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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科研专项 2021 年申报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围绕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建设任务，

以提升临床研究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为目标，促进中医药科技成

果转化与特色技术推广应用，培养高层次青年人才，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提升我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一、课题招标范围 

1.中医药治疗优势病种的方案优化及临床评价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区域中医（专

科）诊疗中心、国家中医重点专科、中医特色明显等优势病种，

开展中医药诊疗方案优化及临床评价研究，初步形成中医药特色

优势明显的专病诊疗方案。 

考核指标：形成临床研究方案,开展疗效评价。 

拟支持项目数：8～10 项。 

2.重大疾病中医药防治循证评价探索研究 

研究内容：聚焦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感染性疾病、老年痴呆和抗生素耐药等问题，以中医

药诊治特色和优势为切入点，明确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环节，采

用公认的临床结局指标，评价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或开展基础研

究，初步阐释疗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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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完成所选择病种较高质量、规范的临床研究，形

成循证证据；初步阐明相关方药的作用规律和机制。 

拟支持项目数：5～10 项。 

3.经典名方的循证评价、药效物质基础及创新中药研究 

研究内容：①针对经典名方、名老中医验方、院内制剂

等，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运用真实世界研究方法、混合研究

方法、人用经验等，开展中药临床疗效评价研究；②基于临

床疗效确切的方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药物物质基础和

有效活性成分研究；③以院内制剂为基础，开展创新药物研

究。                     

考核指标：①探索构建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临床疗效评价

方法；②初步明确中药复方的药效物质基础；③形成创新药

物的基础材料。 

拟支持项目数：5～10 项。 

4.中医药传承与中医古籍文献应用研究 

研究内容：①历代名医临床经验和老药工传统技艺整理、挖

掘的基础上，开展数字化、可视化研究；②针对本专业优势病种

开展中医古籍文献挖掘研究，从源到流对理、法、方、药进行梳

理和挖掘，发表相应专病专题论文或出版专著，为临床实践提供

借鉴指导。 

考核指标：①形成名医临床经验和老药工传统技艺传承的数

字化、可视化研究报告；②形成中医古籍文献挖掘研究报告或出

版专著。（注：本方向不支持经验整理和干预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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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5 项。 

5.中医特色诊疗技术评价和传承应用 

研究内容：收集、整理、挖掘和创新中医特色诊疗技术，形

成疗效确切、安全可靠的方法、技术。所申报项目应说明中医特

色诊疗技术的源脉、特点、操作技术规范、注意事项和禁忌症等

。 

考核指标：完成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收集与整理，按照名称、

操作规范、适应证、禁忌证、临床应用情况等要素，形成研究报

告；形成中医特色技术规范文本和操作视频。（注：优先资助特

色明显、疗效突出和操作技术规范的项目；不支持知识产权不明

确的项目；不资助既往资助过的项目）。 

拟支持项目数：5～10 项。 

6.中医外科新疗法探索研究 

研究内容：①选择有潜在疗效优势的新治法、新方药、新技

术，开展高质量的临床研究；②针对外科手术术前、术中、术后

中医药应用的优势环节，开展中医药辅助手术治疗相关疾病的疗

效评价研究。 

考核指标：形成研究报告和循证证据。 

拟支持项目数：5～10 项。 

7.中医护理研究 

研究内容：①开展中医护理适宜技术操作规范优化和疗效评

价研究; ②开展智慧护理研究；③中医护理技术整理挖掘研究。 

考核指标：①形成中医护理技术规范化研究报告，明确其操

作规范、适应证、禁忌证等情况；②形成事前主动发现、有效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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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和事中有效监管的智慧化护理管理研究报告；③中医护理技术

整理挖掘研究报告。 

拟支持项目数：5～10 项。 

8.临床康复、治未病研究 

研究内容：①针对心脑血管、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

慢性病和伤残，开展中医康复方案和中医康复器具研究；②针对

重点人群开展中医“治未病”辨识方法与干预技术研究。 

考核指标：①形成可推广、可操作的中医康复方案的研究报

告或可应用的中医康复器具；②形成中医药特色明显的中医治未

病方案研究报告。  

拟支持项目数：5 项。 

9.现代医学新技术、新方法探索研究 

研究内容：将现代医学新技术、新方法应用到临床疾病的诊

断治疗上，建立在重大疾病的早期预警、早期诊断、指导治疗和

预后评估的优选方法。 

考核指标：形成研究报告，其技术和方法具有实用性、可操

作性和可推广。 

拟支持项目数：5～10 项。 

10.培育创新研究 

研究内容：资助具备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博士

和优秀硕士，开展探索研究。 

考核指标：中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拟支持项目数：10 项。 

二、研究周期与资助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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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时限：本项目课题研究周期为３年（2021 年 7 月

-2024 年 6 月）。 

2.资助额度：2～５万元/项，培育创新研究项目除外。 

3.资金来源：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项目招标范围 

1.主要面向承担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中医临

床研究基地建设任务的临床科研骨干。 

2.对中医药传承与中医古籍文献应用研究、中医特色诊疗技

术评价和传承应用两个方向，可面向全省各中医医疗机构申报。 

四、招标原则 

1.优中选优，宁缺毋滥。 

2.培育青年人才，引导学科发展。 

五、课题申请人资历要求 

1.从事本专业的临床、科研骨干人员； 

2.应具备中级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研究生学历； 

3.承担各类厅局级以上在研课题≥2 项不得申报； 

4.各类课题年度考核不合格或未按期结项者不得申报； 

5.当年度符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条件者优先。 

六、申报材料报送与评审流程 

1.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科研专项

申报依托医院“科研创新服务平台” 进行网上申报，网址：

http://61.163.97.50:8888/，账号密码：职工号（6 位职工号），登

录后自行修改密码。同时，完整申报电子版及匿名评审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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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PDF 格式）两个版本发到科研部邮箱 yfykyb@126.com，申报

书纸质材料一式 2 份报送科研部。 

2.评审分为盲评和现场答辩 2 个阶段。 

七、结题与验收 

1.经费管理：课题经费支出严格按照《河南省中医药科学研

究专项课题管理办法（试行）》（豫中医〔2014〕14 号）的有

关规定执行，专款专用、追踪问效，课题结项后 2 年，收回结余

资金。 

2.数据管理和质量控制：研究数据必须提交原始数据材料。

接受河南省中医药科学研究质控中心的定期核查，其结果作为结

题的重要依据。 

3.成果产出形式： 

（1）课题研究报告； 

（2）研究论文（须为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3）以本课题研究为基础，申报并中标与此相关的省部级

以上课题。 

八、注意事项 

（1）发表的学术论文必须标明资助课题； 

（2）材料报送要求现场报送，不接受邮递方式报送材料； 

（3）请严格按照申报方向选择填报，不符合指南方向者，

不予受理。 

九、时间安排和联系人 

（1）预申报：网上申报、电子版和纸质版按要求提交，时

间截止 2021 年 6月 18 日 17:00，逾期不受理。 

mailto:两个版本发到科研部邮箱yfyky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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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盲评：预申报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完成； 

（3）现场答辩：盲评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完成。 

联系人：杜冰曌，符宇  66246152 （46152） 

电子邮箱：yfykyb@126.com 

 联系地址：郑州市人民路 19 号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10 号楼 4 楼 科研部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21 年 6 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