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世界传统医药日活动 世界传统医药
日演讲稿(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世界传统医药日活动篇一

近年来，中医药的独特疗效正为全世界所关注，众人瞩目之
下，中医药如何走向世界也愈发凸显为焦点问题。

我国传统医药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至今在医疗保健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世界传统医药领域处于领先
地位，是由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和优势所决定的。随着疾病谱
的变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健康观念的转变，中医药学的
优势越来越显现出来，其科学性和先进性越来越被学术界、
产业界所重视。进一步认识这些特色和优势，并在实践中加
以发挥极为重要。

中医药的标准化取得了一些进展。近年来，传统医药与现代
医药相对应，通常指运用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医药经验和技术，
或指现代医药以前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医药经验和诊疗技
术。世界各国的传统医药是国际医药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随着化学药品毒副作用不断出现，药源性疾病日益增加，以
及生化药品研制成本昂贵等问题的存在，人们开始呼唤回归
大自然，希望用天然药物和绿色植物来治疗疾病和保健。从
北美、西欧等国家草药市场的兴起到“世界传统医药日”的
确定，都表明一个有利于传统医药发扬光大的社会氛围正逐
步形成。我国的中药是世界传统医药的主要代表之一。已经



有数千年历史的中药，在新时代里日渐迸发出新的光彩。目
前，我国中药己在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国得到广泛应用，
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也逐渐开始重视中医中药。

中医药及其它传统医药为保障世界人民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具有独特的优势。充分挖掘和发展中医药和其它传统医药，
对于人类战胜疾病、保障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
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和“回归自然”潮流的兴起，中医药及其
它传统医药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世界传统医药发展迅
速，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中医药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并且对世界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要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的有是特色，
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世界传统医药日活动篇二

近年来，中医药的独特疗效正为全世界所关注，众人瞩目之
下，中医药如何走向世界也愈发凸显为焦点问题。每年的10
月22日为世界传统医药日。以下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关
于20xx年世界传统医药日主题演讲稿3篇，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养生”“古代宫廷的养生之道”……如
今，打开微信朋友圈、微博、qq空间，有着“中医养生”的链
接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然而，在一些老中医眼里，传统的中
医文化却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中医靠的是积累经验，成
才往往需要二十年以上的经验积累，这个漫长的过程常常吓
退了年轻人，让老中医们几十年的经验面临着无人传承的困
境。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悠悠五千年，我们的先人创造
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和独一无二的传统技艺。这些都是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灵魂，是独一无二的个性标签，如果失



去了这些精气神，抽离过去千百年的积淀，国家也就失去了
独有的魅力和特色。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是
一句简单的空话。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而不是被同
化，需要我们借助“世界传统医药日”这样的节日提升公众
的文化记忆和认同，更离不开国家和政府拿出实实在在的行
动，保护和传承这些传统文化和技艺。但愿“世界传统医药
日”能唤起更多人守护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别让传统文
化丢了传人，别让中国的传统特色失了颜色。

虎骨、熊胆、麝香、鹿茸……在中医药学里，这些都是常用
动物药材。虎骨可强筋健骨，熊胆能清热镇痉，麝香活血散
瘀，鹿茸生精养髓，从最早的《神农本草经》到明朝的《本
草纲目》，一直到今天，医药宝库里留下了中国劳动人民反
复提炼的智慧结晶。然而东北虎、棕熊、林麝、梅花鹿……
又都是濒危动物。早在1949年，我国已有数十种药用动物灭
绝或濒危，珍贵药用动物分布区显著缩小，种群数量骤减。
在全球大力提倡生态保护的今天，传统医学一撞上环保旗帜，
就立刻招来了大量的批判和抨击，如活取熊胆带来的虐待动
物和破坏野生种群问题，药品中重金属超标问题等等。今天
的中医药学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挑战———是继续承
担行医救人的重任，还是从此放弃宝贵文化遗产?中医药也应
像其他学科一样，不断创新发展，要重视探索研究哪些药可
以不用或找到代用药。如用水牛角代替犀牛角，使用人工牛
黄和人工合成麝香等。对祖先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
是发展中医药新药的途径。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悠悠五千年，我们的先人创造了灿
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和独一无二的传统技艺。这些都是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文化灵魂，是独一无二的个性标签，如果失去了
这些精气神，抽离过去千百年的积淀，国家也就失去了独有
的魅力和特色。但愿“世界传统医药日”能唤起更多人守护
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别让传统文化丢了传人，别让中国
的传统特色失了颜色。



今天是传统医药日。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重视传统医药，我
们的共和国也不例外，建国六十年以来，政府为了挽救中医
作了大量的工作。温家宝上任发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中医
药条例》，从国家的层面来说不可谓不重视。特别是自非典
之后，重视中医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然而中医的现实
却令人担忧。

