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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已被公认，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两者各具

优势。但长期以来，医疗领域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遇到困难。

一是中医人员数量增长与中医机构发展缓慢，中医力量薄弱。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
27.6万人，到2002年还是27万余人，53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分别为8.7万和157万人，增长
17倍；中西医医生比例由3.2：1变为1：5.8。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
员约50万人，不足1/10。
二是中医教育日益衰退。 语言上，古汉语训练缺乏， 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
籍；课程安排上，中医理论培训严重不足，甚至《黄帝内经》等经典也不研读；技能培养上，

中医望、闻、问、切等训练不多。

三是民间中医的发展面临困境。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水平高、收费低、效果好，深

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知识，民间医生大

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行医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

非法。

四是中医医院存在西医化倾向。目前全国有2800多家中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医
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

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靠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靠它收费，医院无法养活，医生只有受

穷。

(摘编自陈永杰《中医药发展面临的严重困境》)
材料二：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是习jin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正确处理传承与创
新的辩证关系，关系到中医药的前途和命运。

传承精华，就是要让中医药发展源远流长。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离开传承谈创新，就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医药的精华，沉淀在汗牛充栋的中医古籍中，流传在历代中医大家的

临床实践中，散落在疗效显著的民间奇方中，这是中医药学药学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命脉。传承不足，让多种中医技艺面临失传，让中医医道艰难延续。深入挖掘中医药宝

库中的精华，必须培养大批中医“专才”，这样才能使“国宝”代代相传。院校教育是中医药人才
的主阵地。当前，院枝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医教育西化、中医思维薄弱、中医技能缺失等问

题。师带徒，出名医，中医独具特色的技艺需要活态传承。中医临床功夫、中药炮制工艺，主

要靠师徒一代一代口传心授。师承教育能为“草根”中医打开临床门，让岐黄之术薪火相传。我
们应将以“个性化”为特征的师承教育与以“标准化”为特征的院校教育相结合，将传统教育的精
粹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之中，构建适应新时代的中医教育体系，为中医药发展打下最坚实的人才

之基。

守正创新，就是要让中医药发展清流激荡。只传承，不创新，捧着金饭碗也只会越吃越穷。让

中医药老树发新芽，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从《黄帝内

经》奠定中医理论体系，到明清时期瘟病学的产生，再到现代青蒿素的诞生……创新，始终是
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中医药需要源源不断地注入创新的“源
头活水”，在更多领域取得新突破。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中医药研究突破提
供了有力支撑，多学科、 跨行业合作为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带来广阔空间。我们不能因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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