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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廖　 娟,曾福生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410208)

[摘要] 　 2021 年 11 月,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 为落实中医药强省战略,本文基

于中医药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优势充分彰显,“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提供的

广阔海外发展空间以及湖南省中医药发展的良好基础、巨大潜力,分析我省对标中医药强省存在的中医医

疗服务、人才队伍、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不足等差距,提出打造中医药“六个高地”,即高质量服务高地、科技

创新高地、人才聚集高地、国际出海高地、文化传播高地、产业发展高地,以期为湖南省中医药强省战略的实

施、中医药事业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对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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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首次提

出建设中医药强省,这是新时代湖南省中医药高质

量发展的新“坐标”。 湖南省中医药资源丰富、历史

悠久、文化深厚、名医辈出,湖湘中医药特色医疗服

务、中药产业等方面优势明显,但与广东、天津、江
苏等省份相比,湖南建设中医药强省仍有很长的差

距。 因此,基于湖南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的现状

与问题,探索思考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措施,
实现从中医药大省到中医药强省的跨越,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1　 湖南建设中医药强省的战略优势与重大机遇

1. 1　 中医药政策扶持不断加大,发展机遇前所未

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十四五”
中医药发展规划》等相继颁布实施,中医药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 湖南省委、省政府亦出台了《湖南

省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实施意见》《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办法》一系列配套政策与措施,召开全省中

医药工作大会,首次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获批国

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

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1. 2　 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特色优势充分彰显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治中,全国中医药参与

治疗确诊病例达 92. 58%,湖南达 96. 37%[1] ,湖南

中医药大学开出的中药预防方,使用人次达 640 多

万。 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在疫情防治中彰显了独

特的优势,人民群众的接受度与认可度大大提升,
中医药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关注。 湖南省公

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提升到了 25. 27%[1] ,
“信中医” “用中医” “爱中医”的氛围越来越浓,群
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湖南省所有

市州均建有三级甲等标准的中医医院,84 个县市均

建有县级公立中医医院,实现了“县县有中医院”,
可提供中医药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生室分别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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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4%、84. 81%、53. 92%[1] ,中医医疗服务覆盖率

在全国处于前列。 拥有 224 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
中医脾胃病、心脑血管病、肝肾疾病、肿瘤、骨伤、肛
肠、皮肤、妇科、儿科、针灸、推拿等专科专病优势突

出,享誉全国。
1. 3　 中医药发展基础良好,潜力优势有待挖掘 　
湖南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衡阳会议影响深远,湖
湘中医五老享誉全国。 湖南素有“中药之库”的称

号,中药资源共计 4123 种,中药材存储总量 1200 多

万吨,居全国第 2 位,中药材品种 2384 种,占全国总

品种数的 18. 7%,常用重点中药材品种 241 个,居
全国第 2 位。 湖南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完善,中医医

疗机构数、编制床位数、执业医师人数全国排名分

别为第 7 位、第 4 位、第 8 位[1] 。 全省中医药产业链

产值达 1090 亿元,玉竹、黄精、莲子、百合、山银花、
枳壳等道地药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 50%以上,拥有

九芝堂、千金药业等 7 家中成药上市公司和 6 家全

国中药企业百强企业[2] ,建有邵东廉桥、长沙高桥

2 个国家级中药材市场,全省药品零售企业 2. 6 万

家,老百姓大药房、益丰大药房 2021 年营业收入居

全国第 3、4 位。
1. 4　 “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外发展

空间广阔　 中医药已传播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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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和地

区,中医药已成为中国与东盟、欧盟、非洲、中东欧

等地区经贸交流合作、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在

“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湖南充分利用“一带一部”的

区位优势,全方面开展中医药教育、医疗、经贸等合

作,建有“中-卢中医药合作研究中心” “中-巴民族

医药研究中心”“中-巴中医药中心” “中国-津巴布

韦中医针灸中心”及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迪拜分院、韩国圆光大学孔子学院,安邦制药、九芝

堂、千金药业等企业的 12 个中成药分别在津巴布

韦、巴西等国家注册上市。
2　 湖南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差距与不足

　 　 与广东、江苏等省份相比,湖南建设中医药强

省仍有一些差距。 中医药服务供给和优势发挥不

够充分,中医药发展基础与人才建设还比较薄弱,
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不够,中药产业发展缺乏有力统

筹,缺乏大品牌、大企业,产值有待进一步挖掘。
2. 1　 中医医疗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 　 2021 年,湖
南省中医医疗机构数为 2959 家(见表 1),占全省医

