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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牛青山、冯前进主编的《山西省中医药国际化问题研究》分为八章，从山西省的中医药资源、中医药
文化背景以及山西省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等方面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山西省在中医药国际化进
程中所做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绩，并对未来山西省的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提出了展望。

山西省是中医药资源丰富的省份。
《山西省中医药国际化问题研究》是第一本探讨分析山西省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专门性著作，对
山西省乃至全国的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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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背景
 一、技术背景
 （一）中医药是我国能对世界科技和文明以及人类健康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领域
 （二）人类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变化凸现出中医药对保障人类健康的优势
 （三）中医药为新药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新的先导化合物和技术路径
 （四）方剂学为新药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新的思维及设计模式
 （五）中医辨证理论和方法为疾病诊断和技术研究提供全新的模式，开辟全新的研究方向
（六）中医养生方法在预防疾病、延缓衰老和提高生命质量方面显示出重要的生物医学意义和价值
 二、文化背景
 （一）文化和中华文化
 （二）文化的共生、冲突与交流
 （三）中医药是中华优秀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的良好载体
 三、国内背景
 （一）推动中医药国际化的行动
 （二）政府间的合作协议
 （三）对外医疗保健服务
 （四）访问交流
 （五）科研合作
 （六）教育培训
 （七）科技合作
 （八）中医药国际贸易
 （九）中医药文化
 四、国际背景
 （一）人类共同面临的新的健康问题和挑战
 （二）中医药日益受到国际认同和重视
 （三）中医药在亚洲
 （四）中医药在欧洲
 （五）中医药在美洲
 （六）中医药在非洲
 （七）中医药在澳大利亚
第二章 政策
 一、《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
 二、《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三、中欧中医药大会：国际科技合作与展望
 四、《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中长期规划纲要》
第三章 基础
 一、中药和食疗中药资源
 （一）中药
 （二）干鲜果和小杂粮
 二、政策和氛围
 三、中药制药
 四、食疗中药产业
 （一）红枣
 （二）核桃
 （三）谷物和小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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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醋
 （五）沙棘
 （六）梨
 五、中医医疗
 六、中医药教育
 七、中医药科学研究
第四章 优势
 一、文化优势
 （一）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和《医学杂志》
 （二）傅山
 （三）晋商
 二、资源优势
 （一）中药
 （二）谷物和小杂粮
 （三）核桃
 （四）红枣
 （五）梨
 （六）桑树
 （七）沙棘
 （八）葡萄
 （九）醋
三、科技优势
 （一）中药微粒制剂技术
 （二）药物（中药）分子形态修饰技术
 （三）中医基因表达调节和表观基因修饰工程
 （四）中医心因性应激反应调节技术
 （五）中医生殖养生技术
 （六）中医药优生优育工程
 （七）中药GAP和质量标准研究
 （八）学科建设
 四、医疗优势
 五、基地建设
第五章 历史
 一、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大事记
 二、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
 三、经验和启示
第六章 挑战
 一、中西文化差异导致中医药理论难以被世界诸多国家所接受
 二、中医药自身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足之处
 三、中医药面临来自竞争对手的巨大压力
 四、中医药服务与产品贸易面临世界各国的贸易壁垒
 五、中医药国际合作人才匮乏
 六、山西省的中医药国际合作还处在较低水平
 七、中医药翻译问题
 （一）科学语言：中医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二）描述语言：中医药术语从汉语到英语的翻译
 （三）中医药翻译及其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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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策略
 一、大力推动中医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二、培养和坚持创新理念
 三、寻求和发挥自身优势
 四、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五、建立相应机构，为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组织保证
 六、在东盟国家择机注册中药
 七、大力培养中医药国际化人才
第八章 展望
 一、建立道地药材的质量标准体系并获得国际认可
 二、道地药材和品牌中成药进入国际市场
 三、培养大批的中医药国际化人才
 四、山西中医学院成为一所国际化中医药大学
 五、中药科技产业成为山西省支柱产业
 六、中医药文化产业逐步形成
 附录二 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附录三 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中长期规划（2011—20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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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西省中医药国际化问题研究》采用传统访问调查与网络调查相结合方式，对山西省的中医药
自然资源、人才资源、卫生资源、中药品种与产业资源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研与数据分析。
同时，运用已有的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网络，对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美国、
墨西哥、荷兰、瑞典等国的中医药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调研，并将调研数据整理分析，通过举办中医
药国际科技合作论坛等形式，研究确定山西省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的重点领域，设计中医药国际交流
与发展、传承和保护的运作模式，研究制定山西省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与产业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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