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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的总体目标是：突出中医药的优势特色，继承与创新

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加强中医原创理论创新及中医药的

现代传承研究，加快中医四诊客观化、中医“治未病”、中药材生

态种植、中药复方精准用药等关键技术突破，制定一批中医药防

治重大疾病和疑难疾病的临床方案，开发一批中医药健康产品，

提升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层次，加快中医药服务的现代提升和中

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本专项以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中医“治未病”、中药开发及

质量控制三大领域为重点，从基础、临床、产业三个环节进行全

链条、一体化设计，将专项研究任务分解为中医药理论传承与创

新、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中药资源保障、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科

技示范、中医药国际化、民族医药传承与创新等 6大任务，2017

—2020年已围绕上述 6大任务发布了四批指南。为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进一

步完善专项任务布局，2021年拟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方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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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方向骨科疾病和儿童精神障碍疾病的流标项

目进行补充立项；拟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方向，围绕中医药防

治新发传染病研究部署定向项目。项目应为整体申报，须覆盖相

应指南研究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除特殊说明外，项目下设课题

数不超过 5个，项目的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拟安排国拨

经费 3300万元，实施周期为 2021—2023年。

本专项 2021年度公开竞争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

1.1 难治性疾病中医药治疗方案优化及循证评价研究

1.1.1 骨退行性病变中医药治疗方案的优选及临床评价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骨退行性病变，以临床效果为依据，结合对

古今临床经验及其文献的系统分析，选择出针对性明确，确有疗

效优势和特色的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或方药、特色技术等，

并遵循国际通行的研究规范，采用适宜的临床结局指标，开展高

质量的临床评价研究，取得确切的研究结果；开展相关基础研究，

阐释疗效机制。

考核指标：形成骨退行性病变的有效临床方案的筛选研究报

告；完成所筛选方案、方药或技术方法的足够样本量、高质量且

具临床优势特色的评价研究，取得高级别的临床证据，形成或优

化临床诊疗指南；建立该难治性疾病的诊疗决策支持系统；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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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该病种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作用机制。

支持年限：2021—2023年。

拟支持项目数：1项。

有关说明：项目下设课题不超过 5 个，项目参与单位数不超

过 20 家。优先支持具有临床疗效优势、特色突出，具备较好研

究基础、曾牵头组织过临床研究的申报单位。

1.2 中医药潜在优势病种的新治法、新方案的探索性研究

1.2.1 有潜在临床优势的儿童精神障碍中医新治法、新方药、

新技术的临床探索性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儿童精神障碍中医具有临床潜在治疗优势的

病种，选择有较扎实临床运用基础的新治法、新方药、新技术，

针对明确的临床特点，开展临床疗效、优势特色的高质量临床探

索性研究，提出优化临床方案，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研究。

考核指标：完成公认临床结局指标、足够样本量、临床研究

设计合理的相关病种的新方案或新方药或新技术的临床探索性研

究；提供 3种以上新方药或新治法或新技术的评估报告；提出进

一步优化的临床研究方案；完成作用机制的研究报告。

支持年限：2021—2023年。

拟支持项目数：1项。

相关说明：优先支持有相关基础的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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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 2021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3中医药防治新发传染病研究

1.3.1 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关键技术及经典名方作用解析研

究

研究内容：系统梳理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与方药，总结中

医药历次抗疫有效经验，利用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以及数据

挖掘、人工智能等方法与技术，对现有获得的新冠肺炎病历资料，

进行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真实世界回顾性病例分析并获得临床

证据，综合评价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在此

基础上，优化完善中医药在新发突发传染病群防群治及个体化诊

疗方案，探索建立新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救治的模式；结合应

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中医理论，对临床证候特征、证候要素和辨

证规范化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解析中医药阻断轻症转重症、改善

肺部炎症、促进疾病康复的疗效机理，阐明宣肺、化湿、解毒等

核心治法的现代生物学基础及临床意义，优化中医药预防和治疗

新冠肺炎的基本治法与方药；选择“三药三方”及其密切关联的

经典名方，围绕病毒与宿主的交互作用，完善分子、细胞、动物

多维整合研究体系，建立中药抗新冠肺炎药效评价新方法，针对

干扰宿主细胞机制、调节免疫应答、减轻炎症、保护脏器等环节，

揭示中药治疗新冠肺炎的多成分、多环节整合机制，确定一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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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单体、组分及核心配伍组合，为发现源于经典名方的抗新冠肺

