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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阐述了中医药健康旅游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的研究思路，该标准将中医药健康旅游划分为３个等级，分别为
中医健康旅游示范区、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项目。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的评定从基础条

件、资源与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安全与保障措施等５个方面展开；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的评定从基础
条件、资源与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体系安全与保障措施等五个方面展开；对中医药健康

旅游示范项目的评定从基础条件、自然与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中医药健康旅游特色项目分类、实施方案、安全

保障、预期成果等７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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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中医药健康服务
需求，发挥我国中医药旅游资源的优势，倡导中医药

健康旅游新观念，推进旅游与中医药的融合发展，开

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新模式，构建我国中医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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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旅游产业体系，传承我国悠久的中医药文化，打造

我国中医药健康旅游品牌，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快

速发展，推进我国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提升旅游和中

医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国家旅游局

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发布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

地、项目）认证工作通知［１］。通过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区（基地、项目）的标准化建设工作，探索中医药

健康旅游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创新发展体制机

制，引导中医药健康旅游在产业化改革创新等方面

先行先试，推动旅游业与养老相结合，与中医药健康

服务业深度融合，成为特点鲜明、优势明显、综合实

力强、具有示范辐射作用和一定影响力的国家中医

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可以全面推动中

医药健康旅游快速发展［１］。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医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

目）划分与评定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划分内容与标

准、评定与管理。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中医

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

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１９９３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
准、ＧＢ３８３８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８９７８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ＧＢ１５６１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９６６４
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ＧＢ９６６７游泳场所卫生标
准、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１部
分：通用符号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２０００，ｎｅｑＩＳＯ７００１：
１９９０）、ＧＢ／Ｔ１５９７１１９９５导游服务质量、ＧＢ１６１５３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ＧＢ／Ｔ１６７６７游乐园（场）安
全和服务质、ＧＢ／Ｔ１８９７３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
与评定、ＬＢ／Ｔ０２１旅游企业信息化服务指南、ＬＢ／
Ｔ０３４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中医药发展战略
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
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家旅游局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指

导意见》《国家旅游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开展

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创建工作

的通知》。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中医药健康旅游依托中医药资源，以促进健康
为目的，开展健康养生、体验、休闲、观光度假等，兼

有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体验中医药服务的旅游活

动［２～４］。

３２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以中医药健康服务为
主题和主要内容，形成一定规模和特色的中医药健

康旅游产品及产业集群，在旅游业与中医药健康服

务业融合发展方面形成示范和引领效应的县（市）

区域。

３３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能稳定持续开展中
医药医疗康复、养生保健、疗养、观光的中药材种植

养殖基地和中医药企事业单位，拥有提供中医药健

康旅游服务的景区点、度假村、宾馆等，特色鲜明，形

成规模，具有良好的服务品质和社会信誉，具有示范

作用的园区型旅游产品。

３４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项目由具有中医药健康
旅游示范作用的企事业单位，能提供一项以上中医

药健康产品或服务。

４　基本条件
１）正式开展中医药健康旅游工作满３年者方可

参加评定，且在申报前一年内未发生过重大旅游投

诉事件和责任安全事故。

２）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建筑、
设施设备、服务项目和运行管理必须符合国家现行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与要求。

５　中医健康旅游示范区评定条件
５１　基础条件
５１１　组织机构　１）具有中医药健康旅游工作领
导协调机构，并正常开展协调工作。２）领导协调机
构具有区域主要领导和中医药人员参加。

５１２　政策规划　１）申报主体区有政府出台的关
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政策文件（包括鼓励

社会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的政策）。２）申报主体有
政府出台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规划。

５１３　建设规划　旅游规划应符合下列要求：１）有
正式批准的旅游总体规划、发展战略、总体布局，目

标定位明确。２）规划中有明确的开发重点和主要任
务，有发挥中医药优势、使旅游资源与中医药资源有

效结合、促进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并在建设

中不断落实。对民间中医诊疗方法、特色诊疗手段、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不断传承与发展。３）建立
风险评估机制。４）规划有行业引领作用，在市场吸
引力、美誉度、价值贡献率方面具有示范价值。

５１４　健康旅游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贡献度　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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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规模年接待游客量，具有较大影响力，游客中有

一定规模的区域外游客。２）经济效益良好，带动一
定量人群脱贫，吸纳一定的本地劳动力就业。３）区
域内旅游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

