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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姑息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广州召开 

 

2016年6月3日～5日，世界中联癌症姑息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第十三届全国肿瘤综合治疗新进

展学术大会暨第二届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学术年会在广州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姑息治疗与科学评价”。

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新加坡、泰国、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等国家地区的500余名代表参会。广东

省中医药管理局徐庆锋局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原副司长姜再增、广州中医药大学黄斌书记、王省良

校长，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陈文锋书记、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吕玉波会长、广东省中西结合学会会长吴伟

康会长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大会。 

李大鹏院士、林洪生教授等专家和学者在大会上作了精彩的报告，分别就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的特点

及作用，展现了中西医结合肿瘤最新研究成果，探讨建立更加完善的肿瘤防治体系，同时就“中西医结合与肿瘤

规范治疗模式”、“中西医结合肿瘤疗效标准与科学评价”、“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药肿瘤研究新进展”等热

点问题进行广泛深入讨论。专家们也为今后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临床科研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新思路和新

内容。希望通过规范治疗与科学评价，取得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 

癌症姑息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选举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林丽珠教授任首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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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煎药机国际联盟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2016年6月26日，世界中联中药煎药机国际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智慧煎药服务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 

世界中联创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副秘书长桑滨生，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许志仁，北京医药行业协会

会长冯国安等领导出席了成立大会。 

世界中联中药煎药机国际联盟以“让中药煎药服务更好地服务于为人类健康，实现创新发展和共赢”为目的，

搭建煎药服务技术沟通与交流平台，中药及饮片交流服务平台，促进煎药服务标准化工作进程，加快煎药服务相

关业务与技术的推广和传播，不断延伸拓展领域，提升全球中医药服务水平。会议就境内外中医药煎药服务发展

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煎药服务的改革进行了研讨。联盟成立后，将就构建信息交流的国际平台，规范中药煎药

的服务，培养中医药有关人才，传播中医药文化等多个方面展开工作，为最终实现建立世界一流的煎药产业平台 

而努力。 

会议选举北京东华原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南龙任世界中联中药煎药机国际联盟首届理事长，东华原

总经理姜黎滨任联盟秘书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许志仁、北京医药行业协会会长冯国安任联盟高级顾问。 

 

临床科研统计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2016年6月25日，世界中联临床科研统计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 

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专家参会。世界中联创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内科专业委员会

会长孙塑伦，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高海鹏，河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李建生，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秘书长赵贵英，

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常务副主任尹岭、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统计系教授、国家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

心副主任周晓华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开幕式。 

会议以“助力临床科研，培育复合人才”为主题，邀请了海内外从事临床科研及相关领域的临床、教学和科

研工作的专家、学者参会，以主题报告、专题发言、论文汇编等形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的

工作领域将涉及科研课题的设计、实施、管理与数据分析的策略与技术；遵循临床研究国际规范，研究促进临床

科研数据共享的关键技术；统计研究发表高影响因子SCI学术论文的策略、路径、技巧；大数据的计算机处理、 

统计分析等。世界中联创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表示，专委会的成立将助力临床科研，培养复合人才。希望专

委会集中力量，形成拳头，为中医临床科研提供全链条全方位的整体服务，推动临床科研协同工作平台的建设，

整合境内外相关领域的学术资源，开展临床科研统计学理论研究与创新，提高统计学在临床科研领域中的应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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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特别是符合中医药临床科研特点的合理应用，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高海鹏副院长在讲话表示，

作为专委会的挂靠单位，医院将积极推动专委会工作的发展，为专委会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促进专委会“助力

临床科研，培育复合人才”。新当选的首届会长、军事医学科学院胡良平研究员代表专委会对临床科研统计学专业

委员会未来工作的目标和愿景作了阐述。16位专家在第一届学术年会上做学术报告，内容包括中医临床科研方案

制定中有关问题讨论、国际顶尖级医学杂志论文中科研设计与数据分析的现况分析、中医大数据的机遇与挑战等。 

 

