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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與香港醫務衞生局合辦的 

「2025 年香港中醫藥人才培訓項目」 
招生章程  

 
 

簡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致力推動中醫藥全方位及高質量發展，其中，高水平的中醫藥臨

床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對香港的中醫藥長發展及首間香港中醫醫院建設至關重要。為

此，醫務衞生局中醫藥處正積極推展中醫藥專業人才培訓相關工作。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大力支持香港中醫藥人才的培訓，自2023年至今，已成功與醫務衞

生局合作舉辦了兩期「香港中醫藥人才短期培訓項目」（短期培訓項目）及一期「香

港中醫藥人才中期培訓項目」（中期培訓項目），成果豐碩。 

 在過往項目的成功基礎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與香港醫務衞生局將在2025年推展第三

和第四期短期培訓項目，及第二期中期培訓項目，以在不同範疇持續培養和儲備高水

平的中醫藥人才。 

 
行政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委託中醫藥發展基金執行機構（香港生産力促進局）

作為課程行政機構，就培訓相關的教務工作提供行政支援。 

 課程行政機構將負責處理學員在培訓開始前，及於培訓期間的各項行政事務和查詢

等。 
 

培訓目標  

 短期培訓項目的培訓主題因應香港中醫醫院以中醫為主的特點，圍繞香港中醫醫院未

來將提供的服務內容而設計，以提升學員在特定中醫臨床範疇或中藥學專業技術為主

要目標。 

 中期培訓項目的主題圍繞以中醫為主的住院服務模式設計，旨在提升學員的中醫理論

和臨床水平及在住院環境工作的能力，同時建立學員於醫療專業團隊內的溝通和合作

意識，增強對住院病人突發情况的應變能力。 
 

課程安排  

 第三期及第四期短期培訓共設九個主題，每個主題計劃招收10名學員，即學員總人數

最多共90名。培訓為期約一周，學員需連續6天在內地（北京）的醫療機構進行培訓。

培訓內容理論與實踐並重，以提升學員的個人臨床和藥學技術為主。培訓主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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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培訓項目 培訓主題1 

第三期 

1. 中醫針灸住院常見病種的診治 

2. 中醫外治特色療法的應用 

3. 中醫推拿手法應用（與第四期短期培訓主題3的內容相同） 

4. 中醫兒科常見疾病的診治 

5. 中藥製劑和炮製技術 

第四期 

1. 危險穴位及特色針法應用 

2. 中醫經典理論的臨床運用 

3. 中醫推拿手法應用（與第三期短期培訓主題3的內容相同） 

4. 中藥製劑、新藥研發及質量控制技術 

 

 第二期中期培訓共設四個主題，每個主題計劃招收5名學員，即學員總人數最多共20
名。學員需連續約28天在內地（北京）的醫療機構進行培訓，以提升中醫臨床思維和

診治能力為主要目標，並加強學員在住院病人管理和醫療團隊協作方面的能力。培訓

主題如下： 

 

中期培訓項目                                              培訓主題1 

第二期 

1. 中醫醫院骨傷科臨床診治 

2. 中醫醫院婦科臨床診治 

3. 中醫醫院急危重病診治 

4. 進階中醫針灸理論與臨床實踐 

 
 

 

 

 

 

 

 

 
1 培訓主題和內容或會因應培訓項目具體執行情況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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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藥人才短期培訓項目（第三期） 

 

主題一 ：中醫針灸住院常見病種的診治 

培訓單位︰針灸研究所北京國際針灸培訓中心  

課程安排︰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1  

周日  
臨床跟診 中醫醫院住院病人的管理流程 

2025/6/2  
周一  

臨床跟診 臨床跟診 

2025/6/3  
周二  

臨床跟診 中醫醫院常見病種-中風康復 

2025/6/4  
周三  

臨床跟診 臨床跟診 

2025/6/5  
周四  

臨床跟診 中醫醫院常見病種-痛症治療 

2025/6/6  
周五  

臨床跟診 臨床跟診 

 

主題二：中醫外治特色療法的應用 

培訓單位︰西苑醫院 

課程安排︰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1  

周日  
1. 中醫外治法概論 

2. 中醫外治法案例教學 

 

1. 氣功推拿科外治法觀摩 

2. 氣功推拿科外治法實踐 

2025/6/2  
周一  

1. 中醫外治法在眼科的應用 

2. 眼科外治法案例教學 

1. 中醫外治法在兒科的應用 

2. 兒科外治法案例教學 
 

2025/6/3  
周二  

1. 中醫外治法在耳鼻喉科的應用 

2. 耳鼻喉外治法案例教學 

1. 耳鼻喉中醫外治法觀摩 123 

2. 耳鼻喉中醫外治法實踐 
 

2025/6/4  
周三  

1. 中醫外治法在皮膚科的應用 

2. 皮膚科外治法案例教學 

1. 皮膚科外治法觀摩 

2. 兒科外治法觀摩 
 

2025/6/5  
周四  

1. 中醫外治法在婦科的應用 

2. 婦科外治法案例教學 

1. 婦科外治法觀摩 

2. 婦科外治法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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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6  

周五  
1. 外治法與中藥結合治療疾病思

路與案例 

2. 中醫外治法在病房的應用觀摩 
（婦科）  

1. 中醫外治法在病房應用觀摩（氣功

推拿科）  

2. 中醫外治法理論與實踐考核評價 

 

主題三 ：中醫推拿手法應用 

培訓單位︰望京醫院 

課程安排︰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1 

周日  
理論教學 

2025/6/2  
周一  

中醫推拿手法的適應病症及臨床應用 臨床跟診 

2025/6/3  
周二  

中醫推拿手法在脊柱疾病的應用 臨床跟診 

2025/6/4  
周三  

中醫推拿手法在筋傷疾病的臨床應用 臨床跟診 

2025/6/5  
周四  

中醫推拿在關節疾病的臨床應用 臨床跟診 

2025/6/6  
周五  

中醫推拿手法在内科疾病的應用 推拿禁忌症及注意事項 

 

主題四 ：中醫兒科常見疾病的診治 

培訓單位︰廣安門醫院 

課程安排︰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1 

周日  
門診跟診 

 
1. 兒科呼吸道疾病的講座 
2. 兒科呼吸道疾病的病例講解 
3. 兒科呼吸道疾病中醫診療技術的講解

和實操 
2025/6/2 

周一 
1. 兒科脾胃疾病的講解 
2. 兒科脾胃病的病例講解 
3. 兒科脾胃病的中醫診療技術講

解和實操 

門診跟診 
 

2025/6/3  
周二  

兒科常見傳染病的講座 門診跟診 

2025/6/4  
周三  

門診跟診 
 
 

1. 兒科門診的中醫思維講解 
2. 兒科常用中醫診療技術的講解和實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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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5 

周四  
門診跟診 1. 兒科常見病的中醫調護講解 

2. 兒科中醫診療技術的講解和實操 
 

2025/6/6 
周五  

門診跟診 
 

 

1. 兒科特色療法的講解 
2. 兒科常用中醫診療技術的講解和實操 

 

主題五 ：中藥製劑和炮製技術 

培訓單位︰廣安門醫院 

課程安排︰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1 

周日   
1. 醫院智慧藥房服務體系的構建 
2. 中藥自動化調劑系統在煎藥體

系中的應用 

1. 觀摩中藥飲片規範化生產，並進行
實踐操作 

2. 觀摩飲片廠質量檢測流程，並進行
實踐操作 

2025/6/2  
周一  

1. 醫院中藥飲片質控體系的建立 
2. 北京地區特色飲片品種鑒別及

應用 

1. 觀摩京幫炮製文化和發展簡史，並
進行實踐操作 

2. 觀摩北京特色中藥飲片炮製加工、
中藥散劑製備，並進行實踐操作 

2025/6/3  
周二  

1. 中藥炮製對中藥藥性和臨床療
效的影響 

2. 觀摩飲片庫房、質控室，並進
行實踐操作 

1. 參觀廣安門醫院大興製劑中心，並
進行實踐操作 

2. 醫療機構製劑室佈局設計及管理 

2025/6/4  
周三  

1. 中藥湯劑煎煮及其影響因素 
2. 中藥湯劑中特殊煎法的應用分

析 
 

1. 觀摩中藥湯劑的製備 
2. 實踐操作湯劑製備 
3. 介紹中西成藥房工作流程及窗口服

務 
4. 介紹病房藥房日常管理及特殊藥品

管理 

2025/6/5 
周四 

1. 中藥煎膏劑的製備工藝和質控
研究 

2. 觀摩中藥煎膏劑製備，並進行
實踐操作 

1. 中藥煎膏劑實踐操作 
2. 介紹中藥飲片的調劑規程及窗口服

務 
3. 介紹中西成藥的常用劑型及特殊劑

型的在庫養護 
2025/6/6 

周五  
1. 醫院藥學管理 
2. 臨床中藥學在中醫醫院中的應

用 
 

1. 觀摩門診中西成藥房、病房藥房 
2. 觀摩門診調劑室、顆粒藥房、藥

庫、臨床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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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藥人才短期培訓項目（第四期） 

 

主題一 ：危險穴位及特色針法應用 

培訓單位︰針灸研究所北京國際針灸培訓中心  

課程安排︰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22 

周日  
臨床跟診 中醫醫院住院病人的管理流程 

2025/6/23 
周一  

臨床跟診 臨床跟診 

2025/6/24 
周二  

臨床跟診 危險穴位的應用與操作 

2025/6/25 
周三  

臨床跟診 臨床跟診 

2025/6/26 
周四  

臨床跟診 腹針 

2025/6/27 
周五  

臨床跟診 臨床跟診 

 

主題二 ：中醫經典理論的臨床運用 

培訓單位︰西苑醫院 

課程安排︰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22 

周日  
中醫經典理論的臨床運用理論課 

 
導師門診 

2025/6/23 
周一  

導師門診 中醫經典理論的臨床運用理論課 

2025/6/24 
周二  

病房學習 病房學習 

2025/6/25 
周三  

病房學習 病房學習 

2025/6/26 
周四  

病房學習 病房學習 

2025/6/27 
周五  

病房學習 病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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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 ：中醫推拿手法應用 