疗卫生机构(55677 家)的 5. 31%[3] ,尚达到全国平

均水平( 5. 50%),中医医疗机构床位数 82204 张

(见表 2),占全省医疗机构床位数(532278 张) 的

15. 4%。 与西医相比,全省执业(助理)医师总数为

192493[3] ,而中医类执业(助理) 医师为 31442 人

(见表 3),占比仅为 16. 33%(见表 4)。 虽然湖南省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持续增长,但中医类出院

人次呈现下滑趋势, 中医医院出院人次增长率

为-1. 12%,中医类诊疗人次占医疗服务总量的平

均增长率仅为 0. 40%,中医类服务量占医疗服务总

量的 13. 71%(见表 5),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和

养生保健中的独特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中医药利

用率有待提高[4] 。
表 1　 2019—2021 年湖南省中医药卫生机构数

指标 2021 年 / 个 2020 年 / 个 2019 年 / 个 年均增长率 / %
中医类医院 247 235 226 4. 54
中医类门诊部 86 62 54 26. 76
中医类诊所 2625 2520 2369 5. 27
中医类研究机构 1 1 1 0. 00
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 - - -
总计 2959 2818 2650 5. 67

　 　 注:数据来源于《2019—2021 年湖南省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为数据缺失。

表 2　 2019—2021 年湖南省中医药卫生机构床位数

指标 2021 年 / 张 2020 年 / 张 2019 年 / 张 年均增长率 / %
中医类医院 67229 66966 62858 3. 46
中医类门诊部 44 63 35 24. 92
中医类诊所 0 0 0 0
中医类研究机构 - - - 0
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 - 14727 12073 0
总计 82204 81756 74966 4. 80

　 　 注:数据来源同表 1;“-”为数据缺失。

表 3　 湖南省中医药人员数

指标 2021 年 / 人 2020 年 / 人 2019 年 / 人 年均增长率 / %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31442 29776 28459 5. 11
见习中医师 509 519 460 5. 45
中药师(士) 7206 7139 7326 -0. 81
中医药人员总数 39157 37434 36245 3. 94

　 　 注:数据来源同表 1;“-”为数据缺失。

表 4　 中医药人员占同类人员总数的占比

指标 2021 年 / 人 2020 年 / 人 2019 年 / 人 年均增长率 / %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16. 33 15. 64 15. 19 3. 59
见习中医师 4. 00 11. 55 9. 45 -21. 57
中药师(士) 32. 4 33. 22 34. 54 -3. 15

　 　 注:数据来源同表 1;“-”为数据缺失。

·612· 　 　 　 　 　 　 　 　 　 　 　 　 　 　 　 　 　 2023 年第 39 卷第 7 期(总第 293 期)　 　



表 5　 全省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量

指标
诊疗人次 / 万人次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年均增长率 /

%
出院人数 / 万人次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年均增长率 /

%
中医类总计 3353. 33 2885. 07 3003. 44 6. 14 249. 8 231. 21 241. 31 1. 93
中医类医院 2064. 49 1782. 16 1900. 59 4. 81 198. 52 190. 30 203. 67 -1. 12
中医类门诊部 　 42. 51 　 23. 38 　 17. 04 59. 51 　 0. 04 　 0. 05 0
其他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 689. 83 561. 83 546. 47 12. 80 51. 27 40. 86 37. 63 17. 03
中医类服务量占医疗服务总量的% 　 13. 71 　 13. 65 　 13. 60 0. 40 16. 59 15. 64 15. 02 5. 10

　 　 注:数据来源同表 1;“-”为数据缺失。

2. 2　 中医药人才队伍亟待加强 　 目前,全国中医

药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为 82. 88 万人[5] ,而西医技术

人员有
 

一千多万,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只有西医技

术人员的 8%,在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占比也不到

9%。 就湖南省的情况看,中医药人才规模不大,中
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31442 人(见表 3),而全省