高。４）区域内旅游收入逐年提高。５）中医药健康旅
游产品不断丰富和创新。６）社会事业发展更加关注
民生福祉，资源环境友好和谐。

５２　资源与环境
５２１　中医药资源环境应传播中医药养生理念　
人与自然和谐的中医药核心理念，满足人们对中医

药养生保健、医疗康复、休闲旅游的精神文化和物质

文化消费需求［５］。

５２２　自然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空气质量达
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的一级标准。２）噪声质量达到 ＧＢ
３０９６１９９３的一类标准。３）地表水环境质量应达到
ＧＢ３８３８规定的Ⅲ类以上标准，视野范围内地表无
黑臭或其他异色异味水体。４）污水排放达到 ＧＢ
８９７８的规定。５）土壤环境应达到 ＧＢ１５６１８规定的
二级标准。６）对自然景观、中医药类动植物、地域特
色的中医药人文景观、文物古迹等保护手段科学，措

施先进，能有效预防自然和人为破坏，保持自然景观

和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７）游览区内各项设
施设备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不造成环境

污染和其他公害，不破坏旅游资源和游览气氛。

５３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
５３１　旅游交通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可进入性好。
交通设施完善，进出便捷。或具有一级公路或高等

级航道、航线直达；或具有旅游专线交通工具。２）有
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的较为充足专用停车场或船舶码

头。管理完善，布局合理，容量能充分满足游客接待

量要求。场地平整坚实、绿化美观或水域畅通、清

洁。标志规范、醒目、美观。３）区内游览（参观）路
线或航道布局合理、顺畅，与观赏内容联结度高，兴

奋感强。路面特色突出，或航道水体清澈。４）区内
应使用清洁能源的交通工具。

５３２　旅游厕所与卫生设施　卫生设施应符合下
列要求：１）环境整洁，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
放现象，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无剥落、无污垢，空

气清新、无异味。２）公共厕所布局合理，数量能满足
需要，卫生文明、干净无味、使用免费、有效管理，标

识醒目美观，建筑造型景观化，符合 ＧＢ／Ｔ１８９７３的
相关规定和要求。３）合理配置垃圾收集点、垃圾箱
（桶）、垃圾清运工具等，垃圾箱（桶）标识明显，造型

美观独特，与环境相协调。并保持外观干净、整洁、

不破损、不外溢，做到日产日清。无垃圾随意抛撒、

倾倒和焚烧现象。４）卫生设施应严格有效监管的有
效措施。

５３３　住宿与餐饮　１）住宿应符合国家规定，床具
及房间设施能体现中医药养生文化。２）食品卫生符
合国家规定，餐饮服务配备消毒设施，不应使用对环

境造成污染的一次性餐具。

５３４　游客中心设施　游客中心的设施应达到下
列要求：１）游客中心位置合理，规模适度，设施齐全，
功能体现充分。咨询服务人员配备齐全，业务熟练，

服务热情。２）公众信息资料（如研究论著、科普读
物、综合画册、音像制品、导游图和导游材料等）中医

药特色突出，品种齐全，内容丰富，适时更新。涉及

到中医药养生相关宣传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

５３５　咨询与讲解服务　咨询讲解服务应符合下
列要求：１）导游员（讲解员）并应接受过中医药文
化、养生旅游专门培训，持证上岗，人数及语种能满

足游客需要，服务质量达到ＧＢ／Ｔ１５９７１１９９５相关规
定。普通话达标率１００％。导游员（讲解员）均应具
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本科以上不少于３０％。
２）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置合理，特色突出，有艺术
感和中医药文化气息，符合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的规定。
５３６　便民惠民服务　应提供以下便民惠民服务：
１）应建立覆盖旅游活动全过程的通信、邮政、ＡＴＭ
金融等便民服务设施。２）为特定人群（老年人、儿
童、残疾人等）配备旅游工具、用品，提供特殊服务。

３）应常年提供内容健康、有中医特色的绿色生活方
式知识普及科普讲座活动。

５３７　智慧旅游服务　旅游信息服务应满足以下
要求：１）设有运营稳定、可实时查询的旅游公共信息
网站或手机ＡＰＰ下载客户端服务，并提供二维码扫
描服务。２）区内主要旅游景点、旅游街区、游客服务
中心、交通站场均覆盖无线网络或宽带网络。３）旅
游信息化服务达到ＬＢ／Ｔ０２１的标准。
５４　中医药资源项目与服务
５４１　中医药健康旅游项目应满足以下５大要素
５４１１　中医药历史人文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区
域内有浓郁的中医药历史文化遗迹，民风民俗充分