培訓單位︰望京醫院 

課程安排︰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22 

周日  
理論教學 / 

 
2025/6/23 

周一  
中醫推拿手法的適應病症及臨床應用 

 

臨床跟診 

2025/6/24 
周二  

中醫推拿手法在脊柱疾病的應用 

 

臨床跟診 

2025/6/25  
周三  

中醫推拿手法在筋傷疾病的臨床應用 

 

臨床跟診 

2025/6/26 
周四  

中醫推拿在關節疾病的臨床應用 

 

臨床跟診 

2025/6/27 
周五  

中醫推拿手法在內科疾病的應用 推拿禁忌症及注意事項 

 

主題四 ：中藥製劑、新藥研發及質量控制技術 

培訓單位︰中藥研究所 

課程安排︰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22 

周日  
中藥新藥研發基本路徑、 

相關技術及示範研究 
中藥製劑發展現狀 

2025/6/23 
周一  

中藥製劑生產工藝過程 
技術體系及控制要點 

中藥新型製劑發展前沿及研究範例 

2025/6/24 
周二  

中藥創新藥、改良型新藥 
以及經典名方的研發 

藥效學實驗操作 
（抗炎鎮痛實驗） 

2025/6/25 
周三  

參觀企業的製劑／新藥研發流程 藥效學實驗操作 
（抗腫瘤實驗） 

2025/6/26 
周四  

中藥標準體系與標準物質介紹及國家

標準制修訂典型案例分享 

中藥整體質量控制技術— 
生物測定法 

2025/6/27 
周五  

中成藥品質評價— 
質量常數法 

參觀國家中藥標準飲片庫、中成藥

庫；青蒿素發現史 
（屠呦呦研究員工作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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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藥人才中期培訓項目（第二期） 

 

主題一 ：中醫醫院骨傷科臨床診治 

培訓單位︰望京醫院 

課程安排︰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2 

周一 
1. 脊柱二科開班儀式、入科教育 

2. 理論課（脊柱疾病的臨床查體及影

像學解讀） 

1. 理論課（常見脊柱疾病的診療思

路） 

2. 理論課（脊柱疾病的手術治療策

略） 

2025/6/3 
周二 

1. 病房查房（脊柱常見疾病） 

2. 理論課（脊柱疾病的中醫辨證思維

及經驗分享） 

1. 理論課（骨關節疾病的生物力學 

2. 理論課（脊柱的局部解剖與臨

床） 

2025/6/4 
周三 

1. 病房查房（脊柱常見疾病） 

2. 理論課（中西醫治療神經根型頸椎

病的經驗分享） 

1. 理論課（中西醫治療腰椎間盤突

出症的經驗分享） 

2. 專家門診跟診或手術觀摩 

2025/6/5 
周四 

1. 病房查房（脊柱常見疾病） 

2. 理論課（中西醫治療椎動脉型頸椎

病的經驗分享） 

1. 理論課（中西醫治療腰椎滑脫的

經驗分享） 

2. 專家門診跟診或手術觀摩 

2025/6/6 
周五 

1. 病房查房及專家門診跟診 

2. 理論課（中西醫治療脊髓型頸椎病

的經驗分享） 

1. 理論課（中西醫治療腰椎管狹窄

的經驗分享） 

2. 病房查房及專家門診跟診 

2025/6/7 
周六 

1.   專家門診跟診 / 

2025/6/9 
周一 

1. 病房查房 

2. 理論課（清宮正骨手法治療筋傷疾

病） 

1. 理論課（落枕的治療經驗） 

2. 專家門診跟診或手術觀摩 

2025/6/10 
周二 

1. 病房查房 

2. 理論課（急性腰扭傷的治療經驗） 

1. 理論課（胸腰椎壓縮骨折的診

治） 

2. 專家門診跟診或手術觀摩 

2025/6/11 
周三 

1. 病房查房 

2. 理論課（骨質疏鬆與腰椎疾病） 

1. 理論課（脊柱骨關節病的診治） 

2. 專家門診跟診或手術觀摩 

2025/6/12 
周四 

1. 病房查房 

2. 理論課（骨關節疾病的功能鍛煉） 

1. 專家門診跟診或手術觀摩 

2025/6/13 
周五 

1. 病房查房及專家門診跟診 1. 病房查房及專家門診跟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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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上午  下午  
2. 總結理論課內容，答疑解惑 

2025/6/14 
周六 

1. 結業考試（筆試） / 

 

2025/6/16 
周一 

1. 脊柱一科開班儀式、科室介紹 

2. 入科培訓 

1. 理論課（脊柱科常用的檢查和影

像診斷工具應用與解讀、骨傷科

疾病的溝通和協作） 

2025/6/17 
周二 

1. 專家門診跟診 

2. 理論課（傳授常見脊柱疾病的診療

思路） 

1. 科室大查房及病例討論 

2025/6/18 
周三 

1. 病房查房、手術觀摩 

2. 理論課（脊柱手術術後併發症及處

理） 

1. 理論課（脊柱一科常見疾病介

紹、脊柱常見疾病的手法治療方

式的選擇） 

2025/6/19 
周四 

1. 理論課（蔣位莊教授學術思想介

紹） 

2. 理論課（蔣位莊教授手法視頻觀看

及講解） 

1. 理論課（竹罐技術應用介紹及技

術演練） 

2025/6/20 
周五 

1. 病房查房及專家門診跟診 

2. 理論課（針刀技術的治療與應用） 

1. 理論課（脊柱常見疾病的針灸治

療特點與取穴規律）及實操培訓 

2025/6/21 
周六 

1. 專家門診跟診 / 

2025/6/23 
周一 

1. 病房查房學習 

2. 理論課（脊柱科常見的危重病侯、

鑒別診斷及診治方法） 

1. 理論課（腰椎滑脫症的診斷與治

療） 

 

2025/6/24 
周二 

1. 病房查房（脊柱常見疾病） 

2. 理論課（腰椎間盤突出症的階梯治

療） 

1. 科室大查房及病例討論 

2026/6/25 
周三 

1. 病房查房（脊柱常見疾病） 

2. 病房教學（脊柱術後康復功能鍛煉

培訓） 

1. 理論課（中藥膏摩技術的介紹與

演示） 

2025/6/26 
周四 

1. 病房查房（脊柱常見疾病） 

2. 病房教學（脊柱術後康復功能鍛煉

培訓） 

1. 理論課（針刺治療脊柱疾患的演

示與練習） 

2025/6/27 
周五 

1. 病房查房（脊柱常見疾病）及專家

門診跟診 

1. 針刺治療、手法治療、竹罐治療

實際操作考核 

2025/6/28 
周六 

1. 結業考試（筆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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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中醫醫院婦科臨床診治 
培訓單位︰西苑醫院 

課程安排︰分兩組進行培訓。一組首先在病房培訓，另一組首先在門診培訓，兩周後交換。

下列第一組學員的培訓日程安排為例子︰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2 

周一 
1. 病房交班查房 
2. 處理醫囑，觀看手術 

1. 理論學習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3 
周二 

1. 病房交班查房 
2. 處理醫囑，收治病人 

1. 術後特色治療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4 
周三 

1. 病房交班查房 
2. 處理醫囑，收治病人 

1. 術前特色治療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5 
周四 

1. 病房交班查房 
2. 處理醫囑，觀看手術 

1. 觀看手術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6 
周五 

1.   病房交班 
2.   名中醫查房，理論學習 

1. 收治病人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7 
周六 

1. 病房交班查房 
2. 處理醫囑，收治病人 

/ 

2025/6/9 
周一 

1. 病房交班查房 
2. 處理醫囑，觀看手術 

1. 理論學習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10 
周二 

1. 病房交班查房 
2. 處理醫囑，收治病人 

1. 術後特色治療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11 
周三 

1. 病房交班查房 
2. 處理醫囑，收治病人 

1. 術前特色治療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12 
周四 

1. 病房交班查房 
2. 處理醫囑，觀看手術 

1. 觀看手術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13 
周五 

1. 病房交班 
2. 名中醫查房，理論學習 

1. 收治病人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14 
周六或

2025/6/15 
周日 

1. 病房交班查房 
2. 處理醫囑，收治病人 

/ 

2025/6/16 
周一 

1. 病房交班查房 
3. 門診跟診 

1. 理論學習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17 
周二 

1. 病房交班查房 
2. 門診跟診 

1. 陰道鏡門診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18 
周三 

1. 病房交班查房 
2. 門診跟診 

1. 超聲診斷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19 
周四 

1. 病房交班查房 
2. 非藥物療法 

1. 門診跟診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20 
周五 

1. 名中醫查房 
2. 理論學習 

1. 門診跟診 
2. 病房交班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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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21 

周六或

2025/6/22 
周日 

1. 病房交班查房 
2. 門診跟診 

/ 

2025/6/23 
周一 

1. 病房交班查房 
2. 門診跟診 

1. 理論學習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24 
周二 

1. 病房交班查房 
2. 門診跟診 

1. 陰道鏡門診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6/6/25 
周三 

1. 病房交班查房 
2. 門診跟診 

1. 超聲診斷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26 
周四 

1. 病房交班查房 
2. 非藥物療法 

1. 門診跟診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27 
周五 

1. 名中醫查房 
2. 理論學習 

1. 門診跟診 
2. 病房交班查房 

2025/6/28 
周六或

2025/6/29 
周日 

1. 病房交班查房 
2. 門診跟診 

/ 

 

主題三 ：中醫醫院急危重病診治 

培訓單位︰廣安門醫院 

課程安排︰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2 

周一 
教學查房 

中醫經典病房及ICU查房 
教學門診 

中醫專家門診跟診 
2025/6/3 

周二 
急診教學門診 
急診病例討論 

學術講座 
住院病人常見的急危重病識別方法 

2025/6/4 
周三 

教學查房 
急診搶救留觀病房查房 

學術講座 
中醫藥在急診中的應用 

2025/6/5 
周四 

教學查房 
中醫經典病房及ICU查房 

學術講座 
每週病案點評 

六經實質與六經病 
2025/6/6 

周五 
學術講座 

常見急危重病處理方法 
學術講座 

中醫急危重症護理 
2025/6/7 
周六或

2025/6/8 
周日 

教學門診 
中醫專家門診跟診 

/ 

2025/6/9 
周一 

教學查房 
中醫經典病房及ICU查房 

教學門診 
中醫專家門診跟診 

2025/6/10 
周二 

急診教學門診 
急診病例討論 

學術講座 
膿毒症識別與初步處理 

2025/6/11 教學查房 學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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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上午  下午  
周三 急診搶救留觀病房查房 初級生命支持 

