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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未病·科研项目管理专家共识
孟健，张哲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辽宁沈阳110032

摘要：《中医治未病·科研项目管理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立项，中华中医

药学会组织，并在中医治未病标准制修订专家总指导组和综合专家指导组的指导、监督下实施。通过文献检索、

专家问卷调查、专家论证会、专家征求意见、同行评议等步骤，最终形成专家共识意见。本《共识》提出了中

医治未病科研项目的项目承担单位条件和职责、项目立项、实施管理、验收管理、成果管理、经费管理、绩效

管理、档案管理、科研不端行为审查处理等方面的基本原则，供中医治未病项目相关管理部门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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埘a门q弘聊8咒f(hereinaRer referred to as“the consensus”)was approVed by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CM and

o玛anized by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It was implemented under the dir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he expert group of TC】Ⅵstandard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reVision，as well as the expert guidance group．

T11rou曲literature retrieVal，expen questionnaire survey，eXpert demonstration meetin岛eXpert adVice seeking，and

peer opinions，the expert consensus was established．In this consensus，condi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rcaect

undertaking unit，project印proVal，implementation management，acc印tance management，results management，如nds

management，perfbmance management，archiVes management，and reView and handling of misconduct in scientiflc

research were put fon)l，ard for scientmc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departments of TCM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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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一词最早见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篇》“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2013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制定了《中医预防保健(治

未病)服务科技创新纲要(2013—2020年)》(国中医

药科技发(2013)12号)【1 J，提出中医预防保健(治

未病)是指在中医治未病为核心理念指导下预防疾

病、养生保健的理论认识和技术方法，是中医药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健康文化。近年

来，国家将推进中医药标准化、规范化纳入工作重点，

《中医药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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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医药法监发(2012)43号)【2J将“中医‘治未

病’标准”及“中医药管理标准”作为重点任务。因

此，进行中医治未病科研项目管理规范的制定，能够

促使中医治未病相关科研项目规范化、高效化，对指

导中医治未病相关科研服务技术体系的建立、中医治

未病运行机制与制度保障的完善及中医药科技项目

评估标准构建起到推动作用。

2014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印

发2014年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中医药

标准制修订项目工作任务实施方案的通知》(国中医

药法监法标便函[2014]31号)，立项开展了中医临床

诊疗指南和治未病项目制修订工作，其中包括中医治

未病·科研项目管理专家共识项目。按照《关于印发

2015年中医临床诊疗指南和治未病标准制修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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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的通知》(国中医药法监法标便函[2015]3号)

要求，中华中医药学会组织成立了综合专家指导组。

2015年2月底在中医治未病标准制修订专家指导组

的指导下组建了项目工作组，项目工作组按照统一要

求，开展文献研究，广泛搜集循证资料，并按照国际

通行的德尔菲法进行了两轮问卷调查，形成《中医治

未病·科研项目管理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

草稿。2016年6月，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专家论证

会，邀请10位专家对《共识》进行论证并提出意

见，项目工作组根据专家意见对《共识》进行修改。

2016年9—12月，项目工作组向科研、管理、标准

化方面的34位专家发送《共识》征求意见，认真讨

论专家意见并决定是否采纳，修改形成了《共识》

评价稿。2017年2月，项目工作组向相关领域的22

位专家发送《共识》评价稿开展同行评价。2017年

3月，项目工作组向中医治未病专家总指导组提交专

家指导组审核稿，并根据意见对专家指导组审核稿

进一步整理、修改，形成《共识》公开征求意见稿。

2017年8月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进行网

上发布，向全国征求意见。2018年4月17日于北京

召开项目审查会，专家投票决定本项目以专家共识

结题。

1范围

本《共识》规定了中医治未病科研项目管理中的

项目承担单位条件和职责、项目立项、实施管理、验

收管理、成果管理、经费管理、绩效管理、档案管理、

科研不端行为审查处理等方面的基本原则。

本《共识》适用于在中医治未病“未病先防”理

论指导下进行的中医治未病科研项目管理。

本《共识》适用于中医治未病项目承担单位。

2项目承担单位条件和职责

2．1项目承担单位条件

项目承担单位条件应符合中医治未病科研项目

指南要求。

2．2项目承担单位职责

项目承担单位应明确质量控制与风险管理，负责

中医治未病科研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

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项目任务书要求，落实配套

支撑条件、组织任务实施、规范使用资金、完成任务

和目标等。认真履行合同条款，接受指导、检查，并

配合评估和验收工作。

项目承担单位应根据项目的特点，建立健全科

研、财务、诚信等内部管理制度，落实国家激励科研

人员的政策措施。

项目承担单位建立专家咨询应符合《国家科技计

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3】的规定。专家咨询费的使用

应符合《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4]

