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医大师推荐人选

汪受传同志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

汪受传，1946 年 5 月生，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省中医院主

任中医师、教授，1970 年 7 月开始从事中医药临床工作，从事中

医药工作 51 年，至今仍坚持临床工作。1982 年 7 月南京中医学

院中医儿科学专业硕士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17 被授

予首届全国名中医，2002 年被评为江苏省名中医，第四、五、六

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主要事迹如下：

从医 51 年，基于儿科鼻祖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中医儿科

学理论和实践体系，传承吴门中医儿科大家江育仁教授学术思

想，提出儿科调气法、运脾法、温阳法、消风法的学术思想，创

新性提出了“伏风”理论，以消风法治疗儿童过敏性疾病，在学

术界造成重大影响。主编 3 版国家级规划教材，提升中医儿科学

人才培养质量。牵头制修订全国《中医儿科临床诊疗指南》，规

范了中医儿科临床诊疗，提高临床疗效。

一、传承创新，箪精竭虑弘岐黄

在继承江育仁教授“脾健不在补贵在运”学术思想的基础上，

通过学位、学术论文及著作深入阐释，明确学术概念，凝练燥湿

助运、理气助运、消食助运、温运脾阳运脾四法。提出儿科温运

脾阳、温肾培元、温卫和营、温阳救逆温阳四法，论述了适应病



证及方药运用。

提出儿科调气法、运脾法、温阳法、消风法的学术思想。提

炼肺炎喘嗽“热、郁、痰、瘀”病机及清热开郁涤痰活血治法，

开展临床及机制研究，主持完成 2 项“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项目、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部省级以上科研课题 19

项，取得国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得各级科研、教学奖励（第

一完成人）19 项，其中省部级以上 6 项。建立循证性中医临床诊

疗指南编制技术方法，主持制修订全国《中医儿科临床诊疗指南》

（2012 版、2020 版共 67 个病），作为团体标准发布、实施，发

挥了行业指导作用。学术成果出版学术著作 33 本、教材教参 26

本（独著、主编），发表学术论文第一作者 91 篇、通讯作者 165

篇。2012 年以来海内外学术演讲 92 次，得到各国中医儿科界广

泛认同和推广应用，推进了现代中医儿科学术发展。

二、耕耘杏林，桃李芬芳满天下

从事中医高等教育 40 年，主编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十

五”“十一五”“十二五”《中医儿科学》连续被评为国家级规划

教材，主编的“Pediatrics in Chinese Medicine”成为海内外以

英语为母语的中医学生学习中医儿科学的主要教材，为培养中医

儿科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四、五、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