2025/6/12 
周四 

教學查房 
中醫經典病房及ICU查房 

學術講座 
每週病案點評 

經方與時方在急危重症中的應用 
2025/6/13 

周五 
學術講座 

急診科常用的檢查和影像診斷工具 
應用及解讀 

學術講座 
耳部綜合治療在中醫症狀護理 

中的應用 
2025/6/14 

周六或
2025/6/15 

周日 

教學門診 
中醫專家門診跟診 

/ 

2025/6/16 
周一 

教學查房 
中醫經典病房及ICU查房 

教學門診 
中醫專家門診跟診 

2025/6/17 
周二 

急診教學門診 
急診病例討論 

學術講座 
低氧血症識別及處理 

2025/6/18 
周三 

教學查房 
急診搶救留觀病房查房 

學術講座 
嚴重過敏反應識別和處理 

2025/6/19 
周四 

教學查房 
中醫經典病房及ICU查房 

學術講座   
每週病案點評  

經方治療呼吸道疾病經驗分享 
2025/6/20 

周五 
學術講座 

急重症常用操作技術介紹 
學術講座 

科研助力危重症專業中醫技術 
傳承與創新 

2025/6/21 
周六或 

2025/6/22 
周日 

教學門診 
中醫專家門診跟診 

/ 

2025/6/23 
周一 

教學查房 
中醫經典病房及ICU查房 

教學門診 
中醫專家門診跟診 

2025/6/24 
周二 

急診教學門診 
急診病例討論 

學術講座 
病生理十大公式，探尋臨床底層邏

輯 
2025/6/25 

周三 
教學查房 

急診搶救留觀病房查房 
學術講座 

危重病人營養支持 
2025/6/26 

周四 
教學查房 

中醫經典病房及ICU查房 
學術講座   

每週病案點評  
學習蒲老經驗掌握臨床辨治大法 

2025/6/27 
周五 

學術講座 
急診常用影像學診斷 

學術講座 
中醫適宜技術改善危重症患者 

胃腸功能紊亂的臨床應用 
2025/6/28 

周六 
教學門診 

中醫專家門診跟診 
培訓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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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 ：進階中醫針灸理論與臨床實踐 

培訓單位︰針灸研究所北京國際針灸培訓中心 

課程安排︰分兩組進行培訓。一組首先在腦病科和骨傷科培訓，另一組首先在痛症科及婦兒

科培訓，兩周後兩組交換。下列以第一組學員的培訓日程安排為例子︰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2  
周一  

腦病科疾病臨床診治 腦病科疾病臨床診治 

2025/6/3  
周二  

腦病科疾病臨床診治 腦病科疾病臨證經驗 

2025/6/4  
周三  

骨傷科疾病臨床診治 骨傷科疾病臨床診治 

2025/6/5 
周四  

腦病科疾病臨床診治 腦病科疾病臨證經驗 

2025/6/6 
周五  

骨傷科疾病臨床診治 骨傷科疾病臨床診治 

2025/6/7 
周六 

腦病科疾病臨床診治 腦病科疾病臨床診治 

2025/6/9 
周一 

骨傷科疾病臨床診治 骨傷科疾病臨床診治 

2025/6/10 
周二 

骨傷科疾病臨床診治 骨傷科疾病臨證經驗 

2025/6/11 
周三 

腦病科疾病臨證經驗 腦病科疾病臨證經驗 

2025/6/12 
周四 

骨傷科疾病臨床診治 骨傷科疾病臨床診治 

2025/6/13 
周五 

腦病科疾病臨證診治 腦病科疾病臨證診治 

2025/6/14 
周六 

骨傷科疾病臨床診治 骨傷科疾病臨床診治 

2025/6/16 
周一 

痛症科疾病臨床診治 痛症科疾病臨床診治 

2025/6/17 
周二 

痛症科疾病臨證診治 痛症科疾病臨證經驗 

2025/6/18 
周三 

婦兒科疾病臨床診治 婦兒科疾病臨床診治 

2025/6/19 
周四 

痛症科疾病臨證診治 痛症科疾病臨證診治 

2025/6/20 
周五 

婦兒科疾病臨床診治 婦兒科疾病臨床診治 

2025/6/21 
周六 

痛症科疾病臨證診治 痛症科疾病臨證診治 

2025/6/23 
周一 

婦兒科疾病臨床診治 婦兒科疾病臨床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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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上午 下午 

2025/6/24 
周二 

婦兒科疾病臨床診治 婦兒科疾病臨證經驗 

2025/6/25 
周三 

痛症科疾病臨證診治 痛症科疾病臨證診治 

2025/6/26 
周四 

婦兒科疾病臨床診治 婦兒科疾病臨床診治 

2025/6/27 
周五 

痛症科疾病臨證診治 痛症科疾病臨證診治 

2025/6/28 
周六 

婦兒科疾病臨床診治 婦兒科疾病臨床診治 

 

導師安排 

 培訓單位所安排的導師皆具有相關領域的豐富知識和帶教經驗，有關導師們的詳細資

歷請參閱附錄。 
 
考核安排 

 學員須按導師要求進行考核，內容可包括實踐操作於培訓期間所學習到的技術等。 
 
招生對象 

 「2025 年香港中醫藥人才培訓項目」現已公開接受申請，截止日期為2025年1月15
日。 

 學員須符合以下條件：  

 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具備三年中醫相關執業資歷的香港註冊中醫師 或 

具備三年中藥相關工作資歷的中藥從業人員（只限「短期培訓項目（第三期）」主

題五和「短期培訓項目（第四期）」主題四）； 
 具備良好的溝通及人際關係技巧； 
 主動學習及熱心推動中醫藥發展，有意參與香港中醫醫院工作；並承諾會配合醫務

衞生局及中醫醫院營運機構的安排參與香港中醫醫院發展的相關諮詢工作 ；及 
 同意並遵守培訓項目相關要求。 

 
申請程序 

 有意參與培訓的學員須： 

1. 填妥並遞交已簽署的電子申請表格； 

2. 上載與中醫藥教育和專業培訓相關的證明文件副本； 

3. 上載與工作經驗相關的證明文件副本； 

4. 於申請截止日期前完成以上步驟，並於遞交電子申請表格的一星期内，將已下載

的電子申請表格連同合符要求之推薦信及所需文件的副本郵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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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達之路78號生產力大樓 
中醫藥發展基金「香港中醫藥人才培訓項目」課程行政機構 
（信封面請註明「申請『2025年香港中醫藥人才培訓項目』」） 

 

 獲取錄學員將於2025年3月左右收到錄取通知的電郵，學員須於電郵發出日期的7天以

內回覆確認接受有關培訓安排，並向課程行政機構繳付港幣2,000元 （短期培訓課

程）或港幣5,000元（中期培訓課程）的保證金（以支票方式繳付）。如學員最終能圓

滿完成培訓，保證金將全數退還。 
 

財政安排  
 
津貼範圍 

 培訓費用及住宿費用皆由中醫藥發展基金資助。 
 

學員須自行承擔的開支 

 北京市內及往返香港的交通費用；  

 培訓期間的日常開支；  

 保險費用（包括培訓期間的綜合保險等）；及 

 其他不在津貼範圍的開支。 
 
培訓證書 

 學員在成功完成培訓項目後，將獲發培訓證書。 
 

學員要求 
 

出勤 
 學員須根據課程安排全期出席培訓項目的不同環節（特殊情況除外），並妥善保存經

培訓導師簽名作實的「出勤表」正本。 
 返港後，學員須以電郵方式向課程行政機構提交有關副本。 

 
假期申請 
 於培訓期間，學員如因身體不適或在緊急情况下缺勤，應先行以口頭或其他可行方法

通知培訓單位及課程行政機構，徵求原則上批准。隨後學員須盡快向課程行政機構遞

交書面申請，並提供相關證明。 
 
評核要求 
 學員須按導師要求進行考核，並妥善保存經培訓導師簽名作實的「評核表」（如適

用）正本。 
 返港後，學員須以電郵方式向課程行政機構提交有關副本。 

 
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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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於培訓期間，應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法規和培訓單位內部的各項規章制

度。學員應依循導師的指導，以免發生事故。 
 若學員違反以上守則或擅自從事醫療行為，須為個人行為負責。 
 學員應按個人實際需要，於出發前自行購買保險。離港期間若有任何損傷或損失，均

由學員自行承擔。 
 學員應保持良好的道德操守，珍惜培訓機會，勤奮學習，以傳承和發展中醫藥為己

任。 
 學員若在確認參加培訓項目後無故缺席培訓項目，或沒有合理地完成培訓，已繳付的

保證金將不獲退還，同時政府有權向學員追討有關培訓及住宿等資助費用，請學員務

必留意。 
 

課程完結 
 學員須滿足出席率要求，並在課程完結後，按要求以電郵形式遞交已簽妥的「出勤

表」及「評核表」（如適用）副本予課程行政機構。學員須妥善保管和備份有關文

件，遺失資料將導致無法證明學員已按要求完成課程。 
 學員須於返港後，按所要求的方式在香港提供最少一小時（短期培訓項目）／兩小時

（中期培訓項目）的學習經歷和經驗分享，具體方式將由醫務衞生局決定。 
 學員須協助就課程提供意見，並在課程完結後把填妥的「學員回饋表」於指定限期內

交回課程行政機構。 
 若學員已根據課程安排全期出席培訓項目，並在返港後於指定限期內交回填妥的「出

勤表」、「評核表」（如適用 ）及「學員回饋表」予課程行政機構，可獲退還已繳付

的保證金。 

 
其他 

 建議申請人在選定擬參與培訓項目的意向時，需考慮培訓日期及培訓主題等因素。申

請人在提交申請時所表達的培訓意向，並不代表在最終被取錄時可按有關意向獲安排

相同培訓主題項目。 
 醫務衞生局保留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無需預先通知學員而調整課堂內容、更改課堂

