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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中醫藥創新作用
為大健康注入「核動力」

全國政協委員司富春是河南中醫藥大學科技成果推廣中心主任，從事

中醫藥科研、教學和醫療方面的工作。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健康

中國戰略，要堅持中西醫並重，傳承發展中醫藥」。司富春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這短短一句話卻分量很重，可謂字字千金。不僅充分肯定

了中醫藥為中華民族繁衍所起到的不可磨滅的貢獻，更是進一步闡明了

中醫藥的發展方向以及在中國健康醫療體系中的地位。」

文：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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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中醫科普
發揮中醫藥「治未病」作用

融合「帶路」創新中醫藥國際教育模式

不論再忙，司富春都會走進社區、走進
農村，用淺顯易懂的語言為大家講解中醫
藥知識。
司富春說，中醫藥作為我國獨特的醫療

衛生資源，其「天人相應」、「治未病」
等理論與實踐對養生保健、亞健康調理和
慢性病、疑難病、突發性疾病防治具有明
顯的優勢。「大力開展中醫藥文化、知
識、適宜技術等科普服務是養生保健、防
病治病、提高全民健康意識和健康水平的
有效途徑，在『健康中國』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司富春建議應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為依

託，建立和完善社區居民健康指數檔案，
設立固定的健康教育專欄，針對老年人、
青年人、婦女三類重點人群開展中醫藥健
康教育宣傳、健康資訊調查等健康促進活
動。組織醫療衛生機構有計劃地經常下基
層宣傳醫學科普知識，提高健康保健素
養，注重日常飲食、生活環境和生活方
式，增強衛生保健和預防疾病意識。
據了解，司富春所在的河南省中醫藥大
學每年都要派義工到「社區科普大學」舉
辦各種講座和專題報告，並定點定時到社
區進行健康知識和常見疾病防治知識諮
詢，受到了社區群眾的歡迎和好評。

2016年國務院關於《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
（2016-2030年）》指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迫切
需要推動中醫藥海外創新發展。司富春從2015年開始
便關注中醫藥海外發展問題，他2015年曾向全國政協
提交提案《建議將中醫藥納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實施》，並獲得了政協大會的立案。2017年他牽頭起
草了致公黨中央向全國政協提交的重點提案《關於加
快推進中醫藥「一帶一路」發展的提案》。
司富春有着豐富的海外經歷，曾被評為「河南省留

學回國人員先進個人」，主持國家優秀回國留學人員
基金重點項目。
司富春認為，中醫藥海外創新發展不能「一刀

切」，不同國家與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醫療需求、
文化信仰方面各不相同，不能夠一概而論，中醫藥在
「一帶一路」相關的對外推廣工作機制有待完善，傳播
與交流的人才、模式亦有待提高。
針對各地區不同的發展情況，司富春提出要因地制

宜推動「一帶一路」發展，依據不同國家人民對中醫

藥的具體需求，展開具有針對性的研究，並提供不同
的優惠政策。
除此之外，他還提出應創新發展中醫藥國際教育模

式，支持中醫藥高校和醫療機構開辦海外「中醫學
院」、「中醫培訓中心」，編著易懂、易學、易用的
教材，尤其在互聯網時代，可以積極開展線上、線下
同步教學。他特別指出，還應加大對中醫院校留學生
教育的獎學金支持力度，「吸引更多國外人才學中
醫、用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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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富春是土生土長的河南
人，他認為，河南中醫藥文化
是華夏文明的關鍵組成部分，
它以自己獨特的內容豐富發展
了中原文明，在自己的理論體
系中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哲
學觀念、語言文化等。
他對河南的中醫藥文化及資

源如數家珍，新鄭的黃帝文
化、新密岐黃文化、南陽的醫
聖祠等，「這些都充分說明中
醫藥文化根在河南；中原地區
出現了很多傑出的醫學家及經
典論著。」
河南擁有眾多的中醫藥文化

遺蹟，應該給予充分的保護並
將其轉化為品牌優勢，助力中
醫藥發展。戰國名醫扁鵲、三
國神醫華佗、唐代名醫孫思邈
等，皆長期在中原行醫立說而
享譽四方；東漢偉大的醫學家
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
開創了辨證論治之先河，形成
了完整的中醫診療體系；金元
名醫張從正、清代醫學家吳其
浚等醫學泰斗，都出生成長於
中原大地。
「中醫藥文化遺蹟是中醫藥

文化發展的歷史性實物呈現，
是弘揚中醫藥文化的極好載
體，加強中醫藥文化遺蹟的保
護與開發是中醫藥文化建設的
重要組成部分。」司富春說。

司富春1984年參加工作，2003年被選
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時，是中醫

藥界最年輕的全國政協委員，如今連任三
屆的他，已經是名「老委員」了。
為了全心全意履行政協委員職責，在繁
忙的科研教學工作之餘，他還走訪師生、
部門、醫院、社區、農村、診所、養老機
構、企業等，對他所從事領域中有關教
育、中醫藥、人才等課題進行廣泛調研、
深入研究、認真徵求意見和建議，十五年
來，司富春所提提案均被列為A級、B級
提案，並被國家重視和採用。「沙士」過
後的2004年，司富春提交的《加強中醫藥
研究充分發揮中醫藥在感染性疾病防治中
的作用》的提案引起國家有關方面的高度
重視，把中醫藥防治愛滋病、肝炎、肺結
核等感染性疾病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為
加強中醫藥文化建設，司富春於2009年和
2012年分別提交的《建立中醫藥博物館
加強保護中醫藥文化》和《加強中醫藥文
化建設充分發揮中醫藥在文化建設中的作
用》提案得到積極響應。