的有关规定。

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向项目主管机构报告项目

执行中出现的重大事项。

项目承担单位应履行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等责任

和义务，推动项目成果转化应用。

3项目立项

3．1 项目申请

中医治未病科研项目申请者应符合项目指南要

求。项目申请材料应以项目指南为准，并严格按照项

目指南规定的渠道、方式、时间执行。

3．2项目研究内容

3．2．1 中医治未病理论研究

包括但不限于中医治未病基础理论研究、中医治

未病理论科学内涵研究等【1]。

3。2。2 中医治未病服务技术研究

3．2．2．1 健康状态辨识及评估技术方法研究

包括但不限于健康状态检测方法和辨识指标体

系研究、健康状态分类评估技术方法研究、健康表征

信息动态采集和智能分析研究等[h 51。

3．2．2．2发病风险预测预警研究

包括但不限于健康状态连续监测技术研究、疾病

风险预警技术研究等[5]。

3．2．2．3健康状态干预技术方法研究

包括但不限于药物、非药物、生活方式等健康状

态干预技术方法研究，超重、偏颇体质等特定健康状

态干预技术方法研究，名老中医和长寿人群的养生经

验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h川。

3．2．3 中医治未病产品研发

包括但不限于健康状态辨识产品研发、健康状态

干预产品研发、健康服务信息产品研发、健康宣教产

品研发等[1’61。

3．2．4中医治未病服务标准研究

包括但不限于中医治未病服务标准化共性技术

研究、中医治未病服务标准体系的构建研究等[1吲。

3．2．5 中医治未病服务科技成果应用研究

包括但不限于集约化服务形式研究、服务标准研

制与推广研究、服务效果评价方法研究、主要领域应

用示范研究等【h 7l。

3．3签订项目任务书

立项项目应按项目主管机构要求填写项目任务

书，并完善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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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管理

4．1 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是项目组织实施、监督检查、评估验收

的依据。

项目实施方案宜包括：项目的目标、项目实施内

容、技术路线、项目的进度安排、监督管理、项目的

筹资方案等。

4．2 岗位职责

项目承担单位应根据项目任务书确定的目标任

务和分工安排，明确岗位职责，宜包括项目承担单

位科研管理部门人员岗位职责、项目合作单位职责、

项目负责人岗位职责、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岗位职责

等。

4．3年度报告

项目承担单位的年度报告中应规定报告的内容、

要求和报告日期。报告形式可分为：进度报告、统计

调查报告、调整报告、重要事件报告、财务报告、验

收报告。

4．4中期检查／评估

项目承担单位建立中期检查／评估制度应符合《科

技评估工作规定(试行)》[8]的有关规定。

4．5调整机制

项目承担单位应根据中期检查／评估结果及相关

部门的建议对项目实施方案提出调整，根据调整内容

的不同，上报相关组织管理部门。

4．6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项目承担单位应建立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对中