導師、授課模式、日期及時間，以及在任何情況下停辦或延期舉辦課程。如停辦或延

期舉辦課程，學員將獲退還已繳付的保證金。 
 醫務衞生局保留權利，可在任何情況及原因下拒絕已報名人士參與課程。如課程進行

或舉辦期間學員出現違規行為，醫務衞生局有權即時中止該學員的培訓，並取消其學

員資格。 
 醫務衞生局保留對本次培訓項目一切章程、安排及要求的修訂和解釋權。 

 

醫務衞生局中醫藥處 

2024 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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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香港中醫藥人才短期培訓項目（第三期） 

導師介紹 

 

主題一 ：中醫針灸住院常見病種的診治   

1. 周宇主任醫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醫院管理處處長、針灸醫院常務副院長。從事中醫針灸臨床、

科研及教學工作 20 年，有豐富的中醫臨床診療經驗。曾援疆工作兩年半，由於工作突出

獲得多項榮譽。現任中國民族醫藥學會艾灸分會副會長、中國針灸學會經筋學會副主任委

員、中華醫學會健康世界雜誌編委、央視健康之路、人民網健康板塊特邀嘉賓。主持參與

國家級、局級、院級課題多項，近年來國家級核心期刊發表專業文章 22 篇，參編學術專

著 7 部，在中國中醫藥報、人民網等多家媒體發表科普文章 6 篇。2016 年獲中國中醫科學

院「大醫精誠」醫德醫風先進標兵稱號；2019 年、2021 年獲國家衞生健康委直屬機關優秀

共產黨員稱號；2020 年獲中國中醫科學院「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 「扶貧工作先進

個人」；2021 年獲針灸研究所中國醫師節「醫療品質管理獎」。中國民族醫藥學會科學技術

獎二等獎、三等獎。 

業務專長：針灸結合，針藥結合治療神經系統疾病。在毫針結合火針為主的針灸治療方法

基礎上，掌握長針多向透刺和雜合以治的特色治療方法。擅長治療各類腦病；各種原因導

致致神經損傷：手術後神經損傷、面神經麻痹、帶狀皰疹後遺神經痛、面肌痙攣等。 

 
2. 王京京主任醫師 

 
醫學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針灸醫院痛症科主任，中國中

醫科學院「中青年名中醫」，中國針灸學會痛症專業委員會副主委、臨床分會常委，世界

針灸學會聯合會（WFAS）標準工作委員會委員，國際標準組織／中醫藥技術委員會

（ISO/TC249）註冊專家，《中國針灸》編委。從事針灸臨床、科研、教學工作 26 年，嫺

熟掌握各種針灸技術，深入研習刺絡放血、火針、艾灸、五行針灸等傳統針灸療法，重視

心身同治。研究方向為針灸治療疼痛及心身疾病，擅長治療各種急慢性疼痛及心身疾病，

主攻偏頭痛、緊張型頭痛、叢集性頭痛、三叉神經痛自主神經性頭痛等原發性頭痛，以及

頸源性頭痛、止痛藥依賴頭痛及各種頭痛伴發的精神心理障礙。先後承擔了國家重點研發

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WHO、WFAS 等各級科研課題十餘項，發表科研論文 60 餘

篇，參編專著 6 部，主持起草針灸國際標準 3 項，作為主要起草人研製中國針灸學會標準

3 項，榮獲中國民族醫藥學會科技進步獎 2 項。 

 
3. 陳晟主任醫師 

 
臨床醫學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目前以針灸治療變態反應性疾病為主攻方向，

主持國自然在內課題 6 項。曾參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針灸治療過敏性鼻炎臨床實踐指南的

編寫。2018 年入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第一期中醫藥外向型優秀骨幹人才；2020 入選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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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協「青年托舉人才」；2021 年入選北京市「中醫針灸外向複合型青年人才」。2022 年獲得

東城區優秀人才培養資助。近年來發表學術論文 43 篇，其中 SCI 源刊論文 9 篇。作為骨幹

參與的「針灸治療過敏性鼻炎方案優選、臨床療效及療效機制研究」，獲得 2018 年中國針

灸學會科學技術獎一等獎。 

 
4. 聶文彬主任醫師 

 
中國針灸學會火針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神經內科學會腦小血管病專業委員會常委，中國

研究型醫院學會頭痛與感覺障礙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中醫藥信息學會中醫臨床藥學分會

理事。 從事中醫臨床工作 20 餘年，擅長運用中醫傳統辨證體系治療複雜疑難疾病，承擔

和參與國家級、省部級課題 10 餘項。開設過敏性鼻炎專病門診。 

 
5. 王彤主任醫師 

 
碩士。WHO 傳統醫療合作中心、北京國際針灸培訓中心講師，國際醫療中心會診專家，

法國 IFTEM 中醫學校客座教授。從事國內、國外教學 20 多年，10 餘次赴國外講學，培訓

了 100 多國家，2000 多人次。開展中醫對外醫療服務，參與多項重大外事活動；多次參加

北京台《養生堂》，中央台《健康之路》、《中華醫藥》等拍攝。 

 
6. 楊金洪主任醫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醫院副院長，中國民族醫藥學會艾灸分會副會長，中國針灸學會經筋

分會理事，中國針灸學會針藥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六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

繼承工作繼承老師。 
 

主題二：中醫外治特色療法的應用 

1. 肖京主任醫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 康復醫學科 氣功推拿科 

醫學博士，北京市海澱區第十一屆政協常委，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康復醫學科主任兼

氣功推拿科主任，中國中醫科學院及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生導師，北京中醫藥大學臨床推

拿學系副主任。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青年名中醫，中醫世家。師從朱立國院士，長期從事脊

柱相關疾病及軟組織疼痛疾患的中西醫結合診療及康復的臨床及教學工作，連續 10 年承

擔西苑醫院商務部援外培訓教學工作。近年來致力於中醫微創技術的可視化研究及實踐，

以及運動系統疾病的精準康復。發表 SCI 論文 6 篇，核心期刊論文 45 篇，學術專著 5 部，

主持和參與 8 項省部級以上科研課題，其中 3 項國家級科研課題，獲得國家實用新型發明

2 項。 

 
2. 遲慧彥主任醫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 皮膚科 

醫學博士，畢業於中國中醫科學院，專業中西醫結合皮膚病學，現任西苑醫院皮膚科副主

任。國家公派英國牛津大學醫學部訪學一年。曾跟隨多位國內外著名皮膚科及皮膚美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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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專家學習中西醫診療皮膚病經驗。曾於復旦大學華山醫院皮膚科及上海交大附屬上海第

九人民醫院激光美容科科研合作及進修一年。現為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醫學美容分會委

員、中國美容整形協會中醫分會委員等。參加 WHO、國家、省部級課題 10 餘項，獲科技

進步獎 2 項。擅長中醫皮膚病與皮膚美容外治。 

 
3. 李越虹主任醫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 眼科 

碩士生導師、原西苑醫院眼科主任。從事眼科臨床四十餘年，曾兼任北京市中西醫結合眼

科專業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中醫藥學會眼科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市衞健委醫療事

故鑒定委員專家。擅長中面結合治療黃斑變性，眼底出血，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青光眼，

白內障，青少年近視、弱視，乾眼症，視疲勞，角膜炎，虹膜炎，淚道疾病，視神經病變

等。使用針灸治療青光眼視神經萎縮、復發性黃斑水腫，黃斑前膜，各種眼底出血，眼肌

麻痹性斜視，複視，乾眼症，視疲勞，眼瞼痙攣，青少年近視，小兒目眨，面癱，甲狀突

眼，玻璃體混濁，頭暈頭痛、頑固性失眠，眼部帶狀疱疹及後遺痛等疑難眼病。      

 
4. 方慶霞主任醫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 婦科 

北京中醫藥傳承——「雙百工程」、全國名老中醫高利教授學術繼承人，主持完成北京市

中醫藥科技項目 1 項，西城區優秀人才項目 1 項，參與國家級、省部級課題 7 項，發表論

文 30 餘篇，其中核心期刊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10 餘篇，參編著作 2 部。於北京大學第三

醫院進修，擔任中華中醫藥學會婦科分會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生殖分會委員、中國中醫

藥資訊研究會婦科分會理事、世界中醫藥聯合會婦科分會理事、北京中醫藥學會婦科分會

委員等。 

 
5. 董延芬主任醫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  康復醫學科 氣功推拿科 

臨床醫學碩士。在臨床工作中運用針灸、刺絡放血、耳穴壓丸、刮痧拔罐、艾灸等外治法

治療頸肩腰腿痛及內科常見疾病（呼吸消化、神經系統、泌尿生殖等）等。並擅長用中藥

調理患者體質的偏盛偏衰。針藥並用治療各種疼痛性疾病（頸肩腰腿疼痛、頭痛頭暈、胃

痛、腹痛等）、失眠、汗症、情緒不良、亞健康疲勞、肥胖症、寒熱錯雜及內科常見病。

擅長望舌診病，通過望舌判斷患者虛實寒熱，並與西醫診斷相結合，比如乳腺增生、肺結

節、慢性胃炎、盆腔炎、前列腺炎等。並根據情況給與相應的健康指導和治療建議。多年

參與北京中醫藥大學及中國中醫科學院本科及研究生臨床帶教工作及規培生帶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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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石穎副主任醫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 耳鼻喉科 

中醫學專業。師從首都國醫名師李淑良教授，從事耳鼻喉科臨床、科研、教學工作十餘

年，致力於中西醫結合治療耳鼻咽喉疾病，如變應性鼻炎、鼻竇炎、慢性咽喉炎、耳鳴耳

聾、耳眩暈、小兒腺樣體肥大等，擅長將中醫辨證論治與中醫特色外治相結合，常以毫針

針刺、耳穴壓丸、穴位放血、啄治法等中醫外治輔助中藥進行治療，廣受患者好評。擔任

世界中醫藥聯合會耳鼻咽喉口腔專業委員會青年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耳鼻喉科分會青年

