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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医 针 灸 科 普 推 广 的 思 路 与 方 法
———近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针灸科普工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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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在针灸科普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有目共睹的成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大力
开展针灸科普资源数字化建设———完成北京中医药数字博物馆“针灸馆”的建设，完成北京中医药数字博物馆“国际交流馆”的

建设，完成“历代针灸学成就多媒体展示系统”的建设，承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医针灸”科普资源项目建设；第二、举办大型

针灸科普宣传活动———成功举办针灸申遗·法国巴黎科普展，承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相约北京·中医针灸展”大型科普活

动；第三、编撰出版优秀针灸科普读物———《图说中医针灸》《艾灸保健完全图解》《针灸史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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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是中国原创医学科学，也是中医药学中重要
的、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既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又包

含丰富的医疗实践，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医疗保

健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医疗模式和人们健康观念的

转变，针灸日益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可与关注，它以

“绿色疗法”的特点，不仅在慢性病的防治中显示出较

大优势，对于公众养生、保健、减肥、美容、戒烟、戒毒

等，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医针灸被列入世界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今天，世界范围

内渴望了解它的人越来越多，如何更好地进行针灸知

识的科学普及与传播，是需要认真思考并亟待解决的

重要任务。近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在这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针灸科普的思路和方法上进行

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１　针灸科普资源数字化建设
１１　北京中医药数字博物馆“针灸馆”的建设　２００４

年，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利用ＩＴ技术在网上构筑一座
立足北京、辐射全国的“北京中医药数字博物馆”，以

适应我国数字博物馆发展的需要。“针灸馆”是其中

的特色展馆，被中医药管理局进行重点资助，由针灸研

究所项目组承担建设。

该项目围绕“以浏览者为中心，突出针灸特色”这

一建馆理念，以针灸为主题，以数字博物馆为窗口，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向世界展示和传播古老的针灸医学，

让世人更好地认识针灸，促进针灸事业发展。该馆从

多个视角和专题，对传统针灸文物、史料知识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编排顺序以针灸的起源和

发展为主线，分为“针灸史话与问对”“针灸名家名著

集萃”“出土文物与专题精品”“针灸铜人与铜人图”

“针灸器具与技法”“针灸教育与交流”和“针灸临床与

科研”７个专题栏目［１］。表现形式以图文并茂、视频、

ＦＬＡＳＨ动画形式等，突出其交互性操作，寓深奥、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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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针灸专业性知识于各种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中，将

学术与科普、专业与艺术、知识与趣味有机结合，以满

足不同层面浏览者的需求。

１２　北京中医药数字博物馆“国际交流馆”的建设　
北京中医药数字博物馆“国际交流馆”也是针灸研究

所的项目组承担建设，它由一个横向栏目、三个纵向版

块及一个专题导航系统组成。一个横向栏目为“中医

药对外交流与合作”，分“古代篇”“近代篇”“现代篇”

回顾了中医药对外交流的悠久历史，展现了近、现代北

京与世界各国在中医药方面的学术交流、会议、活动等

有重要影响力的事件，如“丝绸之路的医药学交流”

“郑和下西洋与海外中医药交流”“‘中国古代的百科

全书’———《本草纲目》”“流散海外中医典籍胶片的复

制”“中坦合作治疗艾滋病”“援非医疗队———‘最受欢

迎的人’”……，从而全面介绍了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

作的历史和现状，展现了中外医学交流的概况和主体

脉络。三个纵向版块为：“对外交流与合作机构及其外

事活动”“期刊杂志的外文出版与交换”“中外医学交

流简要纪事”，利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和资料，再现了当

时的对外交流盛况。

“国际交流馆”的设计强调在整体效果上体现时

代感、国际化，在设计风格上做到美观大气，在构思上

实现受众的快速定位。这一设计定位，突出体现在首

页导航模式中，它采用世界地图模拟导航方式，以历史

阶段、国别或地区为线索，有机地组织和展示中医药历

史上的交流成果。

２０１１年，“北京中医药数字博物馆”获得“世界信
息峰会”大奖，这是全球互联网领域的最高奖项，通过

角逐“电子健康与环境”组别，成为本届我国获得该奖

项仅有的两个项目之一，“针灸馆”作为其最具有特色

的展馆以及“国际交流馆”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３　“历代针灸学成就多媒体展示系统”的建设　
“历代针灸学成就多媒体展示系统”系北京市中医药

科技发展基金科研项目。该展示系统集针灸科普知

识、刺灸技法、医疗实景展示于一体，综合运用现代多

媒体技术，展示历代针灸学成就，从针灸典藏文物和史

料出发，以展示中国历代针灸学成就、普及广大民众对

针灸学了解为其主要宗旨，采用中英文双语，方便国内

外公众阅读和使用，有助于中医针灸的对外宣传与交

流［２］。主要内容设为“历代针灸学成就”和“亲历针

灸”这两个栏目。其中“历代针灸学成就”以历史朝代

为序，分为“先秦两汉时期”“晋唐时期”“宋金元时期”