反映地方中医药历史文化特色，有国家或省、市级中

医药文化申遗项目。２）景区内中草药植物与景观配
置得当，景观与环境美化措施多样，效果好。周边建

筑物与景观格调协调，或具有一定的缓冲区域。

５４１２　中医药医疗　中医药诊疗、康复特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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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包括中医院、康复医院、国医堂／馆。
５４１３　中医药养生服务体验　１）中医药养生保
健馆、疗养院、养老院、养生饭店等服务机构，具有配

套中医特色的洗浴、床具设施。２）以中医药博物馆、
度假村、庄园等为依托，与观光、商务和休闲度假旅

游结合，形成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体系。３）具有中
医药可参与性活动，如中医药传统文化类民俗表演，

中草药炮制演示，中医药特色疗法及养生保健方法

的传授，自行采摘、选料、加工、品赏药材，药膳的简

单制作，药浴、药酒的调配和体验等活动。

５４１４　中医药产品生产企业　１）中药材加工及
中成药生产企业。２）中药材种养殖基地。３）中医诊
疗仪器生产企业。４）中医药养生产品生产企业。
５４１５　中医药旅游商品体系［６］　１）辖区注重对
中医药特色的产品及景观进行重点介绍。２）为游客
提供中药材、中药有关的书籍及字画、中医药保健

品、药膳汤料等中医药特色旅游商品。３）中医药特
色产品体系化开发，将地方文化与中医药融合，每年

开发一定量的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新产品，并保障

一定量的商品上市。４）能够满足游客对中医药文化
精神和物质需求。

５４２　服务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
５４２１　中医药资源　主体数量辖区内中医药资
源类型丰富，应包括以下内容：１）中医药健康旅游经
营主体数量或形式与本区规模大小基本匹配。２）提
供充足的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旅行社。３）有一定数量
中医药健康旅游线路，形式多样，并且组合关系良

好。４）有一定量的中医药健康示范基地、示范项目，
有一条以上中医药健康旅游精品线路。

５４２２　中医药文化传播条件　１）将丰厚的传统
中医药文化与现代中医药发展成果结合，至少提供

文字、图片、影像等３种形态以上的中医药文化传播
媒介，让旅游者感受数千年历史的传统中医药文化。

２）游客能了解到丰富、易学、实用的防病治病、养生
保健的知识、方法和技术。

５５　安全与保障措施
５５１　安全保障　辖区内所有中医药健康旅游基
地、项目的安全保障应符合下列要求：１）认真执行公
安、交通、劳动、质量监督、旅游等有关部门制定和颁

布的安全法规，建立完善的安全保卫制度，工作全面

落实。２）消防、防盗、救护等设备齐全、完好、有效，
交通、机电、游览、娱乐等设备完好，运行正常，无安

全隐患。游乐园达到 ＧＢ／Ｔ１６７６７规定的安全和服
务标准。危险地段标志明显，防护设施齐备、有效、

特殊地段有专人看守。３）建立紧急救援机制，设立
医务室，并配备专职医务人员。设有突发事件处理

预案，应急处理能力强，事故处理及时、妥当，档案记

录准确、齐全。４）建立旅游安全预警机制，各景区的
游客容量核定应符合ＬＢ／Ｔ０３４的要求，并应在容量
控制的基础上制定旺季游客疏导预案。５）中医药体
验项目的安全制度。

５５２　政策保障　１）制定中医药健康旅游引导政
策，将中医药健康旅游纳入本地区旅游业发展与监

管的整体布局中。２）出台有利于中医药健康旅游发
展的财政、金融、投融资、税收、土地等政策。

５５３　资金保障　１）市、县（区）政府近３年资金
投入（包括政府投入量和社会资本投入量），对中医

药健康旅游发展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２）鼓励和支
持社会资本参与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的建设。３）
有保障每年实际完成旅游投资的措施。上一年投资

量比前一年要增加１５％以上。４）每年要有持续的
专项资金投入。５）有逐步增加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
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扶持企业、社会资本等多元投

资。

５５４　人才保障　１）建立中医药健康旅游专业人
才培训激励机制，制度明确，人员、经费落实，业务培

训全面，效果良好，上岗人员中医药基础知识培训合

格率达１００％。２）有专职管理人员，管理人员配备
合理，中高级以上管理人员均具备大学以上文化程

度。３）技术人员梯队合理，中高级以上技术人员均
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５５５　行业监管　１）有健全的监督管理机制，明确
行业管理目标、内容，明确界定产业价值链，制定补