委員，北京市中西醫結合耳鼻咽喉專業委員會青年委員。負責中國中醫科學院、北京中醫

藥大學等高校學生的臨床教學工作，包括入科教育、門診及內窺鏡室帶教、出科考核等。 
 
7. 芮娜副主任醫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 兒科 

全國第六批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人，師從安效先教授。擅長治療各種急慢性呼吸道

疾病如支氣管炎、反復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哮喘、咳嗽變異性哮喘等，以及神經系統

抽動障礙、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失眠等，還擅長小兒推拿治療小兒厭食、腹瀉、消化不

良、睡眠障礙等小兒常見病。 

 

主題三 ：中醫推拿手法應用 

1. 張振宇主任醫師 
 
現任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特色診療中心主任；中國中醫科學院青年名中醫；北京中醫

藥大學兼職教授，中國針灸推拿協會會長，中推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中推首席推拿正骨

授課專家。北京中醫藥學會推拿按摩專業委員會常務委員；北京康復醫學會傳統醫學分會

副會長； 中國民族醫藥學會理事兼保健按摩分會秘書長；北京市朝陽區第三批中醫藥師承

工程指導老師；京廊中醫藥協同發展 8.10 工程中醫工程中醫適宜技術指導專家；中國醫療

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中醫康復理療分會常務委員。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及專著多部。先後

承擔多項省部級科研課題，多次參加《養生堂》等節目錄製。社會任職：北京中醫藥大學

兼職教授；北京中醫藥學會推拿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康復醫學會傳統醫學分會副

會長。擅長：以推拿手法、針灸砭石、中藥等特色療法，診治各種急慢性脊柱、四肢關節

軟組織損傷，以及頭痛、眩暈、失眠、高血壓、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等部分內科病及小兒

常見病。突出經筋理論在推拿治療中的應用，強調痛點推拿。 

 
2. 徐佳音副主任醫師 
 

中醫學碩士，從事中醫推拿專業 13 年，畢業於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骨傷科，碩士學位，

現任中國民族醫藥學會推拿分會理事；北京中醫藥學會推拿專業委員會第一屆青年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青年醫師分會委員；北京中醫藥學會疼痛專業委員會

第一屆青年委員會委員；北京中西醫結合學會中醫適宜技術專業委員會青年委員；擅長運

用推拿、薰蒸、方藥等中醫特色療法治療骨傷及內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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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成遠副主任醫師 
 
中醫碩士。國家第七批全國名老中醫學術經驗繼承人，師從全國名老中醫、第一批非遺

「清宮正骨」代表性傳承人孫樹椿教授，北京市優秀名中醫張振宇教授。現任北京中西醫

結合學會宮廷正骨委員會青年委員，北京中醫藥學會疼痛專業委員會青年委員，北京中醫

藥學會按摩專業分會青年委員，中國民族醫藥學會推拿專業委員會理事。擅長中醫手法結

合針灸、中藥，治療頸肩腰腿痛等骨關節疾病，消化不良，便秘，失眠等內科雜病。 
 

主題四 ：中醫兒科常見疾病的診治  

1. 韓斐主任醫師 
 
教授，博士生研究生導師，中國中醫藥循證中心建設兒科疾病負責人。從醫 36 載，有豐

富、獨到的學術經驗和技術專長，是中醫兒科領域的知名專家。擅長兒童抽動障礙、注意

缺陷多動障礙、癲癇、發育遲緩等多種疑難疾病的中醫藥治療。發表學術論文 20 餘篇，

出版專著 1 部。從事研究生教學工作 17 載，每年授課 40 餘學時，共指導培養碩士、博士

30 餘名，師帶徒 1 名。2013 年被中國中醫科學院授予「中青年名中醫」稱號，2015 年被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授予「巾幗建功先進個人」榮譽稱號，2021 年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授予

「全國中醫藥系統 2018-2020 年改善醫療服務先進個人」，2021 年 9 月被評為「廣安門醫院

優秀帶教老師」。 

 
2. 王波主任醫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兒科科室副主任兼負責人。擔任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兒科分

會常務理事，世界中醫藥聯合會兒科專業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中華中醫藥學會免疫學分

會常務理事，北京中醫藥學會兒科專業委員會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小兒推拿外治分會理

事，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骨質疏鬆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民族醫藥學會方藥量效研究分

會常務理事，北京中醫學會養生康復委員會委員。北京市西城區醫學會醫療事故技術鑒定

專家庫成員。作為指南臨床專家組成員參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標準化工作辦公室組

織的《中成藥治療兒童流感臨床應用指南》（國家行業標準）的撰寫。參加第六批北京市

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拜師張華東教授。 

共發表中文核心期刊學術文章十餘篇，出版參編學術專著 2 部。主持中央高水準中醫醫院

臨床研究和成果轉化能力提升項目課題 2 項，主持及參與各級科研課題 10 餘項。 

臨床工作至今總門診量 22 萬人次，近 5 年個人門診量位居本院醫師門診量前 5 名，多年來

榮獲醫院各項個人獎勵 10 餘項。多次參加西城區新冠疫情及兒童呼吸道疾病醫療救治專

家組。曾獲得 2020 年度中國中醫科學院抗疫先進個人。注重科學普及兒童健康知識，對

外多次參與新華網、健康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北京廣播電視總台的中醫科普宣傳活

動，參加中央電視台《健康之路》節目 20餘期，參加中央廣播電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

進行中醫科普節目總計 100 餘期。 

 
3. 李霽主任醫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兒科，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作為項目負責人，完成或正在承

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首都臨床特色應用研究基金，教中國中醫藥

循證醫學中心、中醫藥循證醫學項目、中國中醫科學院科技創新工程等多項基金。以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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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或責任作者發表 SCI 收錄或核心期刊論文 30 餘篇。兼任中國中醫藥資訊學會中醫臨床

藥學分會理事；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心身醫學專業委員會理事；中華中醫藥學會小兒推

拿外治分會常務委員；北京醫師協會中西醫結合專科醫師分會理事；北京中西醫結合學會

兒科專業委員會常務委員。 
 

主題五 ：中藥製劑和炮製技術 

1. 金敏主任藥師 
 
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藥學部負責人，國醫大師金世元教授弟子，

北京市中醫管理局藥劑質控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第二、三批中藥骨幹人才指導老師，北京

中醫藥學會藥事管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中藥毒理學與安全性研究分會

常務委員，北京中醫藥學會中藥炮製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中醫藥學會中藥資源與

鑒定專業委員會秘書長，《藥品不良反應雜誌》雜誌編委。在 SCI 收載期刊及國內期刊發

表論文四十餘篇，副主編著作 2 部，參編著作 5 部，主持國家級課題 2 項、北京市級課題

2 項，參與國自然課題多項。 

研究方向：中藥鑒定、中藥臨床藥學及醫院藥事管理。 

 
2. 楊响光副主任藥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藥學部藥劑科副主任，首批全國中藥特色技術傳承人才，中華中醫藥學會

醫院藥學分會常務委員，北京中醫藥學會炮製專委會副主任委員，北京中醫藥學會調劑專

委會副主任委員，北京藥學會中藥專委會副主任委員，北京中醫藥養生保健協會中成藥健

康服務專委會秘書長。 

研究方向：中藥合理使用、醫院藥事管理。 

 
3. 孫玉雯副主任藥師 

 
中藥製劑專業碩士，藥物化學專業博士，中西醫結合基礎博士後，東京藥科大學訪問學

者，北京中醫藥學會藥事管理專業委員會委員，先後參與十多種劑型新藥及新製劑研發工

作，在 SCI 收載期刊及國內期刊發表論文三十餘篇，副主編著作 2 部，獲華夏醫學科技獎

二等獎及中華中醫藥學會著作獎三等獎各 1 項，申報專利 1 項，參與國自然、國家高新技

術研究發展計劃、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等課題多項。 

研究方向：中藥製劑的研發、質量控制及個體化製劑的全過程質量控制體系研究。 

 
4. 陳雯副主任藥師 

 
中華中醫藥學會中藥臨床藥師帶教師資；中國醫院協會通科臨床藥師；教育部藥學類教指

委藥物治療管理（MTM）藥師。主持北京藥學會課題 2 項；參與國家及省部級課題 8 項。

發表論文 20 餘篇。參編著作 4 部。 

研究方向：臨床藥學。 

 

5. 楊輝副主任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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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首批中藥骨幹人才，全國中藥特色技術傳承人才，師從全國名中醫、首都國醫名師

周超凡教授。中國中醫藥信息研究會中藥材及飲片質量分會理事，中國民族醫藥學會藥材

及飲片分會理事，第十六屆中國人口文化獎民間藝術類一等獎獲得者，主持所級課題 3

項，北京藥學會專項課題 3 項，參與各級別課題多項，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二十餘篇。 

研究方向：中藥質量評價、中藥炮製、中藥臨床藥學、中醫藥傳統文化。 

 

6. 龐春燕副主任藥師 
 
廣安門醫院藥學部煎藥室負責人，全國中藥特色技術傳承人才，北京中醫藥學會會員，北

京中醫藥學會中藥調劑專業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委員，北京中醫藥學會藥事管理專業委員會

青年委員，主持所級課題 1 項，參與課題 3 項，發表論文 6 篇。 

研究方向：中藥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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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藥人才短期培訓項目（第四期） 

導師介紹 

 

主題一 ：危險穴位及特色針法應用  

1. 張紅林主任醫師 
 
中國針灸學會腹針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腹針傳承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國家標準：針灸技術操作規範第 16 部分 腹針》主要起草人(第 4 人)。曾赴新加

坡、西班牙、意大利、智利、美國、英國等國家講授針灸、腹針。 

學術特色：在針灸學院從事針灸教學、臨床、科研工作近 40 年，注重經典著作的研究，

注意中醫針灸理論對教學和臨床的指導作用，追求臨床療效。從 1985 年至今，講授《針

灸治療學》；從 2004 年至今， 《腹針療法》全校選修課，主講。從 2015 年至今，大學一年

級新生《腹針療法》全校選修課，主講。在「世針聯」為國外針灸學者腹針療法講座 53

次。師從何樹槐、石學敏、唐麗亭、薄智雲等老師。發表論文 40 餘篇，獲得北京中醫藥

大學教學成果獎 2 項。 

 
2. 吳中朝主任醫師 

 
醫學博士學位，中國中醫科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全國名老中醫，中央保健會診專家，中