“据统计，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0万;现
在27万人，而据我们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
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换句话说，真正能用中医思
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其他中医尚需进一步学习或温习四大经
典。这期间，我国人口从4亿增加到今天的13亿，而中医却
从80万人减少到3万人。”(引自贾谦博客)这个说法虽然有点
夸张，但实际上是真正掌握中医理论、用中医思路来诊疗疾
病的中医越来越少，更多的中医是在用西医的思路和方法诊
疗疾病。当然，不管用什么方法，无论中西医，解决病人的
痛苦是第一位的。问题是中医师不在中医上下功夫，探索为
病人解决疾病的方法，而是不知不觉的被国内或国外的药商
牵着鼻子走，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使用自己不擅长的武器，
反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应该使用的武器去和疾病战斗，使
用习惯了别人的思维方式和武器，只能变成西医而非中医。
中医的事业只能逐步或快速的萎缩，陷于难复之地。

中医之名下鱼龙混杂，有多少国办和民办的中医院、研究所
是真正在中医临床和中医研究上下功夫?又有多少人打着中医
招牌在干毁灭中医的事情?广告宣传的所谓神医，又有几个是
真正的中医?群众无法甄别，大多数人的从众心理抬举了所谓
的神医，正是这些神医给中医带来了被打击的口实，真正的
中医即将毁在那些所谓的“中医”手里。

中医中药本是难以分开的，但是目前有一种趋势，把中医药
产业当成了中医药事业。中医药产业实际是就是中药企业，
是药商们生产用于临床的企业，也是药商赚钱的工具。没有
人做赔钱的买卖。但是为了利润，导致了中药资源的大量浪



费，中药的品质下降，甚至物种的灭绝，后果非常可怕。大
量的中药资源廉价出口，成了国外厂商获取暴利的原料。国
内的药商有很大部分粗制滥造，重复生产，大量临床需用的
药材成了提炼“精品”的原料。这些导致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现在吃不到高品质的中药，将来恐怕会吃不上中药。中药的
消亡也是促使中医灭绝的重要因素。如果现在不采取紧急措
施，待到没药可吃再去保护，就太晚了。

养生是中医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有许多所谓的养生书籍，
不论如何乱说，都标榜是中医养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
些所谓的时髦大作，败坏了中医的声誉，让人无所适从，如
果这就是中医，不要也罢。

中医药学是伟大宝库(伟人语)，但不是所有的中医业者都是
宝贝。有的自号中医者无能卑下，不等于所有的中医业者都
是如此。中药无毒，是不明事理者的乱说。老百姓都知道是
药三分毒，那时候还没有西药。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
能一概而论，也不可以偏概全，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不
是科学精神了。

人类健康需要传统医药。顾名思义，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
对应，通常指运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医药经验和技术，或现
代医药以前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医药经验和诊疗技术。世
界各国的传统医药是国际医药界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去年中医确实骄傲了一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从中医古籍
得到启发，并用现代医学技术提取青蒿素，在抗疟领域作出
突出贡献而荣获20xx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时间，
媒体狂欢，举国同庆，有点儿中国“中医药”冲出国门，走
向世界的味道。

与此同时，也让用现代医学研究中医成为热点，而中医标准
化作为一项现代技术和方法，长期以来存在不同意见。有相
当多的人认为：中医能否标准化，实质上是中医能不能大规



模推广应用的问题。因为要大规模推广应用，就必须制定标
准，否则无法执行。中医只有标准化了才能方便教学，方便
验证疗效，方便分辨庸医良医。

但也有更多的人认为，过去中医的传承模式就是师带徒，而
师父的观点就是传承于上一代人的经验加上对中医经典著作
的理解，但其实发展到今天，现代人对经典著作的偏好和理
解程度其实都是不同的，如今各“医学流派”的连观点都无
法统一标准，更不用说临床诊断的标准了。中医就是经验医
学，无法“标准化”。

中医该不该标准化?中医该如何标准化?我国中医标准化的进
程如何?10月22日，是世界传统医药日，咱们来简单梳理梳理。

简单讲，中医标准化无非是采取一套标准对中医进行量化，
它的目的在于在一定范围内追求最佳秩序，在一定范围内形
成共识，能在一定范围内共同使用和反复使用。

“如果硬是拿西医的标准来套，很荒唐!”国家级名老中医徐
志瑛认为，流传几千年的中医，其实本身就有一套自己的标
准。

《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四大经典，是中医标准化最早的基础
之一，“旁人看不懂、觉得玄就不是标准了吗?”