“明代”“清代”及“近现代”６个部分，展示针灸学发展
各历史时期代表性的人物、古籍善本、出土文物、针灸

图谱及相关模型器具等，从而再现针灸的起源、发展到

繁荣的整个脉络。“亲历针灸”栏目，注重体现它的实

践性和实用性，设立了４部分内容：知识小课堂、刺灸
法点播、医疗实景和考考你，以 ＰＰＴ、动画、视频为主，
浏览者通过方便快捷的交互链接，可有选择地学习针

灸知识、点播针灸操作技法及观看专家治病过程，通过

“考考你”对针灸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自我测试。

１４　“中医针灸”科普资源项目建设　“中医针灸”科
普资源项目建设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２０１２年优秀科
普资源开发项目，也是本年度唯一入选的中医药类科

普资源项目［３］。目前该项目由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

究所负责正在开展和实施，力争为公众打造一个优秀

中医针灸科普资源品牌。其建设内容有４个部分：科
普系列挂图、科普活动资源包、科普视频、科普读物，注

重针灸科学原理的阐释、针灸养生与保健知识的普及，

旨在满足新时期下公众对中医针灸不断增长的认知需

求与应用需求，使针灸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为老百姓造

福。

２　针灸科普宣传活动
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活动近年倍受关注和重视，

全国性的大型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中医中药中国

行”始于２００７年，通过集中展示中医药悠久的历史、科
学的理论、独特的方法、良好的疗效，使广大民众了解

中医药、认识中医药，感受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方面

所起的重要作用，使中医药更好地惠及百姓，为人民健

康服务。在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中，针灸作为其中一

部分得到宣传展示，但大型专门的针灸科普宣传活动

近年来也举办了两次，一次是配合针灸申遗在法国举

办的“中医文化与养生巴黎展”，另一次是针灸申遗成

功后的“相约北京—中医针灸展”，针灸研究所作为主

要承担单位负责这两次大型活动，圆满完成任务，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２１　针灸申遗·法国巴黎科普展　２０１０年４月，由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文化部外联局、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

研究所（７人）、上海中医药大学组成的代表团一行共
１２人，赴巴黎举办“中医文化与养生巴黎展”展览。中
国驻法国大使馆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

官员，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法国友人和华侨华人等近

２００人出席开幕式［４］。本次展览主要从中医历史、诊

法治法、中医养生和中医传承等４个方面，详细介绍了
独具特色的中医文化和养生之道，希望能够帮助对中

医感兴趣的法国学者与民众更多地了解中医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从而促进中法两国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

在传统医学领域的交流与互动［５］。同时，针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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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家对热心的参观者进行了现场诊疗及健康咨询，

开幕式当天就有近百名对中医感兴趣的中外人士到展

览现场。如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一位法国工作人员对

中医很感兴趣，患有颈椎病，希望体验针灸，扎针后，他

表示感觉很好，表示要将感觉及其照片写进自己的博

客，让更多人了解中医。期间，还开展了“中医传统文

化与养生之道”以及“中医养生的智慧与实践”系列讲

座，在容纳１５０人的报告厅内，两场讲座均座无虚席，
演讲人以生动的语言、图文并茂的 ＰＰＴ、现场互动体验
相结合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了中医传统文化及养生方

法。此外，代表团还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拜访了当

地中医药界人士，就中医药在法国的发展与传播进行

了交流。

２２　“相约北京·中医针灸展”大型科普活动　２０１０
年１１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并通过“中医针灸”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扩大申遗

成功后的宣传推广工作，２０１１年５月，由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主办的“相约北京·中医针灸展”在北京市东

城区图书馆隆重举行［６］，由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

所等单位承办。该展览开展了专题展览、健康讲座和

义诊咨询等系列活动，并邀请甘肃省大型秦腔历史剧

《针灸鼻祖———皇甫谧》剧组进京汇报演出，用鲜活的

历史事迹直观形象地展示了针灸的文化内涵。展览期

间，以最受关注的健康问题及养生保健方法为主题，举

办了经络保健、针灸保健技巧、穴位按摩技巧、针灸止

痛、刮痧拔罐保健等１０个专题讲座，并进行现场演示
与互动，此外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和