医治未病科研项目的需求征集、项目申报、立项和

预算安排、监督检查、结题验收等全过程进行信息

管理。

4．7激励制度及人才培养

项目承担单位制定激励制度，应包括激励机制的

原则、目的、运行模式等。

项目承担单位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应包括人才培

养目标、培养要求及安排、理论与实践培养的进程计

划表等。

4．8质量监督

项目承担单位建立质量监督制度，对项目申报、

立项、预算、监督检查、结题验收等过程进行质量监

督。对项目进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技术、人力

资源、组织协调等)应及时解决。

4．9伦理审查

伦理审查应符合《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

查办法》【9]的有关规定。

5验收管理

5．1验收管理办法及程序

验收管理办法及验收程序以项目主管机构下达

的验收文件为准。

项目承担单位可按照项目验收的相关要求，根据

治未病科研项目特点，制定本单位验收管理办法及验

收程序。

5．2验收结论

验收专家组可在审阅资料、听取汇报、实地考核、

提问质询等基础上，形成验收结论，一般验收结论为

通过验收、不通过验收或结题。

提供的验收文件、资料、数据存在弄虚作假，或

未按相关要求报批重大调整事项，或不配合验收工作

的，按不通过验收处理。

6成果管理

6．1研究成果

6．1．1 中医治未病理论

包括但不限于中医治未病术语、中医治未病基本

理论、中医治未病指导原则等【1]。

6．1．2 中医治未病服务技术研究成果

6．1．2．1 健康状态辨识及评估技术方法

包括但不限于健康状态分类、体质辨识、人体功能

评估指标、中医健康状态表征参数采集分析技术等[1]。

6．1．2．2发病风险预测预警

包括但不限于个体健康状态量化评估、亚健康状

态个体化干预方案【5J。

6．1．2．3健康状态干预技术方法

①调养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健康生活方式、情志

调养、四季调养、健康管理等。②适宜技术：包括但

不限于针刺、推拿、拔罐、艾灸、敷贴等。③运动功

法：包括但不限于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肩周操、

降压按摩操等。④养生指导：包括但不限于心理指导、

饮食指导、运动指导、起居环境指导等。[h 5]

6．1．3中医治未病产品

①健康状态辨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健康状态检

测设备、健康状态评估设备、发病风险预测设备等。

②健康状态干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功能性食品、保

健食品、中医治未病诊疗设备等。③健康服务信息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中医健康管理云平台系统、可穿戴

信息采集终端、健康知识库平台。④健康宣教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中医治未病服务宣教系列公益广告、视

频、动漫、书籍等。[1’6]

6．1．4中医治未病服务标准

包括但不限于中医治未病服务基础标准、中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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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病服务保障标准、中医治未病服务提供标准等u’7J。

6．1．5 中医治未病服务科技成果应用

包括但不限于健康状态干预服务包、中医治未病

服务标准、中医治未病应用示范基地等[1’71。

6．2成果登记

中医治未病项目科技成果分为基础理论成果、应

用技术成果、软科学研究成果。

中医治未病项目科技成果登记条件、程序及主管

部门的责任与权利应符合《中医药科技成果登记办

法》[10]的有关规定。

6．3成果评价

中医治未病科研项目成果评价根据项目研究内

容确定评价方法、评价内容及评价指标等。

6．4成果转化

中医治未病科研项目成果转化应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1]的有关规定。可建立

技术转移办公室、概念验证中心、校企协同创新中心

等。

6．5成果推广方向

中医治未病科研项目成果宜向社区卫生服务站、

基层医疗机构、治未病中心等推广。

7经费管理

7．1经费来源

中医治未病项目经费来源包括中央财政资金、地

方财政资金、单位自筹资金，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得的

资金。

7．2要求

统筹使用各渠道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中医

治未病项目须专款专用、单独核算、注重绩效。

资金预算、使用、管理等事项应符合《关于进一

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

见》[121及相关规定。

8绩效管理

中医治未病项目绩效考评宜包括目标实现程度、

任务布局合理性、组织管理水平、效果与影响等实施

情况，考评结果可作为实施方案和阶段实施计划的目

标、技术路线、进度、组织实施方式等调整的依据。

项目承担单位应将阶段绩效评估和调整结果上报项

目主管机构。

9档案管理

9．1档案管理内容

项目承担单位可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档案管

理，管理内容应包括档案分类、档案更改审批、借

阅和复制档案、定期审查、档案保管期限、档案价

值鉴定、档案销毁等。

9．2档案的形成和归档

中医治未病科研项目阶段性验收或完成后，应将

所形成的文件材料系统整理，及时归档，并注明保管

期限及密级。

10科研不端行为审查处理

项目承担单位对科研不端行为审查处理应符合

《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

行)》u 3J的有关规定。

项目组负责人：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张哲。

项目共同执笔人：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张哲、孟健。

参与共识意见专家：大连第二人民医院刘宁，大连武警医院王

宝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邱岳，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李妍、刘松江、刘岩、王桂媛、赵楠，嘉兴市中医院丁红生、

钱静华、张勤梅，辽宁省人民医院石蕴琦，辽宁省卫生计生委

员会张垣，辽宁省中医药管理局佟海明、王有刚、张立军，辽

宁中医药大学鞠宝兆、李敬林、刘春英、任艳玲、张立德、郑

洪新，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黄丽霞，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李国信、尤献民、张会宗、陶弘武，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张虹玺，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柳越冬，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范斌、刘华、忻玮，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齐晓云，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徐春

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陈冰、王金贵、杨常泉、王

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李风森，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刘钟华，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健、季聪华、汤

军，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任志雄、张慧、王希利，中国中

医科学院何丽云、胡镜清、谢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郭玉峰、姚乃礼，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王风云，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金香兰、岳广欣，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李洪皎、谢雁鸣，中国中医药国际合

作中心顾晓静等。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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