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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民间医药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民间医药分会于 2019 年 9月 19日至 20

日在西安解放饭店会议室隆重召开“第五届民间医药学术研讨会”。出席

会议的领导和嘉宾有省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刘昌军主任，陕西省中医药管理

局科研产业处赵文处长，陕西中医药大学真实世界研究院袁瑞华副院长，

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办主任张宏斌，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

杨智海会长，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秘书长陈萍等。 

 

 

会议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上午 8点 30 分开幕，由陈萍秘书长主持。本

次会议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周年，召开“陕西省第五届民间

医药学术研讨会”。会议第一项，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

全体起立共同高唱国歌，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第二项，会议听取了以上出席领导讲话。 

     袁瑞华同志肯定了定了民间医生在实践中锻炼，是确有专长不可多得

的人才，民间中医不可小觑，高手就在民间，要宝贵的传承下来。她讲解

了民间医生发展的路径、国家准入的政策，讲解政府对确有专长人员考核

的方式方法，如何经过培训和各自的学习背景，通过口述、病例诊断治疗、

认药等绝对基层医生考核，做好民间医药特色技术研究 

赵文处长讲述了国家中医局政策和中医药发展的展望，讲到：过去没

有医院的时候，给百姓看病，主要靠各地的民医，他们在治疑难杂症方面

非常有效；现在医院主要靠仪器检查，陕西有特色独到的药材，选出来推

出去，望闻问切民医运用发挥得好，群众很滿意；县、乡以下缺中医，卫

生室懂中医的少，在农村中医有更大的市场。赵文同志提到陕西省中药资

源非常丰富，“秦药”遴选的品种有大宗优势的道地药材和区域特色药用资

源（特有药材）。陕西一些大的企业也对秦药的遴选做出了贡献。希望通过

民间医药研讨会，不断的提高民间的医疗技术、临床经验，从而促进陕西



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張宏斌处长讲话：现在有些名老中医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秘方医案，思

想超前讲奉献，将自家祖传的秘方、验方与医案贡献于社会，人走了传承还

在，我们药监关注的是用药的临床记录，在座的各位代表了太白七药的使用

人和传承人，希望把神奇疗效记载下来，为后人造福。 

刘昌军主任讲到：陕西是中药资源的大省，产业的小省，如何搞好陕

西产业发展、补短板，陕西不是没有好的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人，而是在凝聚

力量方面还不够，没有把总书记的讲话精髓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我们应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守着秦岭宝地，如何中医药传统文化弘扬、发扬光

大，如何在一带一路上与许多国家的合作，中医不能以馆、以堂做文字上游

戏，如何服务三秦百姓，使得医药简便价廉，民间医技用到基层、山区小学、

乡镇卫生院。民间医药专委会主任毛水龙连续两届被评为政协特聘专家，我

们希望多于中医药专家成为伙伴，情系百姓，政府官员不能背着手转一转，

摆架子不干实事，要为陕西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让陕西的专家、民



医更值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就在眼前，陕西有名医、民医，齐力

为陕西医药事业发力。 

会长杨智海讲到：研究会发端于政协，最早发起研究会的两位领导是

政协的主席，即开国上将范明将军和文革前原卫生厅老厅长、陕西中医学院

的党委书记兼院长李经伦主席担任理事长，研究会是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学术团体。民医是我们的老师，是一支重要的医疗团队力量，我代表研究会

对长期坚守在基层一线、为 800 万三秦百姓服务的中医、中医药、草医草药

等临床服务的各位同仁，表示崇高的敬礼和衷心的感谢。我们搞民间中医、

草医草药，一要把握国家大的政策走向，认真领会国家党中央和国务院用 5

个资源来表述中医药：“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

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 “以推进继承创新

为主题，提高中医药发展水平为中心，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体制和政

策机制为重点，以增进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为目标”，有尊严的工作，不

忘出心，以使命感弘扬、挖掘、提高宝贵遗产。中医三大作用：“在治未病

中发挥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的治疗中发挥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发挥核

心作用”。中医六大布局：促进中医药的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

文化，六方面全面协调发展。希望大家心中有数，搞清楚鱼和水的关系。二

是，坚定推动中医药发展的信心。三是进一步挖掘、整理、继承民间有效

的临床经验、医疗技术。继承和创新，保持中医传统特色和用现代科学技

术挖掘、继承、提高、充实、拓展、保护、丰富自己，与时代同频共振。 

另外，杨会长对民医寄与厚望。民医、草药跑遍了南秦岭和北山，他

们认、采、用、验中草药，尤其是毛水龙院长与众多民医收集标本，总结出



了一批中草药的药性，编出了三本药书。这次大会论文资料汇编，就是民医

代表的经验总结记录，很实用。在座的民医其中就有当代的华佗、孙思邈、

李时珍、張仲景。希望你们把经验变成文字记录，光装在脑子里，时间一长

就谈漠了。人的生命就是那么长，过去了，就什么都不见了，留下验方医案

著作，资料汇编，才能传承传世，对中医事业才能不断完善完美。所以，要

多多培养扶持，重用各地区民医，造福于民。 

  

 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理事、中医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刘健执业

医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为祝贺“陕西省第五届民间

医药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专门为会议题字“民间高手 医药圣手”，

并把自己著的《心病证治》新书，给参会代表每人赠送一册。 



 

 

集体合影后，毛水龙主任委员进行了大会的专题汇报，题目为“陕西

民间医药 70年发展概况”，整体回顾了建国以来 70 年间陕西民间医药和

民间医生的发展概况。对民间医药发展和对国家给予中医药发展的政策给

予了充分肯定。 



 

第三项，学术研讨会。 

在一天半的学术交流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1人次进行了大会的

学术交流发言，将自己的诊治以及用药经验进行了现场讲解，和参会代表

进行互动交流。本次会议共收到征文91 篇，本论文汇编资料共分为：法规

宣传、专题报告、实验研究、临床交流、学术探讨、验方集锦、科普养生、

中药产业8个方面组织编排，经编委会审稿，修改，组织印刷。包括：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

陕西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等。

大会交流学术报告有“民间医药经验整理与学术成果发表的必要性”、“丹

药的炼制方法与临床应用”、“基于遥感MaxEnt与GIS 技术的宁陕县中药

天麻和猪苓种植面积测算与种植区域分析”、“太白山药材资源的现状及

思考”、“医疗制剂的注册申报”等21项。 

 

 



 

 



 

 



 

此次会议代表来自全省陕南、陕北、观众各个地市区县以及长期在民

间的医药从业人员，以及海南、四川的会员代表。大家汇聚一堂，学习交

流，气氛热烈。 

 



 

此次会议通过决议：增补了两名副主任委员张红、许建强；增加了四

个工作委员会。四个工作委员会及其职责：（1）组织委员会：负责学术会

议筹备，会议议程安排，会议报道以及召开，发放会议通知等工作。（2）

学术委员会：负责论文接收，初选，组织审稿，编撰论文汇编，以及征收

相关民间医技医术。（3）宣教委员会：负责筛选民间一技之长优良成果，

技术，编写宣传资料，组织相关宣传活动。（4）外联委员会：建立国内国

际民间医药学术交流，国内外活动，吸收学术组织举办的热心企业人事赞

助，与省内外国内外民间组织建立沟通平台。 

按照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临时党支部的要求，各专业委员会

要设立党小组。民间专业委员会有党员十名，9 月 19 日晚党员会议选举张

彥，白吉庆为民间医药分会党小组长，党小组长张彦为民间医药分会第一

副主任委员。 

会议于 2019年 9月 20日下午结束了本次会议的所有议程，圆满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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