为第一申请人只

能申报一个项目。 

五、申请条件与资格 

（一）申请人 

1.项目第一申请人须是实际主持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具有

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年

龄一般不超过 55周岁。 

2.项目第一申请人是有传承、有技术、有疗效的确有专长

人员，须与符合上一条条件的人员联合申报。 

3.目前正承担山东省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两项及以

上，或者 2017年前立项的山东省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未结

题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4.在以往主持或参加的科研中有违背科学和伦理道德原

则，弄虚作假、剽窃资料数据或成果者，经调查核实者，不得

申报。 

（二）项目申报单位 

1.本次项目申报面向全省具有从事中医药科学研究条件的

医疗、教学、科研机构、医药企业等。 

2.申请者所在单位应是具备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条件的独

立法人单位，并能够为立项课题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鼓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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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有技术、有疗效的确有专长人员与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联

合申报。 

3.由两家以上单位联合申请的项目，需附合作协议。 

六、申报程序及组织管理 

（一）省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中医药科技发展

计划项目的申报及组织实施管理工作。 

（二）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的申报、立项采用填报《山

东省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请书》的方式，省卫生健康委、

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按照公正、公平、合理、择优的原则

进行评审。入选项目将统一组织签定《2019～2020 年度山东省

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任务书》。 

（三）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实行动态管理，对不能按照

计划开展研究或背离研究方向的项目将及时调整或终止研究。 

（四）省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将加强计划项目的过

程管理，定期进行项目进展监督与检查，严格审查研究项目的

原始实验资料，杜绝科研不端行为。计划项目须严格按照《山

东省中医药科技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执行，并按期结题。 

七、项目数量及经费 

本次申报项目均为无资项目，所需研究经费由申报单位出

资，申报内容第一至第五类不得少于 2万元，第六类不得少于 1

万元，需在申报书上册中附单位匹配经费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