老师，已培养学术继承人、硕士、博士、博士后、访问学者、优

秀中医临床人才、进修医师等 178 名。他们分布在中国各省市崭

露头角，成为学科、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9 人被评为省级名



中医，11 人成为博导，45 人晋升高级职称。培养的第一个马来

西亚中医儿科研究生郑秀芬，现为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医学院教

师。培养的徐伟英博士是澳门本土培养的第一个医学博士而载入

了澳门史册。

三、引领发展，儿科学术传五洲

2002-2009 年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四、五届主任委员，

每年组织召开全国中医儿科学术交流大会。2009 年起任世界中联

儿科专业委员会会长至今，团结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地区同道，

在中国天津、上海、海口、南京、深圳、长沙及英国伦敦、美国

旧金山、马来西亚古晋、俄罗斯圣彼得堡、葡萄牙里斯本、新加

坡、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了 13 次中医儿科国际学术交流大会，

推动了中医儿科国际化发展。

四、大爱无疆，医德师德树楷模

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为座右铭，坚守医德规范，几十年

如一日服务患儿，坚守夜班至 55 岁，每个门诊都要为患儿加号。

师德高尚，以德育人，曾获省高校道德建设先进个人。汶川地震

发生后捐款 5000 元、缴纳特殊党费 5000 元；武汉新冠疫情时个

人捐款 102000 元，并发动国内外同道共捐款 352520 元。捐赠 100

万元，2014 年起设立汪受传奖学金，每年奖励优秀研究生、本科

生。



刘沈林同志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

刘沈林，1949 年 12 月生，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教授，

1975 年 8 月开始从事中医药临床工作，从事中医药工作 46 年，

至今仍坚持临床工作。1988 年 7 月南京中医学院中医内科专业硕

士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

六届中央保健会诊专家；2017 年被授予首届全国名中医，2002

年被评为江苏省名中医，第四、五、六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事迹如下：

潜心中医学术研究，扎根临床实践，是全国及江苏省中医消

化病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胃癌研究首席专家；受

邀担任国家科技部、卫生部多个重大专项的“中医专家组成员”。

在任江苏省中医院院长期间，精勤不倦，开拓进取，大力发展中

医药事业，成绩显著。

一、师从国医大师，践行大医精诚

深受国医大师徐景藩“以德统才，方为良医”的教诲，始终

以解除患者疾苦为己任，重德达理，医德高尚。深研孟河典籍和

明清医案，苦求提高医术，希望在博览群书中为患者提供更好的

疗效。作为医院院长，身体力行，把“大医精诚”作为院训刻在

墙上，引导职工始终以患者利益为上；组织医务人员至边远山区

开展“复明工程”，用中医技术为老人送去光明；组织“天使行

动”，为残疾儿童送去美丽，践行了新时代医务人员职业精神，



2014 年获医师行业的最高奖项“中国医师奖”。

二、传承吴门学术，领军学科发展

“师古不泥古，继承又创新”，牵头承担国家基地胃癌研究，

构建中医药预防癌前病变、中西医协同降低术后复发转移、“身

心同治”促进患者康复的一体化诊疗体系；研制系列有效方药，

临床疗效显著，对 489 例Ⅱ、Ⅲ期胃癌术后患者抗复发转移的多

中心、大样本临床研究显示：中医药降低胃癌术后复发转移风险

32.8%，并取得了循证医学证据，获省政府科技奖励；主持制定《胃

癌中西结合诊疗专家共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和《胃癌中

医康复指南》（中华中医药学会）；带领团队开展肿瘤基础研究，

在《Pharmacological Research》等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诠释了