针灸医院等５家医疗机构还举行中医针灸义诊咨询活
动，让广大民众了解中医治未病、健康靠自己的科学道

理，亲身感受中医针灸养生保健的神奇魅力。

３　编撰出版针灸科普读物
在针灸科普读物的编撰方面，针灸研究所也做了

很多的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实力和人才优势，编撰出

版的针灸科普读物数量也较多。如《图说中医针灸》

一书，配有历代精美的彩图４００余幅［７］，将丰富而珍贵

的针灸图谱、史实图片等呈现给读者，反映了针灸学形

成、发展的来龙去脉；《艾灸保健完全图解》收录了近

１００种常见疾病的艾灸治疗及保健处方［８］，每种病都

配有简明易懂的文字和直观形象的穴位详图，方便而

实用；《针灸史话》一书是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面

向国内外广大读者，颇受外国针灸学习者的青睐，促进

了针灸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与传播；另外《针灸图说》

一书通俗易懂，让读者轻松领略中医针灸的奥秘，今年

成为唯一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中医药文化科普图

书”的针灸科普读物［９］。此外，还出版了其它针灸科普

读物，在此不一一枚举，它们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针

灸起源与发展演变、原理方法等内容进行了阐述，并介

绍常用和有效的针灸疗法，突出针灸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特色以及在疾病治疗、预防保健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

４　思路与体会
通过近年来以上的中医针灸科普工作，我们对如

何更好地促进针灸科普事业的发展有了较为清晰的思

路，并从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体会。这些思路

与经验，对于为广大民众普及和传播正确的、科学的、

实用的针灸知识，或许有一些帮助与启示。

４１　兼顾学术性与科普性　我们在针灸科普工作，自
始至终充分考虑广大民众的多层次性实际需求，注重

学术性与科普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具体体现

在：用丰富的图片、动画、视频等表现形式，弥补文字过

于专业造成的阅读障碍；设计清晰的线索和民众喜闻

乐见的内容与形式，并融入一些医家的逸闻趣事普及

学术性较强的专业知识；应用多媒体编导的手法和技

巧，将复杂的针灸技法进行直观形象地展示。

４２　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采用以图释文的形式对针
灸学知识进行介绍例如在《针灸史话》一书中，在讲
述“针砭灸的发源地”时，我们先以文字简要论述它们

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发源地，然后配上《素问》原文的

古代善本书影，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还特别制作

了一幅“针砭灸起源地的方位图”，以加深读者的印

象［１０］。

４３　重视原创，科学严谨　在工作中，我们重视原创
资料的收集，发掘一些以往没有被发现的、或者没有收

集到的新材料。为此，我们多次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

考察，例如在苏州考察期间，收集了民国时期针灸名家

承淡安先生的很多老照片、手迹以及早年的证件，这些

珍贵资料充实到内容中，使之更加新颖和丰富。另外，

我们对一些已有的内容，也进行了考证和研究，以保证

其科学和严谨。

４４　尊重版权，注明出处　这一点在科普工作中是往
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给予了重视。

尊重所用资料的版权，对于涉及其他文本或学者的观

点，作出了说明和标明出处，从而使前人的研究成果得

到了应有尊重。

综上，我们在针灸科普方面承担了大量工作，也取

得了一些成绩，从多年的工作实践中一路走来，我们收

集的资源不断丰富，创作的能力不断提高，科普手段融

入现代化信息技术，不断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我们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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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一些可供借鉴的

思路和方法，当然，也仍存在不足之处，希冀广大读者

和同仁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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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治疗药物的药物经济学研究

周　杰１　吴燕梅１　刘珊珊１　赵志刚２　秦贵军３　田晨光４

（１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广州，５１０５３０；２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４５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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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采取不同口服降糖药，组成价格不等的治疗方案，比较方案的经济学、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差异，探讨消渴丸在药物
经济学方面的优势。方法：选取糖尿病患者２９６例，随机分为４组，采取４种治疗方案，观察４组患者的临床效果及成本效果。
结果：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４种治疗方案没有统计学意义，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上，二甲双胍的Ｃ／Ｅ和总花费／ＨｂＡ１ｃ比率最
低，可以认为最为经济，消渴丸次之，再次为格列吡嗪和瑞格列奈。结论：从药物有效性、经济性和安全性方面综合考虑，２型糖
尿病的起始降糖治疗用药可选择二甲双胍或消渴丸，必要时两药联合；通过有效的管理有助于节省成本，改善血糖控制水平。

关键词　药物经济学；安全性；有效性；Ｃ／Ｅ；总花费／ＨｂＡ１ｃ；消渴丸；瑞格列奈；格列吡嗪；二甲双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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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经济学是应用现代经济学手段，结合流行病
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

分析药物治疗备选方案（包括非药物治疗方案）的成

本、效益、效果或效用，考查某种疾病的治疗方案或某

一项医疗卫生政策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为临床合

理用药和制定最佳的疾病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有

效提高医药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保证用药的安全、

高效、经济［１］。糖尿病是临床常见的代谢性疾病，发病

率逐年上升，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糖尿病患病率已经达

到９７％［２］。因此，进行糖尿病治疗药物的药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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