执业(助理)医师为 192493 人,占比 16. 33%,全国

排名 17,中医、西医人才规模差距比较大[6] 。 全省

中医药高层次人才不足,新一代名医、学科带头人

严重缺乏,省级以上中医药各类人才 411 人,中药

研发人才不足 60 人,严重制约我省中医药传承与

创新。
2. 3　 中医药产业潜能有待挖掘　 湖南是中医药资

源大省,但中医药产业链产值远落后于江苏、云南、
广东等中医药强省。 一是缺乏大品种;中药材“湘

九味”品种尚未形成规模、品牌效应,处于价值链的

低端,中药单品种年产值过亿元的大品种仅有 31
个,无年产值过 10 亿元的单品。 二是缺乏大企业;
全省中医药产业链规模企业 372 家,中药工业企业

177 家,全国中药企业百强企业仅有 6 家,缺乏天津

天士力、云南白药等级别的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带

动[2] 。 三是中药商贸流通不畅;最大的邵阳廉桥中

药材市场交易额仅 80 亿元,长沙高桥中药材成交

额仅 2 亿元,而甘肃陇西年交易额 200 亿元、安徽亳

州年交易额 500 亿元。 四是中医药产业链不全。
中医药产业链尤其是中医药康养文旅、中医药大健

康、中医药人工智能、中医药循环经济与国际贸易

等产业有待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
2. 4　 中医药科技创新尚需强化　 我省现有 32 个中

医药科研机构,建有 26 个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
33 个省部级工程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国家中医

药传承创新工程建设单位 5 家,但全省尚未有一家

中医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

产、学、研、用结合不紧密,中药企业拥有省级以上

企业技术中心只有 22 个,而云南有 40 个、江西有

28 个[2] ,高校与科研院所围绕产业需求开展科技创

新研究的不多,企业科技含量高、竞争力强的品种

少,中药大品种总科技因子 282. 26,广东、江苏、四
川、贵州、天津的一半,全国排名第 16 位[7] 。
3　 湖南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3. 1　 提升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能力,打造

中部地区中医医疗高地　 建设中医药强省,首要的

是充分发挥中医药整体医学和健康医学优势,充分

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治疗重大疾

病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提升中医药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能力,实现中医

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共同助力“健康湖

南”建设。 一要强化中医医疗服务阵地建设。 加快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建

设,建好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项目,争创国家

中医医学中心、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建设 20 ~
30 个省级以上中医特色医院,打造中部地区中医医

疗服务高地。 二要强化中医药重点专科建设。 做

强心脑血管病科、脾胃病科、肝肾疾病科、肿瘤科、
肛肠科、骨伤科、皮肤科、妇科、儿科、针灸推拿(康

复)科 10 大重点专科(专病),创建 10 大省级区域

中医专科医疗中心,开展城市中医医疗集团和县域

紧密型中医医共体建设,建设 10 大中医专科医联

体[1] 。 发挥中医药特色,提升常见病、多发病、慢性

病防治能力,建设高水平的中医治未病中心,探索

湖南特色的“治未病”模式,构建中医特色的康复养

老服务。 三要强化中西医协同发展。 探索中医医

院与综合医院、专业医院、妇幼保健医院建立中西

医多学科诊疗机制,聚焦肝病、心脑血管病等,开展

中西医协同攻关,建设一批高水平省级中西医结合

医院,打造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 “旗舰科室”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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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宜中则中” “宜西则西”
“中西医协同”的诊疗模式,为全国推广中西医结合

模式和医疗服务作出示范。 四要强化基层中医药

服务能力提升。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

生院“旗舰”中医馆建设,推动社区卫生服务站、村
卫生室开展“中医阁”建设,实现所有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80%的村

卫生室能提供中医药服务,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

务量占比达 30%。 五要强化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

力提升,建立中西医协同应急管理机制,健全中西

医临床协作联合攻关重大传染病的工作机制,加强

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国家中医紧急医学救援基

地和省级公共卫生基地等平台建设,建立一支中医

应急医疗队伍和疫病防治队伍,全面参与公共卫生

应急组织管理和专家队伍,发挥中医药在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特色优势。
3. 2　 突出创新引领,抢占中医药科技创新高地 　
创新是第一动力。 建设中医药强省,必须要以创新

为引领,推动科技创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使
创新成为我省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一要聚

焦关键技术,建设一批高能级科研平台。 抢抓省政

府芙蓉实验室建设契机,高水平建设中医药精准医

学研究部、中医药疫病研究中心等一批高能级科研

平台,培育创建一批国家级、省级中医药传承创新

中心、重点研究室(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技术

创新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争创“中医诊疗机理全

国重点实验室”。 二要聚焦原始创新,产出一批高

水平科技成果。 围绕中医基础理论、中药资源、现
代中药创制、中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技术等,用现

代科学技术说清楚、讲明白中医药核心理论和疗效

机制,加强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和现代化关键技术

研究,组织开展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的新方法、新
方药、新技术重大项目攻关研究,加快特殊传统炮