“益气健脾，化瘀消癥”法治疗胃癌的作用机制，提升了中医药

学术影响力。

扎根临床，勇于创新，创建了“脾胃病临证二十七法”，丰

富了脾胃病治法体系。潜心重大疾病研究，提出消化肿瘤“脾虚

瘀毒”核心病机理论，制定“益气健脾，化瘀消癥”基本治疗法

则，为疑难疾病的治疗拓展思路。撰写个人经验《脾胃病临证心

悟》、《难治性消化病辨治与验案》等学术论著百余万字，胃癌病

种入选国家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试点项目。充分发挥学

术引领作用，使所在学科消化科成为国家区域中医（脾胃病）诊

疗中心；肿瘤科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和国家（华东）

区域中医肿瘤诊疗中心副主席单位。

三、致力中医教育，培养高峰人才



积极推动校院融合，潜心中医教育研究，倡导以床边教学为

重点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构建中医临床教学新体系，鼓励早跟师、

多临床，是中医药“医教协同”人才培养的积极推动者，为培养

具有扎实临床功底的高素质中医人才作出了不懈努力。为国育

才，诲人不倦，通过临证跟师抄方，专病学术讲座，重点病种研

究、名医工作室等多种方式，培养了众多博硕士研究生、省级名

中医、学科带头人等学术传承人。

四、矢志弘扬国粹，推动事业发展

情系中医，探索大型中医医院发展之路，在全国较早开设名

医堂和名医工作室，抢救性挖掘名老中医宝贵经验，培养大批吴

门、孟河医派学术传人；积极引进现代技术和人才，倡导中西医

融合，提升了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实现了医院高

质量发展，使医院床位达 2500 张，日门诊病人 2 万人次，为广大

患者提供了良好的中医药服务，赢得政府和社会的充分肯定，成

为全国大型中医院发展的典范。



全国名中医推荐人选

唐蜀华同志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

唐蜀华，1941 年 3 月生，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教授，

1964 年 10 月开始从事中医药临床工作，从事中医药工作 57 年，

至今仍坚持临床工作。1964 年 7 月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六年制）

毕业，大学学历。2015 年被评为江苏省“国医名师”，1994 年被

评为江苏省名中医，第四、五、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事迹如下：

幼承家学，耳濡目染父亲中医古籍大家唐玉虬先生，始终执

着于中医心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和理论创新。70 年代较早开展衷

中参西工作，最早创建国内中医心血管专科，作为全国知名中医

心血管学术带头人，为促进中医心血管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为医——一腔热血为病人

业医 57 年来，执着于心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孜孜以求，勤

学苦练，不满足于自己所学中医理论知识，一切以病人的健康至

上，排除学术偏见，1976 年主动要求去西医院进修，这在当年是

极其罕见的。在医疗工作中，应用中西医理论，精湛的技术，高

度认真负责的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为指导，精益求精，坚持在

中西医并存的时代背景下，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

势，全身心地为患者寻求最优化方案，使许多急危重患者获得新

生，慢性病患者多有好转，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赞誉。



二、为学——开拓创新扬中医

医术精湛，悉心钻研心血管病的理论。秉承科学精神，坚持

“衷中参西”学术观点：①现代中医，双重诊断。传统中医望闻

问切仅凭医者感官直觉辨证显见受限，“超声心电同位素，皆应

采取入医经”，窥镜、CT 等皆四诊之延伸，现代中医应力排“西

化”之嫌，坚信辨病可以帮助辨证，发扬中医治疗之长。②中西

合参，优势互补。中、西医各有所长，在治疗上，中医要努力寻

找西医的不足，发扬自己的长处，也要实事求是的根据循证医学

的结果评估自己的不足，借鉴西医之长，为患者制定最佳治疗方

案。并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医优势特色。③继承创新，

与时俱进。主张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多靶的、多环节整体调

整、双向平衡，着重自身抗病能力的恢复，又注意吸取西医的针

对性强等长处，并善于将传统理论与中药现代药理相结合，重视

药物的量效关系、配合意义以及中西药同用的利弊。强调中医理

论的真正发展必须积极推进中医的现代化，对中医疗效的评价必

须从个人的经验上升到现代科学的水平。

作为主要负责人，先后研制了“病窦灵”、“强心合剂”、“浊

血清颗粒”等专科特色制剂，疗效显著，扩大了医院的知名度。

带领团队研发的防治高血压早期肾损害

中医特色制剂——潜阳育阴颗粒，获国家发明专利，在临床

广泛运用。同时引领团队以“高血压全程防治的中医药方案循证

优化和疗效机制研究”获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

化研究”支持，该项目系中医高血压临床领域首个重点专项研究。



三、为师——春风化雨育桃李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近 20 年间，在教学条件极

其艰苦的情况下，与首届国医大师周仲瑛结成教学的一帮一“对

子”，课堂教学中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教学相长原则，至今仍坚

守临床带教及课堂教学一线，倾心传授学术经验；作为心血管创

科学术带头人，通过理论指导、学术研究、临床实践等方式培养

科室中医后备人才，中医学术人才培养成果丰硕。其中，首届中

医岐黄学者 1 名，省级名中医 2 名，博士生导师 4 名，硕士生导

师 7 名，部分学术传承人已成为中医心血管学术学科带头人，在

专科领域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领军人物。被评为第四、五、六

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传

承博士后流动站指导老师，指导 6 名传承人、1 名博士后。

四、为人——两袖清风存正气

始终恪守清明廉洁的本色，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任劳任怨。精于管理，担任院长期间，医院的门诊量及住院

人次大幅上升，连续 3 年名列江苏省内各大医院前茅，医院先后

获“三甲中医院”、“全国省级示范中医院”、“全国卫生系统先进

集体”等荣誉，为江苏省中医院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吴勉华同志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