偿机制。２）规定所辖区内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和项
目的进入和退出门槛，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有

组织的协同发展。３）管理体制健全，制定监督监测
机制，包括奖惩条例，监管机制有力。

６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评定条件
６１　基础条件
６１１　旅游经济　１）应具有一定规模年接待游客
量，具有较大影响力，游客中有一定规模的所在行政

区域外的游客。２）旅游经济效益良好，纳税额应占
基地所在区县的一定百分比。３）应吸纳一定的本地
劳动力就业。

６１２　建设规划建设规划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申
报主体应有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规划，发展战略、总

体布局及目标定位明确。２）规划中应有明确的开发
重点和主要任务，发挥中医药优势、使旅游资源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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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资源有效结合促进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措施。

３）规划中应建立风险评估机制。４）规划应有行业引
领作用，在市场吸引力、美誉度、价值贡献率方面有

具体的建设措施。

６２　资源与环境
６２１　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应具备相应的中医药
旅游资源

６２２　自然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空气质量达
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的一级标准。２）噪声质量达到 ＧＢ
３０９６１９９３的一类标准。３）地表水环境质量应达到
ＧＢ３８３８规定的Ⅲ类以上标准，视野范围内地表无
黑臭或其他异色异味水体。４）污水排放达到 ＧＢ
８９７８的规定。５）土壤环境应达到 ＧＢ１５６１８规定的
二级标准。６）游览区内各项设施设备符合国家关于
环境保护的要求，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不破

坏旅游资源和游览气氛。

６３　旅游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
６３１　旅游交通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可进入性好。
交通设施完善，进出便捷。或具有一级公路或高等

级航道、航线直达；或具有旅游专线交通工具。２）有
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的较为充足专用停车场或船舶码

头。管理完善，布局合理，容量能充分满足游客接待

量要求。场地平整坚实、绿化美观或水域畅通、清

洁。标志规范、醒目、美观。３）区内游览（参观）路
线或航道布局合理、顺畅，与观赏内容联结度高，兴

奋感强。路面特色突出，或航道水体清澈。４）区内
应使用清洁能源的交通工具。

６３２　旅游厕所与卫生设施　旅游厕所与卫生设
施应符合下列要求：１）公共厕所布局合理，数量能满
足需要，卫生文明、干净无味、使用免费、有效管理，

标识醒目美观，建筑造型景观化，符合 ＧＢ／Ｔ１８９７３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２）环境整洁，无污水、污物，无
乱建、乱堆、乱放现象，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无剥

落、无污垢，空气清新、无异味。３）合理配置垃圾收
集点、垃圾箱（桶）、垃圾清运工具等，垃圾箱（桶）标

识明显，造型美观独特，与环境相协调。并保持外观

干净、整洁、不破损、不外溢，做到日产日清。无垃圾

随意抛撒、倾倒和焚烧现象。４）食品卫生符合国家
规定，餐饮服务配备消毒设施，不应使用对环境造成

污染的一次性餐具。５）卫生设施应严格有效监管的
有效措施。

６３３　游客中心设施　游客中心的设施应达到下
列要求：１）游客中心位置合理，规模适度，设施齐全，
功能体现充分。咨询服务人员配备齐全，业务熟练，

服务热情。２）公众信息资料（如研究论著、科普读
物、综合画册、音像制品、导游图和导游材料等）特色

突出，品种齐全，内容丰富，文字优美，制作精美，适

时更新。涉及到中医药养生相关宣传内容，必须符

合国家相关规定。

６３４　咨询讲解服务　咨询讲解服务应符合下列
要求：１）导游员（讲解员）并应接受过中医药文化养
生旅游专门培训，持证上岗，人数及语种能满足游客

需要，服务质量达到ＧＢ／Ｔ１５９７１１９９５相关规定。普
通话达标率１００％。导游员（讲解员）均应具备大专
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本科以上不少于３０％。２）公共
信息图形符号的设置合理，设计精美，特色突出，有

艺术感和文化气息，符合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的规定。
６３５　便民惠民服务　应提供以下便民惠民服务：
１）应建立覆盖旅游活动全过程的通信、邮政、ＡＴＭ
金融等便民服务设施。２）为特定人群（老年人、儿
童、残疾人等）配备旅游工具、用品，提供特殊服务。