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2016年7月7日至9日，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中医院感染管理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 

世界中联主席佘靖教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屠志涛局长等领导出席了成立大会。佘靖教授指出，医院感染防控工

作是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医感控体系也逐渐被海内外所关注。凭借世界中联这样一个国际化的交流平台，医

院感染管理专委会的成立对进一步建立适应中医诊疗特色并能得到国际认可的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体系具有 

重要意义。屠志涛局长对医院管理专委会现有工作基础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示，中医院感染管理是紧密结合中

西医的，具有跨多学科合作独特品质的专业。专委会的成立和国际论坛的召开必将为促进中医医院感控水平的发

展做出新的贡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教授当选为首届会长。他表示，医院感染管理专委会在中医医学

领域是全新的，要努力发展和壮大专业队伍。世界中联是世界中医药的舞台，要利用好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多学

科多专业团结合作、共同发展，促进交流与合作，使专委会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此次大会以“创新中医药，感控新高度”为主题，邀请了海内外多个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知名感控专家进行了

授课，多角度分享了最高端、前沿的信息。 

 

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2016年7月15日至17日，世界中联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世界脊柱健康论坛在北京召开。来

自中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等23个国家和地区60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世界中联主席佘靖

教授，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会长何界生，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原院长、骨伤科研究所所长李同生，上海中医药大学 

原校长、中医骨科专家施杞和等领导出席成立大会。世界中联主席佘靖指出，保障脊柱健康是一个重大课题，也

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已经受到世界医学界和相关业界的广泛重视，相关学科建设不断发展，学术交流日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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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世界中联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加强海内外从事脊柱健康研究、教学、医疗、生产等机构或团体及相关

人员的沟通，为中医脊柱健康学术交流与合作、标准研究和制定、成果推广和人才培养、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搭建

一个国际化的交流平台。何界生代表何鲁丽副委员长对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她希望中国学

者虚心学习各国先进经验，积极响应习主席号召：“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的精华，

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上世界”，施杞教授介绍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医药界为

脊柱健康做出了不懈努力，涌现出尚天裕、石仰山、刘柏龄等脊柱医学专家。本世纪以来在韦以宗教授为首的专

家团队努力下，创立的脊柱运动力学新理论，对脊柱伤病的预防、保健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当选首届脊柱健康

专业委员会会长的北京昌平区光明骨伤医院院长韦以宗表示：专业委员会将努力团结23个国家540名理事，以海

纳百川的胸怀，广泛交流各国各民族各流派对脊柱健康防治技术，共同提高，保护世界人民的脊柱健康。 

此次大会以“脊柱健康”为主题。广西中医药大学中医骨科专家韦贵康教授，空军总医院赵平教授，中日友

好医院谭明生教授，美国脊骨神经医学会William Christime，韩国脊椎神经推拿学会南恒祐和中华中医药学会 

整脊分会主任委员高腾等专家分别就各自脊柱矫正手法特技，脊柱健康新理论、新技术进行了交流，总结了中医

整脊学科创立的过程及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世界中联同时批准成立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标准审定委员会，审议了《中医整脊技术操作规范和脊柱亚健康

诊断标准》和《中医整脊科医师专业技术水平评价标准》。 

 

日中健康科学会岡村興一副理事长访问世界中联 

 

    2016年7月18日，日中健康科学会副理事长岡村興一先生率团访问世界中联秘书处。世界中联创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李振吉教授、秘书长助理秦树坤等秘书处领导会见了日本客人，并对岡村興一先生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李振吉教授向客人介绍了世界中联总体情况以及目前业务发展，日中健康科学会成员结合其在日本的从事相关专

业和健康产业的情况进行了交流，代表团成员一致表示，中医药在日本口腔医学、癌症治疗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 

应用十分广泛，疗效显著，希望能与中国的中医领域的机构和人员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双方就中医针灸、中

医治未病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 

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部门及领导；世界中联高级专家委员会及工作咨询委员会 

发：世界中联各部门、各专业委员会；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各中医药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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