沒傳統文化就沒中醫藥傳承
採訪司富春，是在河南中醫藥大學他的
辦公室內，不大的辦公室被各種書籍、報
刊佔滿，勉強有可以站腳的地方。其老舊
的辦公桌抽屜總是「自動」打開，司富春
只得用一隻手輕輕抵着。
司富春說，傳承發展中醫藥，首先是要

傳承。而中醫藥的傳承則是依靠中華傳統
優秀文化的良好傳承。司富春指，中醫藥
是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最典型的代表，更
為中醫研究和科學研究提供了原始創新的
土壤。「醫學大家往往也是研習經典的大
家。」他舉例說，諾貝爾獎獲得者屠呦呦
就稱，「在青蒿素發現的過程中，古代文
獻在研究的最關鍵時刻給予我靈感，我相
信，努力開發傳統醫藥必將給世界帶來更
多的治療藥物。」
司富春認為，中醫藥的傳承發展離不開

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然而，近年
來，中醫藥教育對傳統經典研究學習不
夠，不少中醫藥專業的學生沒有或者極少
完完整整研究通讀《黃帝內經》等中醫藥
傳統經典。為此，司富春建議，應當加強
中醫藥傳統經典的學習與推廣。他並表
示，近幾年，國家亦設立了很多中醫研究
計劃，但是數據性研究文章太多，在國際
上有影響力的原始創新的東西太少。「應
大力加強中醫藥原始創新的研究，尤其是
加強對中醫藥研究的支持和投入力度，進
而發揮中醫藥原始創新的『核動力』作
用，為大健康戰略注入活力與動力。」
據記者了解，司富春本人對中醫藥的癡

迷亦是緣於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癡迷。司富
春告訴記者，他出生在當地農村一個普通
的醫生家庭，家庭雖不富足，但崇文重教
的家風侵染着他，讀書於是也成了他最大
的樂趣，這對他後來從事科研工作有很大

影響。
當初考入河南中醫學院時，司富春的志

向並非是醫學，而是科學家或者數學家。
但是大學5年，他幾乎將所有中醫藥經典
文獻都讀遍了，這才被中醫藥的「博大精
深」所折服，並喜歡上中醫。

用現代科研手段促中醫藥創新
他表示：「中醫藥的發展則需要打破中

醫藥與現代科技現代醫學的界限，用科學
手段推進中醫藥的創新研究，為病人提供
更好的診療技術和藥物，為企業提供更有
效的開發產品，為國家大健康戰略做出更
大更多的貢獻。」
司富春開闢了中醫基礎理論與分子遺傳

學結合研究的新領域。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後，他考取了上海中醫藥大學張伯訥教授
的博士研究生。在上海攻讀博士學位期
間，他進行的「二仙湯及其拆方對老齡大
鼠下丘腦GnRH基因表達的調節」研究，

引發一時轟動，被認為是開闢了中醫基礎
理論與分子遺傳學結合研究的新領域，獲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
1995年，他赴韓國浦項科技大學生命科

學院進行博士後研究工作。在那裡，司富
春在PLC介導的細胞信號研究領域做了許
多重要的開創性研究工作，被譽為PLC信
號研究方面的優秀專家。
在韓期間，他參加了韓國大的科研項目10

餘項，在生物高新技術領域得到了嚴格訓
練，並獲得了韓國第一屆博士後基金獎。
隨着知名度的提高，他在韓國的導師和

朋友們都一再挽留他，而他說：「研究中
醫藥沒有哪個地方比國內資源更豐富，條
件更好，我的事業在祖國。」1999年他毅
然回國，回到了曾學習和工作過的河南中
醫學院。他也成了河南省中醫藥界的唯一
一位回國博士後。
回國後的他，憑着堅實的中醫理論基

礎，和掌握的當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分子生

物學理論和技術，在國內外率先開展中醫
藥與磷脂酶細胞傳導結合研究，提出磷脂
酶信號分子多重複合物的獨創性概念，並
建立起分離技術，在磷脂酶信號傳導、癌
症發生機制、抗癌藥物和中醫方證相關性
研究方面取得了創新性成果。
司富春不僅是中醫藥科技研究的踐行

者，更是推廣者。他從2013年開始，幾乎
每年都會提交相關提案，呼籲加強中醫藥
高等院校科技成果研究與轉化推廣。
司富春指出，目前在我國現有的高校科

研體系中，科研成果的轉化率僅佔科研成
果總份額的十分之一，中醫院校科技成果
轉化率更低，這些年中醫藥技術推廣處於
才剛起步階段。
他指，應有效整合行業技術、產業、資

本和人才資源，通過科技、人才、資本引
進來和成果推廣走出去，創建中醫藥科技
成果轉化應用公共服務平台，推動醫藥經
濟健康持續發展。

司富春，河南新鄭人，教授，博士生
導師，河南省特聘教授，上海中醫藥大
學醫學博士，韓國浦項科技大學博士
後，河南省跨世紀學術帶頭人和省優秀
專家，中國老年學會抗衰老科學技術委
員會常務理事、中華中醫藥學會基礎理
論分會副主任委員。現任河南中醫藥大
學科技成果推廣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
中醫藥與分子生物學結合研究。
主持和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
優秀回國留學人員基金重點項目等大的
科研項目20餘項，在國內外發表論文
100餘篇，出版專著11部。 先後獲「河
南省優秀青年骨幹教師」、「河南省留
學回國人員先進個人」、「河南省文明
教師」、「河南省留學青年回國創業之
星」、「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
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貢獻先進個人」
等多項榮譽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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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富春在做實驗司富春在做實驗。。

■■司富春在診治病人司富春在診治病人。。

■■司富春司富春（（右二右二））為為
學生講解實驗學生講解實驗。。

■■司富春司富春（（右一右一））為為
老年人答疑解惑老年人答疑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