３）应常年提供内容健康、有中医药特色的绿色生活
方式知识普及科普讲座活动。

６３６　智慧旅游服务　旅游信息系统应满足以下
要求：１）设有运营稳定、可实时查询的旅游公共信息
网站或手机ＡＰＰ下载客户端服务，并提供二维码扫
描服务。２）区内主要旅游景点、旅游街区、游客服务
中心、交通站场均覆盖无线 ４Ｇ网络或宽带网络。
３）旅游信息化服务达到ＬＢ／Ｔ０２１的标准。
６３７　中医药文化传播条件　１）通过将丰厚的传
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中医药发展成果深度结合，让

旅游者在感受数千年历史的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同

时，了解到丰富、易学、实用的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的

知识、方法和技术，传播中医养生理念和人与自然和

谐的中医药核心理念。２）满足人们对中医药养生保
健、医疗康复、休闲旅游的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消

费需求。

６４　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体系（５大类）　中医药
健康旅游产品分为历史人文类、诊断治疗类、养生保

健类、种植养殖类、药品器材生产类［７～１４］。１）历史
人文类产品：具有中医药历史、人文价值的产品，如

医馆、博物馆、与中医药相关的古迹、古籍等。２）诊
断治疗类产品：根据中医药理论，对特定病种进行中

医药诊断、治疗的产品，如对某种疾病的特色诊断技

术、特色疗法等。３）养生保健类产品：根据中医药理
论，对健康人群或患病人群，进行以养生、保健、康

体、美容为目的产品，如中医药推拿、按摩、足浴、温

泉泡洗、食疗、导引等。４）种植养殖类产品：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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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养殖，且具有一定观赏性的产品，如药用植物

园、药用动物园等。５）药品器材生产类产品：中成
药、器械生产类产品。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应涵盖

上述３类以上，具有一定规模的项目。
６４１　中医药特色景观应符合以下条件　１）中医
药相关的自然景观、动植物，以及具地域特色的中医

药旅游资源人文景观、文物古迹等应保持原貌，真实

完整。保护措施先进，能有效预防自然和人为破坏。

２）通过开放中草药炮制场所、展示中医药特色疗法
和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吸引游客，如展示中药

饮片、中药汤剂、中成药、中药膏方等传统工艺和现

代制作过程。３）应利用自然资源中的空气、水、磁
场、植物或综合生态环境等景观要素来设计中医药

养生保健项目，以达到中医药健康旅游目的。

６４２　中医药体验项目与服务　１）在中医理论指
导下，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项目。

中医保健用药、推拿、针灸、按摩、足疗、药浴、中医理

疗、温泉、日光浴、武术、美容美体等。２）统筹规划，
以中药材基地、国医馆、中医药博物馆、疗养度假地、

旅游饭店、中药企业等为依托，结合观光、商务和休

闲度假旅游流，将养生旅游点和常规旅游点结合起

来，形成体验性强、参与度广的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

体系。

６４３　中医药旅游产品服务产品种类应符合下列
要求［１５～１８］　１）应注重对中医药特色旅游产品进行
说明介绍。２）为游客提供中药材、中药有关的书籍
及字画、中医药保健品、药膳汤料等中医特色旅游商

品。３）中医药特色旅游产品体系化开发，应将地方
文化与中医药相融合，每年开发一定量的中医药健

康旅游服务新产品，并保障一定量的商品上市。４）
应能够满足游客对中医药文化精神和物质需求。

６４４　中医药参与性　活动应结合中医药知识设
计具有参与性的项目，如安排游客欣赏中医药传统

文化类民俗表演，传授中医药养生保健方法，自行采

摘、选料、加工、品赏药材、药膳的简单制作，药浴、药

酒的调配和体验等活动。

６５　安全与保障措施
６５１　安全保障安全保障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认
真执行公安、交通、劳动、质量监督、旅游等有关部门

制定和颁布的安全法规，建立完善的安全保卫制度，

工作全面落实。２）消防、防盗、救护等设备齐全、完
好、有效，交通、机电、游览、娱乐等设备完好，运行正

常，无安全隐患。游乐园达到ＧＢ／Ｔ１６７６７规定的安
全和服务标准。危险地段标志明显，防护设施齐备、

有效、特殊地段有专人看守。３）建立紧急救援机制，
设立医务室，并配备专职医务人员。设有突发事件

处理预案，应急处理能力强，事故处理及时、妥当，档

案记录准确、齐全。４）应建立旅游安全预警机制，各
景区的游客容量核定应符合ＬＢ／Ｔ０３４的要求，并应
在容量控制的基础上制定旺季游客疏导预案。

６５２　组织保障　１）成立中医药健康旅游工作领
导机构。２）领导协调机构健全、人员配备齐全。３）
将中医药健康旅游纳入本单位整体工作布局中。

６５３　资金保障　１）市、县（区）政府近３年资金
投入（包括政府投入量和社会资本投入量），对中医

药健康旅游发展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２）社会资本
参与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有逐步增加中