制技术传承与濒危品种替代、中药新药、中医新器

械、中药新设备研发,筛选和研发重大传染病中医

药有效治疗技术和药物,在中医药基础研究与关键

技术攻坚领域取得新进展,产出一批可向临床推广

和向市场转化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为中医药强省战

略注入“第一动力”。 三要聚焦成果转化,取得一批

高质量产业孵化成果。 建设产学研用一体化推进

的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完善中医药企业、医疗机

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一体化协同创新模式。 建

设湖南省中医药产业园和湖南中医药大学科技园,
以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加强新药研发、产品二次开

发、医院制剂产业化等,推动一批创新创业成果孵

化、转化、产业化;积极推进湘赣粤港澳中医药全产

业链协同发展联盟建设,助推湖南省、江西省、广东

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

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医药产业协同发展,推动中

医药全产业链延伸。
3. 3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中医药高层次人才

聚集高地　 人才是第一资源。 建设中医药强省,
其基础在人才。 建设中医药强省,要高度重视人

才队伍建设,打造中医药人才聚集高地。 一要创

新中医药人才培养机制。 做大做强中医药学科专

业,建设一批服务生命全周期的中医药专业群,创
建湖南中医药大学省部局共建高校,充分发挥高

校在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作用。 推进“卓越

中医师” 等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拓展“中医+” “互

联网+”教学路径,创建湖湘中医药特色的人才培

养体系。 始终将创新创业教育贯彻人才培养全过

程,加强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建设大学生创新创

业孵化基地,孵化转化一批大学生科技创新成果,
以创业促就业、以就业促发展。 二要创新高端人

才引育机制。 实施“神龙人才” 工程等,建立多层

级中医药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实施中医药高

层次人才、特色人才、基层人才、中医药师承和“西

学中”重大人才培养专项,遴选培养 10 名中医药

领军人才,100 名中医药学科带头人,500 名中医

药骨干人才,1000 名中医药特色人才,3000 名中

医药实用型人才[8] 。 三要创新高层次人才研修机

制。 依托国家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基地建设项目,
组建中医药高水平教学团队,为培养中医药领军

人才、学科带头人和骨干人才提供强大师资支撑。
加强“西学中”远程教育平台建设,组织开展在职

人员“西学中”培训,推进全省医疗机构人员“能西

会中” ,不断壮大湖南省 “ 西学中” 人才队伍[9] 。
四要创新中医药人才评价机制。 将中医药学才

能、医德医风作为中医药人才主要评价标准,将会

看病、看好病作为中医医师的主要评价内容。 实

行“揭榜挂帅” “赛马”等制度,让想干事、能干事、
干成事的人才挂帅出征。 探索建立符合中医药特

点的中医药机构、人才、科技、服务和产品的标准

体系和评价体系,分类制定以成效为导向、以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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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为主的中医临床、基础、科研人才评价标准,
将中医药人才评选、科学研究、职称晋升等实行单

列计划、单独评价,改革完善中医药科技评价体系

和激励机制,健全赋予中医药科研机构和人员更

大自主权的管理制度,在标准体系和评价机制上

作出示范。
3. 4　 扩大对外开放,打造中医药国际出海高地 　
建设中医药强省,绝不是闭关自守、闭门造车,而是

要充分发挥我省“一带一部”的地域优势,深入对接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中医

药高地建设,推动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使中医

药成为我省建设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重要媒

介与抓手。 一要加强中医药交流国际化。 充分利

用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优势,积极推进

教育、科研、医疗、文化、商贸“组团式”出海。 加快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中医药服务贸

易出口基地建设,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和多元化贸

易,推动 5 ~ 7 个中成药产品以药品、保健食品、功能

食品等多种方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注册,中医

药对外贸易额达 400 亿元。 以政府间“国家年” “中

医药周”和“中非贸易博览会”为平台,通过展览展

示、互动体验、巡讲直播、文化作品征集、知识大赛

等多种形式,加强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提升湖湘

中医药影响力。 二要加强中医药合作国际化。 深

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港澳台高校、科研院所

的学术合作,建设海外中医医院、中医药国际实验

室、院士工作站和临床研究中心,开展中医药科研

项目协同攻关和学生联合培养、互换学分等项目。
积极开展与非洲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

中医药合作,建设 6 ~ 8 家海外中医药机构,办好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迪拜分院、中国-巴基

斯坦中药中心、中国-津巴布韦中医针灸中心等。
3. 5　 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打造中医药文化传

承传播高地　 中医药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
建设中医药文化强省,要讲好中医药故事,加强湖