國針灸學會經筋診治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民族醫藥學會艾灸分會會長，中國中藥協

會內外並治用藥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北京針灸學會副會長，國家中醫管理局中醫科普巡

講專家，國家科普健康專家庫首批專家成員 ，全國名老中醫吳中朝工作室傳承指導老師，

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長期從事與中醫及針灸臨床工作。既能繼承傳統的中醫藥的精髓，又能不斷開拓創新。理

論基礎扎實、臨床功底深厚，具有豐富的醫療經驗和深厚的學術造詣。堅持中醫與針灸臨

床教學工作 40 餘年，涉及本科、碩士、博士生的全日制教學、國內外進修生教學、中國

中醫藥管理局西學中博士學位班、留學生等諸多課程的教學，曾獲南京中醫藥大學優秀老

師獎、中國中醫科學院優秀研究生導師獎。教學理論聯繫實際，生動活潑，以培養學生的

基本理論功底與臨床應用能力為主要教學目的。教學工作中有「五新」：傳統理論有現代

新論；現代醫學理論有中醫新用；實踐與動手能力有提升新論；培養臨床思維有發散新

知；教學方法課堂與臨證有互動新法。為《中醫雜誌》、《中西醫結合雜誌》、《中國針

灸》、《針刺研究》等編委或主審專家。 

 
3. 陳晟主任醫師 

 
臨床醫學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目前以針灸治療變態反應性疾病為主攻方向，

主持國自然在內課題 6 項。曾參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針灸治療過敏性鼻炎臨床實踐指南的

編寫。2018 年入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第一期中醫藥外向型優秀骨幹人才；2020 入選北京市

科協「青年托舉人才」；2021 年入選北京市「中醫針灸外向複合型青年人才」。2022 年獲得

東城區優秀人才培養資助。近年來發表學術論文 43 篇，其中 SCI 源刊論文 9 篇。作為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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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針灸治療過敏性鼻炎方案優選、臨床療效及療效機制研究」，獲得 2018 年中國針

灸學會科學技術獎一等獎。 

 
4. 楊金洪主任醫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醫院副院長，中國民族醫藥學會艾灸分會副會長，中國針灸學會經筋

分會理事，中國針灸學會針藥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六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

繼承工作繼承老師。 

 
5. 王瑩瑩主任醫師 

 
醫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針灸醫院病房主任，為針灸國醫大師程莘農院士學術傳承

人。擅長針藥結合治療脾胃病、婦科病以及精神、神經系統疾病，主要從事針灸臨床療效

評價研究。 

 
6. 王兵主任醫師 

 
醫學博士，第五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人。主要從事針灸臨床、教學與科研工

作。除針灸科常見病外，對風濕免疫系統疾病的研究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尤其在針灸治療

骨關節病及風濕病所致的各種痛證方面療效顯著，為廣大患者解除了疾苦。教學方面，承

擔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國際培訓中心及國內培訓部的理論教學和臨床帶教、實習指

導工作多年；培養研究生及師承學生多名。在科研領域，一直從事與針刺鎮痛、針灸診療

規範及中醫外治法相關的科研工作。近年來，先後參與了多項國家部局級及院級相關領域

的科研課題。主編及參編醫學專著多部，發表核心期刊學術論文 20 餘篇。 
 

7. 黃濤主任醫師 

 
醫學博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醫院，國醫大師、工程院院

士程莘農教授，學術繼承人，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後，奧地利格拉茲醫科大學訪問學者，中

國中醫科學院、遼寧中醫藥大學研究生導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師資格認證中心命題

專家。從醫三十餘年，擔任國際培訓教師二十餘年，承擔過中醫基礎、腧穴、經絡、刺灸

法、針灸治療、中藥等課程。 

 
8. 張寧主任醫師 

 
北京中醫藥大學醫學碩士，任針灸醫院婦兒科主任。從事針灸臨床工作 25 年，擅長女性

月經病、乳腺病、不孕症、更年期綜合症及小兒慢性咳喘、脾胃不和、小兒多動等婦兒科

疾患的診治；長期承擔北京國際針灸培訓中心的專業授課和臨床帶教，以針灸治療，婦兒

保健等相關內容為主，教學形式多樣，臨床經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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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中醫經典理論的臨床運用 

1. 張允嶺主任醫師 

 
醫學博士，神經內科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首屆岐黃學者，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

研究員。曾任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

院長。現任國家重點學科、專科中醫腦病帶頭人，國家衞健委腦卒中防治專家委員會副主

委及中西醫結合分會主任委員，中國卒中學會中西醫結合分會主任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

醫院管理分會主任委員等。 

當選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獲中國中醫藥十大傑出青年、全國百名傑出

青年中醫、北京市突出貢獻專家，首都名中醫等稱號，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首屆國

家中醫藥傳承創新團隊牽頭人。 

北京中醫藥大學本科畢業後，一直從事中醫內科腦病醫教研工作，逐步形成中醫藥防治中

風病及血管性癡呆研究方向，2000 年完成博士後研究回國。作為國家重點學科中醫腦病帶

頭人、國家重點專科中醫腦病帶頭人、國家中醫藥傳承創新團隊帶頭人，張允嶺傳承王永

炎院士、張伯禮院士學術思想，充分發揮中醫藥防治優勢，率領團隊針對神經系統重大疾

病腦卒中開展臨床科研攻關，形成了腦卒中的全程綜合干預策略，在王永炎院士「毒損腦

絡」理論指導下，科學驗證急性腦梗死毒損腦絡的客觀存在和可干預性，通過開展多中

心、大樣本、前瞻性臨床研究以及相關機制研究，提出在急性期治療中以清熱解毒通絡為

治法，形成活血解毒新方案，進一步證實清熱解毒與活血化瘀聯合應用的協同增效作用，

為中醫防治腦梗死提供了新思路。先後出版了《經方實驗錄》《中醫腦病學》《中醫藥學高

級叢書-中醫內科學》等 10 餘部學術著作。2010 年，由他主編的教材《中醫內科學》被列

為北京市精品教材。 

主持國家重大基礎研究課題（973）2 項，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3 項，主持國家中醫藥公

益性行業專項 3 項，主持科技部國際合作科技專項 1 項，主持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

計劃等省部級項目 10 餘項。 

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1 項，教育部科學技術一等獎 1 項，二等獎 2 項，中華中醫藥學會

李時珍醫藥創新獎 1 項，中華中醫藥學會科學技術一等獎 1 項、二等獎 3 項、三等獎 1 項，

北京市科技進步一等獎 1 項、二等獎 1 項、三等獎 2 項，獲國家專利 6 項。發表論文 200

餘篇。出站博士後 3 名，畢業博士 40 名，碩士 20 名。 
 

2. 史大卓教授 

 
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二級教授，岐黃學者，首都名中醫，政府特殊

津貼專家，國家藥典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生

導師。從事中醫、中西醫結合心血管病和相關內科疾病診療工作 40 餘年，積累了豐富臨

床經驗，形成了自己的臨床特色，獲得普遍讚譽。 

兼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心血管病專業委員會會長，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新藥研究與臨

床評價分會會長，中國中西醫結合活血化瘀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中國中西醫結合雜

誌、環球中醫副總編，中華心血管病雜誌編委等。長期從事中西醫結合防治心血管病的臨

床和基礎研究，主編《中醫內科辨病治療學》、《內科病證遣方用藥十講》等學術專著 25

本，在國內外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 120 餘篇。相繼承擔國家級課題 10 餘項，獲國家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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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科技成果獎 5 項，其中「血瘀證和活血化瘀的研究」獲 2003 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1

項（6 名）。 

 
3. 張廣德主任醫師 

 
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現任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內分泌科主任，北京市中醫管理局

內分泌重點專科負責人，北京名中醫身邊工程專家團隊負責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魏子

孝名醫傳承工作室」及北京中醫藥薪火傳承「新 3+3」工程魏子孝「三名」傳承工作室負

責人。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傳承指導老師、首都國醫名師魏

子孝教授的學術經驗繼承人。從事內分泌代謝疾病臨床、科研、教學工作近 40 年，擅長

中醫、中西醫結合診治糖尿病及其併發症、甲狀腺疾病、代謝性疾病、內分泌失調、多囊

卵巢綜合征、內科雜病等疾病。 

 
4. 郭軍主任醫師 

 
二級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後合作導師。岐黃學者，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高水

準中醫藥（男科）重點學科帶頭人，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

家，中國中醫科學院科技創新工程泌尿男科學組組長，首都中青年名中醫，中國中醫科學

院中青年名中醫，第六批北京市級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兼任中國中醫

藥資訊學會男科分會會長、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男科專業委員會候任主任委員、北京中西

醫結合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Integrative Medicine In Nephrology and Andrology 執行主編，

《中華男科學雜誌》副主編、《中國男科學雜誌》副主編等。從醫 30 餘年，主要致力於中

醫藥治療泌尿男科疾病的臨床、科研及教學工作。構建了基於「腦-心-腎-精室」軸辨治男

科疾病體系，達到「心身同調、整體與局部同治」。在「軸」理論指導下，臨床總結出靈

歸方、歸黃方、翹芍方、前列通閉方等 22 個協定處方，其中 6 個處方獲得國家自然基金資

助。 

 
5. 余仁歡主任醫師 

 
醫學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北京中醫藥大學兼職教授，西苑醫院腎病科資深主任、學科

帶頭人，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生院《經典與臨床（專博）》課程負責人和主講老師。 