医药健康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机制。３）有
保障每年实际完成旅游投资的措施。上一年投资量

比前一年要增加１０％以上。４）每年有持续的专项
资金投入机制。

６５４　人才保障　１）建立中医药健康旅游专业人
才培训激励机制，制度明确，人员、经费落实，业务培

训全面，效果良好，上岗人员中医药基础知识培训合

格率达１００％。２）具有独特的产品形象、良好的质
量形象、鲜明的视觉形象和文明的员工形象，确立自

身的品牌标志，并全面、恰当地使用。３）有专职管理
人员，管理人员配备合理，中高级以上管理人员均具

备大学以上文化程度。技术人员梯队合理，中高级

以上技术人员均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４）技术人
员均持证上岗，业务培训全面，效果良好。

７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项目评定条件
７１　基础条件　１）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应具有项目
整合、优化配置及组织能力。２）项目牵头申报单位
应制定出详细、可行的项目发展规划。３）项目应中
医药特色鲜明，具有创新性和可持续性，能在某一领

域带动和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事业发展。４）项目应
能稳定持续开展中医药健康旅游业务，具有一定的

吸引力，效益较好。５）项目应有相对稳定的业务渠
道和需求市场，并具有良好的服务品质和社会信誉。

６）项目易与其他旅游项目产生联动。
７２　自然与环境
７２１　自然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空气质量达
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的一级标准。２）噪声质量达到 ＧＢ
３０９６１９９３的一类标准。３）地表水环境质量应达到
ＧＢ３８３８规定的Ⅲ类以上标准，视野范围内地表无
黑臭或其他异色异味水体。４）污水排放达到 ＧＢ
８９７８的规定。５）土壤环境应达到 ＧＢ１５６１８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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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标准。６）游览区内各项设施设备符合国家关于
环境保护的要求，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不破

坏旅游资源和游览气氛。

７３　旅游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
７３１　旅游交通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可进入性好。
交通设施完善，进出便捷。或具有一级公路或高等

级航道、航线直达；或具有旅游专线交通工具。２）有
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的较为充足专用停车场或船舶码

头。管理完善，布局合理，容量能充分满足游客接待

量要求。场地平整坚实、绿化美观或水域畅通、清

洁。标志规范、醒目、美观。３）区内游览（参观）路
线或航道布局合理、顺畅，与观赏内容联结度高，兴

奋感强。路面特色突出，或航道水体清澈。４）区内
应使用清洁能源的交通工具。

７３２　旅游厕所与卫生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公共厕所布局合理，数量能满足需要，卫生文明、干

净无味、使用免费、有效管理，标识醒目美观，建筑造

型景观化，符合ＧＢ／Ｔ１８９７３的相关规定和要求。２）
环境整洁，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放现象，建

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无剥落、无污垢，空气清新、无

异味。３）合理配置垃圾收集点、垃圾箱（桶）、垃圾
清运工具等，垃圾箱（桶）标识明显，造型美观独特，

与环境相协调。并保持外观干净、整洁、不破损、不

外溢，做到日产日清。无垃圾随意抛撒、倾倒和焚烧

现象。４）食品卫生符合国家规定，餐饮服务配备消
毒设施，不应使用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一次性餐具。

５）卫生设施应严格有效监管的有效措施。
７３３　游客中心设施　游客中心的设施应达到下
列要求：１）游客中心位置合理，规模适度，设施齐全，
功能体现充分。咨询服务人员配备齐全，业务熟练，

服务热情。２）公众信息资料（如研究论著、科普读
物、综合画册、音像制品、导游图和导游材料等）特色

突出，品种齐全，内容丰富，文字优美，制作精美，适

时更新。涉及到中医药养生相关宣传内容，必须符

合国家相关规定。

７３４　咨询讲解服务　咨询讲解服务应符合下列
要求：１）导游员（讲解员）并应接受过中医药文化和
养生旅游专门培训，持证上岗，人数及语种能满足游

客需要，服务质量达到 ＧＢ／Ｔ１５９７１１９９５相关规定。
普通话达标率１００％。导游员（讲解员）均应具备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本科以上不少于３０％。２）公
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置合理，设计精美，特色突出，