湘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创新与传播,提升湖湘中医

药文化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湖湘中医药

力量。 一要推进中医药精华传承。 加强马王堆医

学文化研究和湖湘中医药流派传承研究,搜集整理

一批经典名方、民间验方、秘方和传统疗法,加强名

老中医学术经验、老药工传统技艺活态传承,形成

一批湖湘中医药文化研究成果。 二要推进中医药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组织编写一批中

医药文化读物、中医药科普作品等,推动中医药文

化与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数字出版、动漫游戏、旅
游餐饮、体育健身等有效融合,推出一批中医药文

化精品,申报一批中医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不断擦亮炎帝神农故里、长沙仲景祠、马王堆医

学发源地“三张名片”。 三要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播。
建设湖南省中医药博物馆,创建全国中医药文化科

普宣传教育基地,举办中医药文化巡讲巡演巡展和

“暑期学校”“冬令营”,开展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医

药传统保健活动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基层,
促进中医药文化更广泛的传播。
3. 6　 延链强链补链,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高地 　
产业兴则百业兴,产业优则动能足。 建设中医药强

省,要以“产业振兴”为重要引擎,以建设国家中医

药综合改革示范区为契机,立足资源优势,推动中

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中医药全产业链,使中医

药产业跻身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之

一。 一要延伸“湘药+”全链。 拓展“中医药+大健

康产业”“人工智能” “文化旅游”等产业。 发展 30
个“中医药”温泉康养、森林康养、医养康养项目,建
设一批中医药特色城镇、养生养老机构、保健特色

酒店、度假区、文化街及医养型、山水型、养生休闲

型的中医药康养示范基地,带动形成“中医药+旅游

休闲+药膳食疗+养生保健+文化体验”等产业链式

的中医药服务品牌。 探索中医药与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结合,加
强制药装备数字化、智能化,打造一批中药炮制、提
取、煎制等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智慧医院、智慧

药房、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等新业态。 二要做强

“湘药”核心链。 按照培育“大基地” “大品种” “大

企业”“大市场”的思路,做强做大做优中医药产业

链,到 2025 年实现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 2000 亿。
实施大基地建设工程,在“四山一湖”(武陵山、雪峰

山、南岭、罗霄山、洞庭湖)等地区发展中药材种植

(养殖)产业带和林下经济,建设一批良种繁育基

地、生态种植基地、定制药园。 实施龙头企业培育

工程,培育一批中医药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单项

冠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打造 1 ~ 2 个年销售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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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亿元的特大型中医药企业集团[10] ,打造湘江新

区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怀化“西部药谷”等现代中医

药产业园。 实施中药大品种培育工程,培育 2 ~ 5 个

年销售额过 10 亿的引领品种、3 ~ 4 个年销售额过 5
亿的龙头品种、20 个左右年销售额过 1 亿元的主打

品种[10] ,打造一批特色突出、质量安全、市场空间大

的“湘九味”中药材大品种和“湘产”中成药大品种。
建设“南国药都” “西部药谷”,做大邵东廉桥市场,
将其建设为全国专业市场的示范,打造成“全国知

名大药都”。 三要提升 “湘药” 价值链。 加强 “湘

药”创新,加强中药材资源的综合利用,加强经典名

方、名医名方、医院制剂和高附加值大健康产品等

研发[10] ,拓展精深加工,改变我省以“原料供给”为

主的中药材销售模式。 加强中药饮片、中药提取

物、中成药、保健品、药食同源产品、生物酶、中兽药

与饲用添加剂、日化产品等中药衍生品研发与销

售[2] ,打造 100 个“湘字号”药膳、药茶、药妆、药浴、
功能性饮品、健康用品、消杀产品、环保防疫等大健

康产品,形成满足人们各种生活场景需求的产业链

与健康服务生态圈。 发展中医药生态循环经济,加
强非药用部位综合利用,将中药材边角余料、提取

残渣等废弃物有效开发成有机肥料、饲料添加剂、
生物农药、药用辅料、中草药消毒剂等,使药渣变

“药财”。
4　 结　 　 语

　 　 湖南具有建设中医药强省的战略机遇、资源潜

力、发展基础,但也存在中医药优势特色不明显、产
能产值不大、人才队伍不优、科技创新不强等问题。
因此,在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号召下,我省应以国家

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建立科技创

新、人才队伍、医疗服务、对外开放、文化传播、产业

发展“六个高地”,中医药发展整体水平进入全国前

列,奋力建设成为全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排

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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