比如中医诊疗中的针灸，针对不同的疾病针刺不同的穴位，
才能治病;

比如中药炮制，中药发挥应有的药效，是有一套严格的“炮
制”规范的。

作为徐志瑛中医传承工作室的核心人物，徐志瑛本人其实早
就意识到了标准化这个问题。既然都在讨论标准化问题，无
非是因为中医没有足够的样本，没有足够的对比数据，也没



有像西医一样的对照组。

近十年来，她和她的“弟子”搜集了大量典型的临床治疗案
例，并录入电脑，整理中医的量化标准，以期为实现中医大
数据贡献一点点力量。

但是，现代科学往往都是数据表达，如果不制订一套通用标
准，中医的现代化发展极其困难。浙江中医药大学药物研究
所所长吕圭源教授不反对中医标准化，但他一再强调，这套
标准一定要适合中医辨证施治、个性化治疗等特性，照搬西
医的标准化是行不通的，需摈弃“拿来主义”的做法。

因为目前中医的诊断或疗效指标中定性较多，很多都是用描
述性的语言来表达，不同中医师对同一病人开出来的药方不
同很正常，因此，中医现行的标准相对是原则性标准。

世界传统医药日活动篇三

人类健康需要传统医药。顾名思义，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
对应，通常指运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医药经验和技术，或现
代医药以前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医药经验和诊疗技术。世
界各国的传统医药是国际医药界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去年中医确实骄傲了一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从中医古籍
得到启发，并用现代医学技术提取青蒿素，在抗疟领域作出
突出贡献而荣获20xx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时间，
媒体狂欢，举国同庆，有点儿中国“中医药”冲出国门，走
向世界的味道。

与此同时，也让用现代医学研究中医成为热点，而中医标准
化作为一项现代技术和方法，长期以来存在不同意见。有相
当多的人认为：中医能否标准化，实质上是中医能不能大规
模推广应用的问题。因为要大规模推广应用，就必须制定标



准，否则无法执行。中医只有标准化了才能方便教学，方便
验证疗效，方便分辨庸医良医。

但也有更多的人认为，过去中医的传承模式就是师带徒，而
师父的观点就是传承于上一代人的经验加上对中医经典著作
的理解，但其实发展到今天，现代人对经典著作的偏好和理
解程度其实都是不同的，如今各“医学流派”的连观点都无
法统一标准，更不用说临床诊断的标准了。中医就是经验医
学，无法“标准化”。

中医该不该标准化?中医该如何标准化?我国中医标准化的进
程如何?10月22日，是世界传统医药日，咱们来简单梳理梳理。

简单讲，中医标准化无非是采取一套标准对中医进行量化，
它的目的在于在一定范围内追求最佳秩序，在一定范围内形
成共识，能在一定范围内共同使用和反复使用。

“如果硬是拿西医的标准来套，很荒唐!”国家级名老中医徐
志瑛认为，流传几千年的中医，其实本身就有一套自己的标
准。

《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四大经典，是中医标准化最早的基础
之一，“旁人看不懂、觉得玄就不是标准了吗?”

比如中医诊疗中的针灸，针对不同的疾病针刺不同的穴位，
才能治病;

比如中药炮制，中药发挥应有的药效，是有一套严格的“炮
制”规范的。

作为徐志瑛中医传承工作室的核心人物，徐志瑛本人其实早
就意识到了标准化这个问题。既然都在讨论标准化问题，无
非是因为中医没有足够的样本，没有足够的对比数据，也没
有像西医一样的对照组。



近十年来，她和她的“弟子”搜集了大量典型的临床治疗案
例，并录入电脑，整理中医的量化标准，以期为实现中医大
数据贡献一点点力量。

但是，现代科学往往都是数据表达，如果不制订一套通用标
准，中医的现代化发展极其困难。浙江中医药大学药物研究
所所长吕圭源教授不反对中医标准化，但他一再强调，这套
标准一定要适合中医辨证施治、个性化治疗等特性，照搬西
医的标准化是行不通的，需摈弃“拿来主义”的做法。

因为目前中医的诊断或疗效指标中定性较多，很多都是用描
述性的语言来表达，不同中医师对同一病人开出来的药方不
同很正常，因此，中医现行的标准相对是原则性标准。

世界传统医药日活动篇四

每年的10月22日为世界传统医药日。1991年12月12日，42个
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传统医药大会上，一致
决定将大会的开幕日定为每年的世界传统医药日，并写进
《北京宣言》。

随着化学药品毒副作用不断出现，药源性疾病日益增加，以
及生化药品研制成本昂贵等问题的存在，人们开始呼唤要回
归大自然，希望用天然药物和绿色植物来治疗疾病和保健。
从北美、西欧等国家草药市场的兴起到“世界传统医药日”
的确定，都表明一个有利于传统医药发扬光大的社会氛围正
逐步形成。我国的中药是世界传统医药的主要代表之一。已
经有数千年历史的中药，在目前己在东南亚、日本、韩国等
国得到广泛应用，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也逐渐开始重视中
医中药。