有艺术感和文化气息，符合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的规定。
７３５　便民惠民服务　应提供以下便民惠民服务：

１）应建立覆盖旅游活动全过程的通信、邮政、ＡＴＭ
金融等便民服务设施。２）为特定人群（老年人、儿
童、残疾人等）配备旅游工具、用品，提供特殊服务。

３）应常年提供内容健康、有中医药特色的绿色生活
方式知识普及科普讲座活动。

７３６　智慧旅游服务　旅游信息系统应满足以下
要求：１）设有运营稳定、可实时查询的旅游公共信息
网站或手机ＡＰＰ下载客户端服务，并提供二维码扫
描服务。２）区内主要旅游景点、旅游街区、游客服务
中心、交通站场均覆盖无线 ４Ｇ网络或宽带网络。
３）旅游信息化服务达到ＬＢ／Ｔ０２１的标准。
７４　中医药健康旅游特色项目分类［１６２２］

７４１　医疗旅游　医疗旅游项目是指依托中医院、
国医堂／馆等医疗机构，以旅游为载体提供中医药特
色医疗服务。１）依托单位应具有中医药医疗产品研
发能力。２）对于某一类或几类病症有独特治疗优
势，有名医或有国家级、省级重点专科。３）中医药体
验项目丰富。４）科普宣传和推广活动多样，效果好。
５）带动当地中医药健康旅游事业的发展，形成一定
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

７４２　养生保健旅游　养生保健旅游项目是指依
托中医药养生、保健、康复机构以及相关宾馆、餐馆

等，为游客提供中医药养生保健、康复等服务的旅游

活动。１）依托单位应具有中医药养生保健产品研发
能力。２）能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和治疗各种慢性病，
达到游客预期的养生保健效果。３）中医药体验项目
丰富。４）科普宣传和推广活动多样，效果好。５）带
动当地中医药健康旅游事业的发展，形成一定的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等。

７４３　旅游教育培训　旅游教育培训项目主要依
托旅游院校与中医药院校通过远程教育、学历教育

或短期培训服务，通过中医药技能竞赛、主题活动等

为中医药旅游行业培育专业人才，获得中医药健康

旅游相关知识与技能的教育活动的旅游方式。１）依
托单位应具有一定的旅游教育资源。２）培训形式多
样，效果好。３）培训教材规范，内容适合中医药健康
旅游的需要。４）培训教师有中医药健康旅游的相关
资质。５）带动当地中医药健康旅游事业的发展，形
成一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

７４４　中医药旅游技术研发　中医药旅游技术研
发项目是指主要依托科研院所、中医药企业、医疗机

构等开展与中医药旅游行业相关的科研外包、技术

研发、产品研发以及对外科技咨询、知识产权技术转

让等服务，延伸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链的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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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１）依托单位应具有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商
品以及其他相关服务研发能力。２）研发的产品、商
品以及其他相关服务符合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需

要。３）研发的产品、商品以及其他相关服务具有创
新性、可行性、实用性、科学性。４）带动当地中医药
健康旅游事业的发展，形成一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等。

７４５　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　中医药健康旅游产
业项目是指利用中医药文化元素突出的中医医疗机

构、中医药养生／保健／养老机构、养生保健产品生产
企业、中药材种植基地、药用植物园、中华老字号名

店以及名胜古迹、温泉、博物馆等提供与中医药旅游

行业有关的海外特许和连锁经营、专业性（含咨询）

服务、集成服务产品，提供电子商务服务等，提升中

医药健康服务水平的旅游活动方式。１）依托单位应
具有开设海外特许和连锁经营、专业性（含咨询）服

务、集成服务产品以及提供电子商务服务能力。２）
开设海外特许和连锁经营、专业性（含咨询）服务、

集成服务产品以及提供电子商务符合中医药健康旅

游发展的需要。３）开设海外特许和连锁经营、专业
性（含咨询）服务、集成服务产品以及提供电子商务

具有创新性、可行性、实用性、科学性。４）带动当地
中医药健康旅游事业的发展，形成一定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等。

