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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政办发〔2021〕62 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

中央在甘各单位： 

《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措施》已经省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7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结合实际，提出如下措施。 

一、实施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工程 

（一）建设中医优势专科。树立中医专科品牌意识，强化专

科专病建设，发挥陇中正骨学术流派、郑氏针灸学术流派、针刀

专科、脾胃病科等专科优势，到 2025 年，打造 20 个在全国有影

响力的中医优势专科；遴选中医康复、肛肠、妇儿、皮肤、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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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风湿病、肾病、肿瘤、心血管病等特色突出的专科专病，建

设 30 个省级中医优势专科。筛选 10 个中医治疗优势病种、45 项

中医适宜技术和 30 个疗效独特的中药品种并向社会发布。（省卫

生健康委、各市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负责） 

（二）建设省级区域中医（专科）医疗中心。推动优质中医

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重点建设 10 个省级区域中医（专科）医疗

中心，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和中医综合治疗模式创新。发挥区域

中医（专科）医疗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医联体内，开展中医

专科联盟或协作网建设，推广专科诊疗方案、特色技术、临床经

验和院内制剂等，提升联盟整体诊疗水平。（省卫生健康委、各

市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负责） 

二、实施中医药名方开发工程 

（一）强化中医名方制剂开发。对配制来源于国家公布经典

名方目录中的医疗机构中药复方制剂实施优化审批，医疗机构对

符合规定的经典名方制剂申报注册、备案，仅提供非临床安全性

研究资料，免报药效学研究及临床试验资料，5 年内开发 20 个左

右的经典名方为院内制剂。对来源于我省名中医、全国中医学术

流派传承工作室代表性传承人或主要传承人的经验处方，申报医

疗机构制剂，能提供在本医疗机构内 5 年以上（含 5 年）使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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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证明资料和不少于 100 例的临床病例总结的，可免提交主要

药效学研究资料和文献资料，5 年内开发 50 个左右名老中医药专

家名方为院内制剂。收集筛选保护民间中医药验方、秘方、技法

并开展开发利用。（省药监局、省卫生健康委负责） 

（二）推动中药院内制剂转化开发。设立中医名方新药开发

联合攻关领导小组，成立中药企业与医疗机构中药院内制剂研究

开发转化联盟，发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传承创新发展“孵化器”

作用，加快推进我省医疗机构开发的系列临床疗效较好、需求量

大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

用的“甘肃方剂”向中药新药转化。（省药监局、省卫生健康委

负责） 

（三）加强上市中药品种资源开发利用。支持企业利用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采取“转移”“转让”“文号招商”等措

施，盘活中药批准文号等品种资源，扩大陇药市场规模。加强科

技、医保、金融等扶持政策供给，支持独家、特色、优势中药品

种做大做强。鼓励企业运用符合产品特点的新技术、新工艺以及

体现临床应用优势和特点的新剂型改进已上市中药品种，支持陇

药品种二次开发和同名同方药的研制，促进已上市中药同品种的

质量提升。支持企业加大科研投入，推动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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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等中药新药研发和注册上市，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提升

陇药竞争优势。（省药监局、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 

三、实施中医医疗机构体系完善工程 

（一）完善中医医疗机构服务体系。积极争取中医（含中西

医结合）方向的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在甘肃布点。依托

高水平中医医院建设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依托市级中医类医

院，建设 3 个左右中医特色重点中医医院。加强各级中医医院感

染科、肺病科、发热门诊、可转换传染病区、可转换重症监护室

等建设。还未建设中医类医院的市、县要加快建设进度，到 2022

年，基本实现省、市、县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省卫生健康委、

省发展改革委、各市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负责） 

（二）建立名医堂执业平台。依托中医药特色突出、中医药

服务能力强、优势明显的中医医疗机构建立一批名医堂执业平台。

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甘肃省名中医、岐黄学者、全国中医药

师承教育指导老师等名医团队入驻名医堂的，实行创业扶持、品

牌保护、自主执业、自主运营、自主培养、自负盈亏综合政策，

打造一批名医团队运营的精品中医机构。鼓励和支持有经验的社

会力量兴办连锁经营的名医堂，突出特色和品牌，打造一流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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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提供一流中医药服务。（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

各市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负责） 

（三）合理开展中医非基本服务。在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基本

医疗服务总量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基本医疗费用保持平稳的基础

上，支持其提供商业医疗保险覆盖的非基本医疗服务。探索有条

件的地方对完成公益性服务绩效好的公立中医医疗机构放宽特需

医疗服务比例限制，允许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在政策范围内自主设

立国际医疗部，自主决定国际医疗的服务量、项目、价格，收支

结余主要用于改善职工待遇、加强专科建设和医院建设发展。

（省卫生健康委、甘肃银保监局、各市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

委会负责） 

四、实施中西医结合发展工程 

（一）完善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各级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逐步推广“有机制、有团队、有措施、有成效”的中西医结合医

疗模式，设置中医药管理和临床科室，并按规定配备中医病床或

者中西医结合病床。强化临床科室中医医师配备，打造中西医结

合团队，开展中西医联合诊疗，“宜中则中、宜西则西”，逐步

建立中西医多学科诊疗体系。将中医医师配备、中医床位设置、

中医参与治疗率等中西医结合工作成效纳入医院等级评审和绩效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