炎创新中药奠定基础。

考核指标：总结至少 100名参与新冠肺炎救治的中医、中西

医结合专家治疗经验，系统分析不少于 5000 例中医药治疗的具

有代表性的全病历资料，形成 1个包括全部数据研究结果的报告，

建立 1个包含全部信息的数据库，探索新冠肺炎中医药治疗有效

性、不良反应分析挖掘方法，推出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安全性、

有效性证据集，为临床方案优化提供支撑；以临床试验数据为基

础，结合基础研究，完成 2~3个核心病机科学内涵阐释，提出 1

套以调节宿主免疫与抗炎为核心的防治新突发传染病的理论新认

识；构建 1套集成分子、细胞、动物的药效评价体系，解析 2~3

个有效方剂或中成药治疗新冠肺炎的作用模式；围绕病毒与宿主

的关键病理环节，筛选与评价不少于 1000 种单体或组分，发现

2~3个源于经典名方组分配伍的新药处方，并通过成药性评价；

推出 1~2个中药新药证据集。在具有国际公认的顶级或重要科技

期刊发表 2篇以上论文；临床研究成果纳入高级别中医或西医临

床指南。

支持年限：2021—2023年

拟支持项目：1~2项

有关说明：由中医药局、教育部、国家民委、药监局、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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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择优推荐。优先支持具备较好新冠肺炎研究基础、曾牵头组织

过多中心临床研究的申报单位。项目组织机构完善，包括临床知

名专家团队，国内外高水平方法学团队和高水平基础研究团队。

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

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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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应为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研究方向的全部考核

指标。除特殊说明外，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目的参与

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课题之间内容不交叉、技术不重复。

2. 参加定向择优的推荐部门或地方，针对同一指南方向组织

推荐的优势团队总数原则上不得少于 3家。

3. 对于拟支持项目数为 1~2个的指南方向，原则上该方向只

立 1个项目，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

情况下，可同时支持 2个项目，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4. 项目申报单位上传的附件包括合作协议、自有资金证明和

承诺书以及其他需要上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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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1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

位同时提供受聘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

交。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课题）；国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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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

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课题），课题负责人可参

与申报项目（课题）。

（4）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

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项目参与单位总数须符合指南要

求。

（2）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程翔林，电话：010-8822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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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称

1 张伯礼 天津中医药大学 教 授

2 王广基 中国药科大学 教 授

3 李振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研究员

4 刘保延 中国中医科学院 研究员

5 陈立典 福建中医药大学 教 授

6 朱晓新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研究员

7 王庆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教 授

8 余伯阳 中国药科大学 教 授

9 杨光忠 中南民族大学 教 授

10 邓 都 西南民族大学 教 授

11 杨明会 解放军总医院 主任医师

12 凌昌全 第二军医大学 教 授

13 黄璐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 研究员

14 叶 阳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 研究员

15 张海英 中科院微电子所 研究员

16 何 轶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研究员

17 土登彭措 西南民族大学 教 授

18 齐炼文 中国药科大学 教 授

19 倪 健 北京中医药大学 教 授

20 唐旭东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教 授

21 于江泳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主任药师

22 唐健元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研究员

23 黄秀兰 中央民族大学 教 授

24 孙塑伦 中华中医药学会 教 授

25 贾天柱 辽宁中医药大学 教 授

26 王 飞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