７４６　中医药健康旅游文化体验　中医药健康旅
游文化体验项目是指主要依托中医药文化遗址、道

教文化、中医药名人故居、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医

疗机构、中医药种植基地、中华老字号店、食疗馆、药

用植物园，以及中医药内容的学术交流、文化出版、

期刊杂志、影视音像、文博展览服务，以中医药文化

体验为主，以寻求文化享受和精神愉悦为直接动机

和目标，实现文化互动交流的旅游活动方式。１）依
托单位应具有开展学术交流、文化出版、期刊杂志、

影视音像、文博展览服务的能力。２）以学术交流、文
化出版、期刊杂志、影视音像、文博展览服务等的中

医药文化体验项目符合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需

要。３）中医药文化体验项目能满足游客寻求文化享
受和精神愉悦的需求。４）带动当地中医药健康旅游
事业的发展，形成一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

７４７　中医药健康旅游会展　节庆科普中医药健
康旅游会展节庆科普项目是指主要依托有关中医药

内容的会议、会展、中介、信息服务，组织历史地理科

考、演出、节庆、传统医疗体育等活动；利用中医药历

史文化遗存、中医药博物馆和中药标本馆，展示诊疗

器具、医学典籍、著名处方、名医事迹及成就介绍等。

实现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传播中医药文化的旅游

方式。１）依托单位应具有设计和开展会展节庆科普
服务的能力。２）会展节庆科普项目符合中医药健康
旅游发展的需要。３）会展节庆科普项目能起到传承
和宣传中医药理论、文化、技法、历史等作用，文明、

健康，形式丰富，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满足不同层次

人群的需求。４）带动当地中医药健康旅游事业的发
展，形成一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

７４８　中医药健康旅游综合体　中医药健康旅游
综合体项目是指以多个中医药文化遗址、道教文化、

中医药名人故居、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医疗机构、

中医药种植基地、食疗馆、养生馆、中医药销售，以及

中医药内容的学术交流、文化出版、期刊杂志、影视

音像、文博展览服务等形成的集合体。１）依托单位
应具有开展中医药健康旅游综合体服务的能力。２）
中医药健康旅游综合体符合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

需要。３）中医药健康旅游综合体能起到传承和宣传
中医药理论、技法、文化、历史等作用，文明、健康、形

式丰富，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３）带动当
地中医药健康旅游事业的发展，形成一定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等。

７５　实施方案　１）申报主体有关于中医药健康旅
游示范项目建设方案，方案有明确的目标、任务及保

障措施。２）方案符合国家关于中医药健康旅游的政
策要求，有行业引领作用。

７６　保障措施
７６１　安全保障　安全保障应符合下列要求：１）认
真执行公安、交通、劳动、质量监督、旅游等有关部门

制定和颁布的安全法规，建立完善的安全保卫制度，

工作全面落实。２）消防、防盗、救护等设备齐全、完
好、有效，交通、机电、游览、娱乐等设备完好，运行正

常，无安全隐患。游乐园达到ＧＢ／Ｔ１６７６７规定的安
全和服务标准。危险地段标志明显，防护设施齐备、

有效、特殊地段有专人看守。３）建立紧急救援机制，
设立医务室，并配备专职医务人员。设有突发事件

处理预案，应急处理能力强，事故处理及时、妥当，档

案记录准确、齐全。４）应建立旅游安全预警机制，各
景区的游客容量核定应符合ＬＢ／Ｔ０３４的要求，并应
在容量控制的基础上制定旺季游客疏导预案。

７６２　组织保障　１）成立中医药健康旅游工作领
导机构。２）领导协调机构健全、人员配备齐全。３）
将中医药健康旅游纳入本单位整体工作布局中。

７６３　资金保障　１）有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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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资金投入任务书，有持续的经费投入机制。

２）有项目总投资计划书，支持社会资本等多元投资。
３）项目近３年实际投资额。４）每年有持续的专项资
金投入，项目投入每年递增１０％以上。
７６４　人才保障　１）应建立中医药健康旅游专业
人才培训激励机制，制度明确，人员、经费落实，业务

培训全面，效果良好，上岗人员中医药基础知识培训

合格率达１００％。２）有专职管理人员，管理人员配
备合理，中高级以上管理人员均具备大学以上文化

程度。３）技术人员梯队合理，中高级以上技术人员
均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７７　项目预期成果　１）在促进产业发展、中医药文
化传播等方面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２）在
促进旅游与中医药融合方面有示范和引领作用。

８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认证管理
根据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认证

标准条件，按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

目）指标体系评价要素》《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

（基地、项目）指标体系评分细则》，并结合《游客意

见评分细则》的得分综合进行。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评选认定

工作遵循的原则：注重内涵，突出特色；依据标准，科

学认定；动态管理，定期复核；规范有序，持续发展。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使用有效

期为４年，４年期满后应进行重新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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