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7 —

附件

2025年度局省共建重大项目申报指南

2025 年度局省共建重大项目指南部署 5 个研究领域，每个

项目均应整体申报，须含盖相应领域的全部考核指标。每个项目

可下设 3个子课题，至少 1个子课题应由县级医疗单位承担，子

课题列入 2025 年度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面上项目。项目设 1名负

责人，每个子课题设 1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可担任其中 1个子

课题负责人，项目所含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负责人承担

的子课题不列入面上项目。

领域一：急危重症中西医结合防治新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脓毒症、心肌梗塞、重症肺炎、重症急性胰

腺炎、急性器官功能衰竭等具有中西医结合优势的急危重症，开

展中西医结合早期干预、精准治疗及疗效监测等新技术、新方案

研究，形成干预时机、适当方法、疗效评估的有效策略；开展多

学科协同临床研究，形成高质量的临床证据。

绩效目标：围绕 1种急危重症，形成有显著临床疗效的急危

重症中西医结合防治方案或新技术、新治法 1个；取得高质量临

床循证证据，并纳入高级别临床指南或形成专家共识 1部；在不

少于 5家医疗机构应用推广。

要求揭榜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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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二、重大疑难疾病中医药诊疗新方案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肺癌、乳腺癌、肝癌、心绞痛、肺血栓栓塞

症、重性精神病、阿尔茨海默病、皮肌炎等重大疑难疾病，以提

高临床疗效为导向，总结疑难病“病证结合”证治规律，制定中医

药或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的防治方案；基于循证医学原则开展临

床研究，获得高级别临床证据，建立中西医共识的诊疗规范和指

南；阐明有效方药的作用机制；研制相关特色制剂或产品。

绩效目标：围绕1种重大疑难疾病，针对病程波动、中医证

候特征建立病证结合的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1个；取得高

质量临床循证证据，并在项目实施基础上制定行业认可的临床防

治标准、规范或指南1项；针对疗效和作用机制确切的1个中药复

方，完成中药新药临床前研究或院内制剂临床研究。

要求揭榜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

领域三：中医优势病种中医药防治方案优化评价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溃疡性结肠炎、膜性肾病、不孕症、带状疱

疹、慢性骨髓炎、股骨头坏死、儿童近视、生长发育障碍等中医

优势病种，以中医药诊治特色和优势为切入点，选择已具备一定

基础和临床证据的诊疗方案，明确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环节，以

提高疗效为目标优化方案，开展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和疗效

机制的研究，形成高质量、国际公认的临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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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围绕 1种中医优势病种，优化中医药治疗方案 1

个；在项目实施基础上形成行业认可的临床防治标准、规范或指

南 1项；针对疗效确切的 1个中药复方，完成中药新药临床前研

究或院内制剂临床研究。

要求揭榜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

领域四：中医药特色设备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中医诊疗方法规范化、智能化的迫切需求，

重点选择传统中医经典诊疗方法，结合机器人、人工智能、3D

打印等技术，研究中医诊疗方法的量化表征，构建中医诊疗方案

知识图谱；通过智能传感器及大数据智能算法处理技术，模拟专

家诊疗方法，实现传统中医诊疗方法的数字化呈现，智能化实现，

研发中医特色设备；基于中医特色设备，建立临床应用标准化、

规范化治疗方案。

绩效目标：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 1项；建立中医诊疗方案知

识图谱 1套以上；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项。

要求揭榜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

领域五：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研发和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中医药具有特色优势的重大高发疾病，选择

组方合理、治疗病症明确、作用机制相对清楚、具有较大市场前

景的经典名方、名老中医经验方或协定处方，开展制剂成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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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工艺、质量控制、药效学和安全性评价等研究；开展临床研究

或人用经验的数据收集、病案资料整理。

绩效目标：形成 2-3 个具有明显临床优势和特点的医疗机构

中药制剂并完成注册或备案，在 10 家以上医联体、医共体和科

研协作单位推广使用。

要求揭榜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