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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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申报指南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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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深化推进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的通

知》”文件精神，围绕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以下简称基地）

建设任务，为培养基地科研骨干人才，提高基地科研能力，促进

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研究，由河南省中医院出资，设立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度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科研专项（第二

批），并纳入河南省中医药科学研究专项管理。

一、设置类型

（一）重大专项

重点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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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奖，或有望争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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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扩张

型心肌病、食管癌的关键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前沿研究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二）普通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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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医药疗效确切、优势明显的基地重点病种及其他中医

优势病种，中医药特色技术，开展中医特色的临床评价和技术操

作规范研究。

拟支持项目数：40～60项。

二、课题方向

1.中医药治疗优势病种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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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重点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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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支持项目数：15～20项。

2.重大疾病中医药诊治规范化研究

针对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重大疾病，开展临床研究的方法学、

辨证论治体系的规范化、作用机制探索以及转化应用研究。

拟支持项目数：2～5项。

3. 中医特色诊疗技术传承与创新研究

针对具有确切临床疗效的中医特色诊疗技术和方法的收集

整理和临床研究，验证其疗效，形成系统的中医特色诊疗技术规

范，并进行推广应用。

拟支持项目数：5～10项。

4. 基于大数据的中医药诊治规律研究

利用大数据技术与传统的中医药临床相结合，开展基于大数

据中医药诊治疾病规律研究，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和方法，揭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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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优势病种的诊疗规律和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拟支持项目数：2～5项。

5.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证经验总结研究

重点支持河南省内各级名老中医（国医大师、国家级名中医、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临床指导老师、省市级名中

医）的临证医案、医话整理、辨证思维与学术思想总结。

拟支持项目数：2～5项。

6. 经典名方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围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开展临床

疗效评价、作用机制、药物物质基础、有效活性成分等研究。

拟支持项目数：2～5项。

7. 治未病与中医健康管理研究

以“治未病”理论为指导，开展中医特色的治未病辨识方法、

辨识新技术或设备、干预方案研究。开展中医药对常见疾病的健

康干预特色技术研究，优化中医药适宜的健康管理技术与方案。

拟支持项目数：2～5项。

8. 中医药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中医传统理论，结合临床研究，开展中医药原创理论的

总结与创新研究，完善理论体系，揭示科学内涵。

9. 基础培育研究

以中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为目标，对申请人进行资

助，开展相关项目的基础研究，为课题申报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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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数：5～10项。拟支持

三、研究周期与资助额度

1.研究时限：本项目课题研究周期为３年（2022年 1 月～

2024年 12月）。

2.资助额度：重大专项每项支持额度为 15万左右；普通课

题每项支持额度为 2~5万或列入立项不资助。

3.资金来源：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四、课题对象

（一）主要面向承担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任务（病种

为扩张型心肌病、食管癌）的医院各学科、专科科研骨干。

（二）面向全省各中医医疗机构或学校招标的课题范围为：

（1）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证经验总结研究。（2）中医特色诊

疗技术传承与创新研究。

五、课题申请人资历要求

1.应具备中级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研究生学历。

2.承担各类厅局级（含）以上在研课题≥2项者不得申报。

3.近三年有项目延期或未通过验收者不得申报。

4.中标 2022年度河南省中医药科研专项课题者不得申报。

六、成果产出形式：

1.课题研究报告。

2.本课题的研究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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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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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课题的SCI论文。

5.获得厅级成果奖。

6.以本课题研究成果为基础申报国家专利或获得著作权证

书。

注：同时满足第 1条、第 2条，或第 3-6项中的任一项即可

结题。

7.重大课题补充考核指标：发表于本研究相关的 SCI 论文

1～2篇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3～5篇，较大提升基地病种的理论

与临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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