從事臨床、科研及教學工作 37 年，任腎病科科主任 19 年，全面傳承岳美中、方藥中、時

振聲、聶莉芳等名老中醫臨床經驗和學術思想，長期反復研讀《傷寒論》《金匱要略》《脾

胃論》等經典名著，擅長運用經方治療腎臟疾病和各種疑難雜症，療效頗佳。同時不斷吸

收現代醫學技術，不斷豐富完善了慢性腎臟病中西醫結合三級防治體系，創建了西苑醫院

慢性腎臟病臨床科研管理平台，建立了 CKD 長期隨訪隊列 1200 餘例。主持國家重點研發

計劃和國家自然基金項目等各級課題 10 餘項，主持和參與制定行業標準、專家共識、臨

床指南 6 項。獲北京市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2011，2/11）、中華中醫藥學會科學技術進步

二等獎（2009，2/11）等獎項 5 項。以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發表學術論文 150 餘篇，其中

SCI 論文 12 篇。主編《聶莉芳腎病診療經驗輯要》、《時振聲中醫腎臟病學》、《中醫腎病

學》研究生教材等。2021 年創辦了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Nephrology and Andrology 英文期

刊，任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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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中醫推拿手法應用 

 
1. 張振宇主任醫師 

 
現任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特色診療中心主任；中國中醫科學院青年名中醫；北京中醫

藥大學兼職教授，中國針灸推拿協會會長，中推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中推首席推拿正骨

授課專家。北京中醫藥學會推拿按摩專業委員會常務委員；北京康復醫學會傳統醫學分會

副會長； 中國民族醫藥學會理事兼保健按摩分會秘書長；北京市朝陽區第三批中醫藥師承

工程指導老師；京廊中醫藥協同發展 8.10 工程中醫工程中醫適宜技術指導專家；中國醫療

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中醫康復理療分會常務委員。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及專著多部。先後

承擔多項省部級科研課題，多次參加《養生堂》等節目錄製。社會任職：北京中醫藥大學

兼職教授；北京中醫藥學會推拿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康復醫學會傳統醫學分會副

會長。擅長：以推拿手法、針灸砭石、中藥等特色療法，診治各種急慢性脊柱、四肢關節

軟組織損傷，以及頭痛、眩暈、失眠、高血壓、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等部分內科病及小兒

常見病。突出經筋理論在推拿治療中的應用，強調痛點推拿。 
 
2. 徐佳音副主任醫師 
 

中醫學碩士，從事中醫推拿專業 13 年，畢業於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骨傷科，碩士學位，

現任中國民族醫藥學會推拿分會理事；北京中醫藥學會推拿專業委員會第一屆青年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青年醫師分會委員；北京中醫藥學會疼痛專業委員會

第一屆青年委員會委員；北京中西醫結合學會中醫適宜技術專業委員會青年委員；擅長運

用推拿、薰蒸、方藥等中醫特色療法治療骨傷及內科疾病。 

 

3. 王成遠副主任醫師 
 
中醫碩士。國家第七批全國名老中醫學術經驗繼承人，師從全國名老中醫、第一批非遺

「清宮正骨」代表性傳承人孫樹椿教授，北京市優秀名中醫張振宇教授。現任北京中西醫

結合學會宮廷正骨委員會青年委員，北京中醫藥學會疼痛專業委員會青年委員，北京中醫

藥學會按摩專業分會青年委員，中國民族醫藥學會推拿專業委員會理事。擅長中醫手法結

合針灸、中藥，治療頸肩腰腿痛等骨關節疾病，消化不良，便秘，失眠等內科雜病。 
 

主題四 ：中藥製劑、新藥研發及質量控制技術 

1. 李慧首席研究員 
 

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長期從事中藥製劑領域相關研究，包括中藥生產工藝過程研

究、中藥新藥研發以及新型給藥系統研究等，形成了「注重源頭—聚焦應用—強化儲備」

的全過程研究模式，取得了具有影響力的成果。入選國家衞生健康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

江西省首批「雙千計劃」創新領軍人才，獲全國科技系統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等榮

譽稱號。主持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兩項以及國家重大新藥創制、國家中藥標準化等項目，發

表高水平學術論文 100 餘篇，獲省部級科技進步獎及學會獎勵 5 項。主持了含抗疫三方之

一化濕敗毒顆粒在內的 14 個中藥新藥的藥學研究，涉及經典名方、經典名方加減方、證

候中藥、改良型新藥等不同類別，其中 3 個品種獲生產批件，5 個品種獲臨床批件。 



 

 
29 

 

2. 王智民首席研究員 

 
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中藥質量控制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主

任，中藥製藥新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中藥化學研究中

心主任，第 9-12 屆國家藥典委員中藥材與飲片專業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常用中藥藥效物

質基礎研究、中藥質量控制技術和方法研究和創新藥物研究。作為課題負責人承擔 973、

863、重大新藥創制專項等國家級課題 78 項，獲科技成果獎 15 項，在國際國內學術期刊發

表論文 500 餘篇，出版專著 15 部，其中英文專著 2 部，主編 5 部。 
 

3. 王錦玉研究員 
 
主要從事中藥新藥研發及納米靶向給藥系統藥物研究等，充分發揮大孔樹脂、微乳等中藥

特殊技術優勢，廣泛服務於創新藥物研究領域，已完成 20 餘項創新藥的藥學研究，獲得

十餘個臨床批件和 1 個生產批件，完成了多項成果轉化，如「1.6 類化藥雙氫青蒿素用於治

療紅斑狼瘡」、 「1.2 類中藥金草片 」及多項中藥創新藥 1.1 類的藥學研究，獲得 12 項專利

授權。 

 
4. 劉曉謙研究員 

 
主要從事中藥新劑型、中藥生產程式控制技術、中藥整體質量評價新方法的研究及大健康

產品的開發與產業化。承擔或完成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醫藥行業專項、重大新藥創制、

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中藥標準化項目等課題 20 餘項。發表論文 100 餘篇，編著著

作 6 部；獲得國際、國內發明專利 12 項，修訂國家藥典標準 8 項。獲省部級科技進步獎特

等獎 1 項，一等獎 3 項。 
 

5. 楊偉鵬研究員 

 
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中藥新藥研發中心主任。國家自然科

學基金委員會面上項目審評專家、中國民族醫藥學會健康產業分會副會長、中華中醫藥學

會方劑分會常務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中藥調劑與合理用藥分會常務委員、中國中藥協會

骨傷科藥物研究專業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中藥協會中藥經典名方研發與生產專業委員會

常務委員、北京藥理學會藥物代謝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實驗方劑學雜誌編委。主要從事

中藥複方物質基礎和作用機理研究、中藥新藥和保健食品的研發工作。近年主持國家自然

科學基金 4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藥現代化專項」課題 1項，國家重大新藥創制 1項，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行業專項 1 項、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專項 1 項、中國中醫科學

院創新工程及自主選題項目 5 項，在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藥學學報、中國中藥雜誌等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

文 80 餘篇，參編著作 5 部。承擔新藥開發等橫向課題 40 餘項。2018 年獲中國中西醫結合

學會科學技術獎二等獎，排名第一；獲 2019 年中國產學研合作創新獎。培養碩士研究生

13 名，博士研究生 6 名，博士後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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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趙慶賀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納米藥物、創新藥物研發、中藥質量標準、中藥資源開發及功能性食品開發等。

先後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新藥創制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子課題、北京市自然科學基

金及技術服務課題等十餘項。發表 SCI 論文和中文核心論文 50 餘篇，主持開發了多項新藥

及功能性食品。 
 

7. 劉宇靈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中藥多功能納米製劑研究、中藥新藥研發等相關工作。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

目、中國中醫科學院科技創新工程項目等課題十餘項。以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多篇 SCI 論

文，以第一發明人授權發明專利 2 項，獲中華中醫藥學會科學技術獎二等獎 1 項。榮獲中

國中醫科學院「抗疫先進個人」、 「抗疫先進集體」、 「中國中醫科學院優青」等榮譽稱號。 
 

8. 林龍飛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中藥製劑新技術、新方法研究及創新中藥研發，並將科技前沿-應用基礎實現良

好的有機結合，形成了鮮明的研究特色。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北京市自然基金等課題

十餘項，發表論文／論著 90 篇（ IF 大於 10 分 4 篇， ESI 2 篇），獲得北京市科技新星、

北京市優秀青年人才骨幹個人、中國中醫科學院優青等榮譽稱號，榮獲中華中醫藥學會等

科技進步獎兩項。 

 
9. 馮雪助理研究員 

 
博士。主要從事中藥複方物質基礎和作用機理研究，主持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自選

課題-人才引進項目 1 項，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國家重大新藥創制項目、國家自然科學

基金面上項目等多項，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 40 餘篇。 

 
10. 張彩娟助理研究員 
 

博士。主要從事中藥複方物質基礎和作用機理研究，主持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自選

課題-人才引進項目 1 項，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國家重大新藥創制項目、國家自然科學

基金面上項目等多項，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 40 餘篇。2022 年獲中國民族醫藥學

會科學技術獎二等獎，排名第七。 

 
11. 王敦方助理研究員 

 
博士，博士後。主要從事中藥複方物質基礎和作用機理研究，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

基金 1 項，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國家重大新藥創制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

等多項，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 40 餘篇， 2018 年獲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科學技術

獎二等獎，排名第 8；獲 2017 年中國中醫科學院優秀碩士論文獎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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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慧敏研究員 

 
博士，II 級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第 12 屆國家藥典委員會標準物質專業委員會委員。主要

從事中藥藥效物質基礎研究和中藥質量評價研究，主持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醫藥現代

化」重點專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新藥創制等國家級課題 10 餘項，發表學術論文

100 餘篇，獲省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 2 項，制修訂的 13 項標準被《中國藥典》收載成為國

家標準，參編專著 4 部，授權專利 3 項。培養碩博士生 20 餘人。 
 

13. 劉安研究員 
 
博士，II 級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第 12 屆國家藥典委員會理化專業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

中藥評價方法、中藥藥效物質基礎、中藥新產品開發等相關工作，主要開展了中藥材/飲
片等級評價方法、優質中成藥評價方法、中藥飲片標準湯劑及配方顆粒標準體系建立、對

照提取物在中藥質量控制中應用、中藥內源性毒性成分限量標準計算方法、經典名方複方

製劑開發、提取過程動態優化方法等研究。發表論文 120 多篇，出版著作 7 部，申請專利

10 項，培養碩博士生 30 餘人。 
 

14. 張東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青蒿素類藥物，中藥質量標準及新藥研發工作，熟練使用液相、氣相、液-質、