且不说已经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
熊胆、虎骨、犀牛角等动物类中药，就草药而言，中国的中
草药资源也已经不容乐观。内蒙古曾经是世界重要的甘草产



地，过去内蒙古甘草随处可见，如今有2/3的地方甘草已经绝
迹，剩下的1/3也是量少质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由于过度采挖，以及放牧、大面积砍伐森林、城市化加
速等原因，中国中草药资源正在大幅度减少。

中国出口中药多为原药材，价格低廉、附加值低，成药比例
不足30%，而占世界中草药市场分额90%的日本和韩国，其所
用的中药原材料80%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国外企业不仅对中国
中药材进行大批量收购，还大肆掠夺中国中草药的基因资源，
连带影响中草药的知识产权保护。此外，许多外商利用各种
民间交流、商务考察甚至旅游的机会，加紧搜罗我国民间的
中药秘方和偏方。中药资源的保护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否则，等到中药终于可以走向世界之时，已经没有“中药”
可以“走向世界”了。建议将中草药资源的保护纳入中国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强化全民中草药保护意识，严禁乱采滥挖、
毁林开荒、过度放牧等破坏中草药资源的行为。

江苏道地中药材薄荷，目前已有8项专利落在美国人手里。据
悉，薄荷的中国专利共申报有16件，国内申报有8件，国外申
报为8件。尽管在专利数量上中外平分秋色，但外国公司的技
术专利主要用于口香糖等高利润市场，其中美国箭牌糖类公
司独揽4项专利，而我国的专利只是薄荷藕、薄荷茶水等，市
场空间极为有限。

中药知识产权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上述列举的专利问
题之外，还包括商标、商业秘密、行政保护等诸多方面。对
于药品来说，商标的保护十分重要。药品商标不仅是商品和
企业的象征，还可以作为药品是否合法经营的依据。药品的
注册商标对于企业创名牌、提高市场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
例如同仁堂、达仁堂等知名商标，在消费者与同行中都有良
好的声誉。但我国许多中药企业不注重中药商标的注册，品
牌流失严重，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冲突、药品通用名称与商
标混淆等问题普遍存在。



除了上述问题外，中西医文化差距，比如：中医的“阴虚”
等术语无法为西方社会所理解;中药使用不当引起的误解，比
如：关木通等中药使用不当引起的“中药肾病”令许多国外
舆论对中药存有偏见等，均说明中医药走向世界仍面临着种
种内忧外患。中医药走向世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相信在
我们共同的努力下，终有一天中医药将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
作贡献。

世界传统医药日活动篇五

10月22日是世界传统医药日。在我国，作为传统医药的中草
药、中成药，不仅是当今医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一种
民族文化传承的象征。但是在我市很多年轻人心中，有病看
西医吃西药成为治疗首选，只有部分中老年人对中药情有独
钟。

“西药治病、中药养生”，在很多人看来，中药只能起到调
理身体的作用，在疾病治疗方面，西药才是绝对的“主力”。
连日来，我们通过对我市老中青三类人群的调查了解到，有
病首选看中医、服中药的市民不足三成。部分市民难以认同
中医治病理念，认为中医药治疗上过于玄乎，且不如西药见
效快。

有人说中医讲究全面治疗，治疗效果缓慢。现代科学如此发
达的今天，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一套治疗理论未免有些落后，
中医固然有用，但检查手段、用药理念却一直没有太大的革
新。反观西医，各种仪器、检查手段、药物层出不穷，治病
还是得西医。

中医药已在我国传承几千年，这种传承却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这种威胁并不是西医带来的冲击，而是来源于市民缺乏对中
医药的认知。很多人认为中医始终无法与西医相提并论，加
上目前对中医药宣传力度不够，中医人才出现断层，使中医
药的传统优势逐渐消失。



近年来有关西药副作用的报道层出不穷，西药只能通过加大
剂量来达到治疗目的，而一些疾病本身的细菌或病毒则存在
进化的可能，当药品的剂量大于人体耐受程度时，就会出现
药品的毒副作用。而中医药副作用小，它本身采用的就是一
种生物(植物)，且通过胃、肠道吸收，有效成分不易丧失。
中医和西医其实各有优势，不能极端地认为中医好过西医，
或者西医胜过中医。

近年来认可中医药的市民开始逐渐增多。不过，目前最大的
困境是中医药人才的缺乏。由于中医理论学习需要大量的时
间与经验的积累，较为枯燥无味，很多学生都不愿意去学中
医，以至于传统中医学逐渐没落。希望国家能够真正重视中
医学的发展，也希望更多的人去学习中医学，将它继续传承
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