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0—2021 年度河南省中医药科学研究 

专项课题申报指南 

 

2020—2021年度课题申报按照《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遵循中医

药自身发展规律，以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为核心，充分发挥

中医药特色优势，培养优秀中医药科研人才和团队，培育有潜力

的中医药科研课题和方向，促进全省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和学术

发展。 

一、总体要求 

申报课题应坚持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开展研究，以提高临床

疗效和中医药学术水平为目的，充分反映我省中医药发展特点，

符合我省中医药事业发展实际需要。研究目标科学合理，研究内

容具有先进性，研究方案切实可行，经费预算合理合规，一般在

二至三年内取得预期的结果。重点支持省级以上平台围绕重点病

种和主要研究方向所开展的研究。 

二、设置类型 

（一）重大专项 

重点支持已有良好前期研究基础，有望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河南省科技进步奖或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



国针灸学会科技成果奖，有望争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

代化研究”重点专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和面上项目等支持的课题。针对重大疑难病症、慢性病等中医

药防治技术和新药研发等。 

凡申报重大专项未获立项的课题，均不予调剂。 

（二）其他课题 

1.重点课题 

择优重点支持已有较好前期研究基础，有望获得高水平成果

和更高级科研专项支持或有较好产学研结合前景的课题。针对中

医药疗效确切、优势明显的常见病或难治病（症），开展治疗方

法的临床评价和技术操作规范研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以提

高中医临床疗效，促进规范应用和普及推广。 

凡申报重点课题未获立项的课题，均不予调剂。 

2.普通课题 

重点支持探索性研究课题，选题切合临床实际，提倡应用先

进技术、交叉学科研究中医药，以期在优势病种研究、专科发展、

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较好的进展与成果。 

立项不资助课题纳入普通课题管理。 

三、申报范围 

（一）常见病、多发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以提高中医药防

病、治病能力为目标，选择中医药治疗优势明显，特色突出的常

见病、多发病，明确中医药治疗有优势的项目范围及特点，切实



提高临床疗效，降低医疗费用支出。 

（二）重大疾病、慢性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针对严重危害

居民健康的重大疾病、慢性疾病进行中医药临床研究，适宜老年

人、妇女、儿童和慢性病患者的治未病方案研究，积极探索中医

药预防、治疗的重要节点和有效方式，提高临床疗效和患者生活

质量。 

（三）中医优势病种临床研究。主要为省级以上重点专科、

重点学科围绕优势病种临床关键问题进行的前瞻性和总结性临

床研究。研究内容为针对某一疾病或某一疾病某阶段或若干症候

的诊断标准及方法、治疗原则、治疗方法（含方药、非药物疗法、

综合治疗方案等），包括临床领域中西医结合的探索性研究。 

以上三类项目要注重体现中医药特色，具有较丰富的临床经

验积累，具有较好的前期工作基础，门诊量或住院人数能够满足

临床研究需要。涉及临床疗效评价和疾病防治方法研究的课题，

除承担单位外，应至少有两家以上三级医院参与协作。 

（四）重点药物和临床中药学研究、康复器械研发。主要为

经典名方和大品种二次研发，新型制剂、优质饮片、配方颗粒、

非药物疗法和先进中医诊疗、康复、中药设备研发。为探索解决

当前中药临床供应、使用、合理用药中存在的关键、共性技术问

题的研究。应特别注重与中医临床需求相结合，尤其是中药临床

合理用药的方法和关键问题，以保证中药临床应用的安全和疗效。

重点支持临床中药学服务模式的研究、基于信息系统支持的中成



药处方点评的研究及传统中医药系统内解毒机制研究。 

（五）其它领域。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研究；适合在基层

推广，疗效确切操作简便的中医诊疗技术方法和推广应用研究；

中医药经典著作整理与研究，如《伤寒杂病论》及有关中医古籍

校注和整理研究。为中医临床研究基本思路、研究方法、科研设

计、质量控制、评价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共性问题的研究。 

四、申报主体 

（一）申请单位 

1.原则上为医学类高等院校（临床类课题应通过主持人注册

执业的附属医院申报）、医学科研院所及三级医疗机构。无三级

医疗机构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可放宽至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 

2.具备较强的科研、医疗和培养优秀人才的综合实力，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相应的中医药科研条件和能力，财务独立核

算。 

3.课题承担单位应按照省卫生健康委文件要求，切实保障课

题经费的按时足额拨付；对立项不资助课题，应提供必要的研究

条件。 

（二）课题申请人 

1.应是从事中医药临床、科研、教学工作，实际主持和从事

课题研究工作的在职人员。 

2．原则上重大专项和重点课题负责人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普通课题负责人应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或取得博士

学位。 

3.具备良好的科研信誉、管理能力和较高的学术水平。 

4.课题申请人主持在研的省中医药科学研究专项课题不得

超过 2项。 

五、申报程序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卫生健康委，南阳

市中医药发展局，省直医疗卫生机构、医学科研院所，省内有关

医学类高等院校等单位作为推荐主体，负责审核并汇总申报材料，

择优向省卫生健康委进行推荐。 

（一）课题申请人须向推荐单位提供以下材料： 

1.《河南省中医药科学研究专项课题申请书》。 

2.科技查新报告。 

3.涉及实验研究的课题，实验研究工作必须在经省级以上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科研实验室进行。需提供实验室登记证书

复印件及实验室主任签名。 

4.其他支撑材料。 

以上纸质材料要求双面印刷，竖版胶装为一册，其中重大专

项使用黄色封皮，其他课题统一使用白色封皮。重大专项需提供

一式 11 份；其他课题提供一式 4 份。评审结束后，省卫生健康

委留档 1 份，其余由推荐单位自行取回。提交材料中请勿夹带重

要证书、证件、凭证原件等，如若丢失，后果自负。 



所有申报课题应提供《河南省中医药科学研究专项课题申请

书》电子版，要求 word格式，文件名统一为“课题负责人+承担

单位名称+课题名称”，例：“张三 XX医院 关于 XXX的临床研究”。 

此外，根据网评需要，重大专项还应另行提供盲审电子版，

要求 PDF 格式。除文件名正常填写外，正文当中不得出现该课题

组主要成员姓名、承担单位的名称，以及其他能够明显辨识申报

者身份的信息等。 

（二）推荐单位须提供以下材料： 

1.课题推荐公函。 

2.《2020—2021 年度河南省中医药科学研究专项课题申报

汇总表》（附件 2）。 

申报材料由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卫生健

康委，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省直医疗卫生机构、医学科研院所，

省内有关医学类高等院校等单位统一汇总提交，不接受越级报送。 

违反上述要求者，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所有申报材料不接

收二次补充和修改。 

六、经费保障 

（一）经费标准 

重大专项每项支持额度为 20～40 万；其他课题中，重点课

题每项支持额度为 8～10 万；普通课题每项支持额度为 2～5 万

或列入立项不资助。 

（二）经费来源 



立项课题经费由省卫生健康委和课题承担单位按照立项金

额各负担 50%，其中省卫生健康委负担部分由各承担单位从中医

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省级优势病种科研创新专项资金中列支；

其余部分由各承担单位自行足额配套。2020 年经费已通过省级

预算下拨，2021年经费将于明年拨付。 

课题承担单位是否匹配资金将作为课题立项的前置条件。 

立项不资助课题承担单位应多渠道争取课题资金，并提供必

要的研究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