氣-質等分析儀器設備。參與多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新藥創制項目以及新藥研發工

作。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 SCI 論文十餘篇，中文核心期刊論文三十餘篇。參與獲得臨

床批件 4 項。獲得授權專利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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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藥人才中期培訓項目（第二期） 

導師介紹 

 

主題一 ：中醫醫院骨傷科臨床診治 

1. 楊克新主任醫師 

 
教授，副院長，脊柱二科主任。 

首都中醫榜樣人物，中國民族醫藥學會骨傷科分會會長，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評審專家，

奧運會醫療專家，北醫三院特聘專家等。榮獲國家科技獎及學會一等獎等十餘項。 

 
2. 張世民主任醫師 

 
教授，脊柱一科主任。 

從事臨床工作 30 餘年，早年師從蔣位庄教授從事中西醫結合脊柱骨科，採用中西醫結合

方法治療脊柱疾患，總結了一套以中醫理論為指導系統的、規範化的非手術治療方案（包

括中藥、手法、針刀、針灸、神經阻礙等）。對頸椎病、腰椎間盤突出症、腰椎管狹窄

症、腰椎滑脫症、胸椎管狹窄症、退變性脊柱側凸、脊柱骨折等疾患，保守治療無效時，

積極採用各種手術治療。 
 
主題二 ：中醫醫院婦科臨床診治 

1. 黃欲曉主任醫師 

 
博士生導師，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婦科主任，婦科教研室主任，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

婦科學系副主任。第五批全國名老中醫蔡連香教授學術經驗繼承人，榮獲「中國中醫科學

院中青年名中醫」稱號，北京中醫婦幼名師。在治療卵巢功能減退、不孕症、反復妊娠丟

失、多囊卵巢綜合征、子宮內膜異位症等方面具有較豐富的經驗。社會兼職：北京市中西

醫結合生殖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市中醫藥學會生殖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

婦產科學會中醫婦科分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中醫藥信息學會免疫分會副會長、中華中醫藥

學會婦科分會常務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生殖專業委員會委員等。 

 
2. 朱馥麗主任醫師 

 
醫學博士，婦科副主任，第四批全國中醫（西學中）優秀人才。曾於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工

作 10 餘年，一直承擔著本科生、進修醫、北醫八年制的代教和教學授課任務，曾獲優秀

教師稱號。2016 年調入西苑醫院工作後，也一直承擔濱州醫學院、北京中醫藥大學的學生

的代教和教學授課任務，曾經參加第二屆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青年教師授課競賽，榮獲優秀

課件獎。2023 年獲得醫院優秀 MDT 團隊獎。擅長於女性盆底功能障礙性疾病、慢性盆腔

疼痛、不孕症等的中西醫結合診治。發表論文 40 餘篇，副主編編著論著《女性盆腔臟器

脫垂手術治療學》，參譯包括《經陰手術學》等專著 5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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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楊智杰主任醫師 

 
碩士研究生，全國第五批名老中醫藥專家蔡連香教授學術繼承人。對婦科常見病、多發病

有較深入的研究，對婦科疑難病有一定的研究，於 2012 年於中國醫學科學院協和醫院婦

科內分泌進修半年。臨床擅長中西醫結合治療多囊卵巢綜合征、復發性流產、卵巢早衰、

女性盆腔炎性等疾病。擔任婦科教研室秘書，承擔濱州醫學院、北京中醫藥大學部分班級

中醫婦科學授課，年臨床帶教規培醫師 10 餘人。現為中國中藥協會女性生殖健康藥物研

究專業委員會、中國中醫藥資訊學會婦科分會、中西醫結合婦產與婦幼保健分會、中國中

藥協會女性生殖健康專業委員會、中國性學會中西醫結合生殖醫學分會委員。 
 

主題三：中醫醫院急危重病診治 

 
1. 齊文升主任醫師 

 
醫學博士，博士生導師，教授。現任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急診科資深主任。國家中

醫藥管理局急診科重點專科學術帶頭人，中國中醫科學院急重症學學科帶頭人，兼任北京

中醫藥學會急診專委會主委、中華中醫藥學會學會急診專委會副主委、世中聯溫病專委會

副會長、世中聯急診專委會副會長、北京中西醫結合學會急救醫學專委會副主委、北京中

西醫結合學會重症醫學專委會副主委等職。入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首屆「全國優秀中醫臨

床人才研修項目」，全國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學術繼承指導老師，獲「首都名中

醫」稱號。 
師從首都名老中醫方藥中教授與蒲輔周弟子薛伯壽教授，長於應用經方治療各種危重急

症，成功進行了大量急危重症搶救工作，多次參與非典、鼠疫、新冠肺炎等國家重大公共

衞生事件的救治，獲評「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 「全國衞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湖北省新時代「最美逆行者」等榮譽。臨證 30 年，先後建立熱

病及其嚴重併發症的中醫藥防治系統；搭建膿毒症及多臟器功能障礙綜合征中醫治療平

台、不穩定心絞痛現代病機及中醫治療平台。並結合自己的臨床體驗，在科內制定眾多協

定處方製劑，如四時感冒系列方、止痛酊、護臀油、脫敏合劑、九生散、消脹貼等，均獲

得良好的臨床療效，充分突顯中醫藥「簡、便、驗、廉」的優勢，在中醫急危重症領域有

較深厚的積累。 
 

2. 于大興主任醫師 

 
醫學博士，教授。現任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急診科主任。北京中醫藥學會急診專業

委員會常務委員，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溫病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師從薛伯壽國醫大

師、齊文升教授學習中醫臨床。2016 年 6 月獲得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西醫結合臨床專業臨床

醫學博士學位。參與多項所級、院級課題，國內外多中心的臨床研究和「十二五」國家科

技支撐計劃課題等研究工作，共發表學術論文 1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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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趙昕主任醫師 

 
醫學碩士，教授，碩士生導師，現任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急診科副主任。北京中醫

藥學會第六屆急診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北京中西醫結合學會第七屆急救醫學專業委員會委

員；北京中西醫結合學會第二屆災害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民族醫藥學會急診醫學分會理

事；世界中醫藥聯合會溫病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中醫藥大學兼職副教授。美國梅奧醫學

中心呼吸與危重症科訪問學者。第二屆全國西學中骨幹人才。從事中西醫結合急危重症工

作多年，在中西醫結合治療多種急危重症方面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核心期刊發表論文

十餘篇。 
 
4. 石福霞主任護師 

 
ICU 專科護士，碩士研究生導師。現任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重症醫學科護士長。

2003 年獲得北京地區第一批 ICU 專科護士資質。教學經歷：承擔全院護理人員急救專科技

能培訓，同時也為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實習基地，承擔實習生、進修人員教學工作。近幾年

配合護理部完成 14 名副護士長的輪轉工作。作為北京中西醫結合學會中西醫結合護理專

業委員會委員兼秘書，協助完成北京市第一批中醫護理骨幹人才培養項目的方案制定、籌

備、落實及考工作。組織了多次基地、特色技術、帶教老師及學員的遴選工作，並進行實

地考察，保證項目的有序推進。同時還負責了全部學員臨床實踐期間的輪轉安排及追蹤學

員的學習實踐情況。承擔北京中醫藥大學護理本科生的臨床帶教導師，並於 2022 年成為

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生導師。 

 

主題四 ：進階中醫針灸理論與臨床實踐 

1. 韓穎主任醫師 

 
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醫院神經科（腦病科）主任，醫學碩士。中國民族醫藥學會艾灸分

會副秘書長，中國民族醫藥學會疼痛分會理事。從事中醫針灸臨床工作 20 餘年，擅長以

中醫針灸為主、針藥結合進行治療，尤其對頭針療法、電針療法臨床應用有特色。在中

風、面癱、睡眠障礙、腦外傷後遺症、腦發育不良（如腦癱等）、認知障礙、帕金森氏

病、癲癇、神經損傷、多發性硬化、各種疼痛性疾病方面臨床經驗豐富。發表專業論文

20 餘篇，參加撰寫專著 3 部。 
 
2. 王彤主任醫師 

 
中共黨員，碩士生導師，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醫院骨傷科主任。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青年

名中醫，中國針灸學會經筋學會秘書長。師從著名針灸專家吳中朝、薛立功教授，研究

方向中醫經筋學、針灸推拿學。擅長應用經筋療法治療運動系統損傷、骨關節疾病及筋

性內科病。參與主持 10 餘項部級、院級課題，發表論文 20 餘篇，專著 10 餘部。參加北

京台《養生堂》，中央十台《健康之路》，中央四台《中華醫藥》、鳳凰台《中華養道》，

陝西台《百姓健康》等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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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京京主任醫師 

 
醫學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針灸醫院痛症科主任，中國中

醫科學院中青年名中醫，中國針灸學會痛症專業委員會副主委，中國針灸學會臨床分會

常委，ISO/TC249 註册專家。主研方向為針灸治療疼痛及心身疾病。承擔國家重點研發計

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等科研課題十余項，發表論文 50 余篇，作

為主要起草人承擔 WHO 西太區項目及中國針灸學會標準《循證針灸臨床實踐指南：偏頭

痛》的研製，主持起草 3 項針灸國際標準，其中包括 WFAS《偏頭痛針灸臨床實踐指

南》。 

 
4. 張寧主任醫師 

 
第五批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傳承人，現任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醫院婦兒科主任。從

事針灸臨床二十餘年，一直致力於婦女兒童疾病的中醫針灸防治工作，並長期承擔國際

培訓中心的教學任務。 

 
5. 霍金副主任醫師 
 

針灸學博士學位，針灸研究所國際針灸培訓中心講師，2012 年參加工作，從事對外教學

工作多年，曾獲得 2017 年第四季度針灸研究所國際針灸培訓中心優秀講師。2018 年參與

國際針灸網路教學建設自主課題。具有豐富的教學帶教經驗，臨床帶教年均百餘人次，

獲得學生的一致認可及好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