吴勉华，1955 年 9 月生，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中医师，

1978 年 8 月开始从事中医药临床工作，从事中医药工作 43 年，

至今仍坚持临床工作。2004 年 7 月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博

士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2016 年被评为中医药高等学校

教学名师，2018 年被评为岐黄学者，2020 年被评为江苏省名中

医，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事迹如下：

先后从事外感热病和肿瘤等内科难治病的临床与科学研究。

注重基于《黄帝内经》病因病机理论和周仲瑛国医大师学术经验，

开展病机理论传承与创新研究。推动了中医药学术发展，促进了

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提高了临床疗效。

一、注重中医病机理论的传承、创新与应用

（一）构建“癌毒”病机理论防治恶性肿瘤辨治体系

①在继承周仲瑛国医大师“癌毒学说”学术思想的基础上，

研究创建“癌毒”病机理论体系。主持国家级项目 5 项，证实“癌

毒”在恶性肿瘤患者临床证候中的客观存在，揭示癌毒致病的主

要病机特点及演变规律，确立针对癌毒病机的基本治法、方药及

配伍规律，揭示“消癌解毒”基本治则的科学内涵；

②提出癌性疼痛的基本病机为“癌毒内郁、痰瘀互结、经络

壅塞”，确立“消癌解毒、化痰祛瘀、通络止痛”治法，研制抗

肿瘤中药复方消癌解毒方和癌痛平胶囊获发明专利。



（二）创新“瘀热”病机临床应用

①2006 年主持国家 973 计划课题“瘀热病因在内科难治病发

病中的机制及其分子基础研究”，2009 年开始作为首批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中医瘀热病机重点研究室负责人，研究形成系统的“瘀

热”病机新理论，揭示瘀热病机的科学内涵及其在内科难治病证

辨治过程中的应用价值，研制《瘀热相搏证中医辨治指南》，研

制凉血通瘀颗粒获成果转让 1 项（转让经费 400 万），研究成果

得到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②将“瘀热”病机理论运用到肿瘤放疗损伤的防治中，提出

“凉血化瘀、养阴益气”治法，按照射部位的特点拟定多个协定

处方，提高放疗完成率，减毒增效，延长生存期，提高生存质量，

研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治未病实践指南-放射性肺损伤》

并推广应用。首次成立江苏省中西医治疗放射损伤专业委员会任

主委，为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放疗损伤起带头和示范作用。

二、创新培养模式，提出“三仁”教育理念

为提高中医人才培养水平，作为省重点学科、省优势学科、

国家重点学科培育点的中医学学科带头人，教育部“精诚计划”

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主持人，致力于学科建设，主持教育部教改

课题，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率先提出“仁德、仁术、仁人”

教育新理念，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在全国推广。获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 2 项。

作为江苏省中医药防治肿瘤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培育点负责

人，协同国内外 7 家一流单位，构建四个研究平台，为学科建设



在研究平台、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了有力

支撑，促进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肿瘤病学”的建

设和发展，考核“优秀”；带动了整体学科发展；学校进入国家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三、注重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科研反哺临床，提

高临床疗效

先后开展中医药防治外感热病和肿瘤等难治病的研究，突出

中医药“治人、治病、治证和治毒并重”优势。主持国家科技部

十二五科技项目“流行性感冒中医辨治方案及临床应用研究

（2013BAI02B08）”，参与江苏省中医局紧急专项“中医辨证新冠

状病毒肺炎方案研究”，制定“江苏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辨

治方案（第三版）”，围绕“癌毒”病机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基金

3 项。先后研制清气凉营注射液、流感双解方、消癌解毒方，癌

痛平胶囊等系列验方。相关成果在主办、受邀参加的省内外学术

会议、继续教育培训班做专题讲座 30 余次，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

得到推广应用，获社会好评。

主持国家级课题 5 项和省部级课题 2 项，牵头省部级平台建

设 1 项，发表论文 119 篇，主编著作 10 余部、主编全国规划教

材 3 部，与张伯礼院士共同主编“十三五”《中医内科学》教材，

获首届国家教材建设特等奖。培养学术经验继承人 2 人，师带徒

3 人，博士后 4 人，博士 35 人，硕士 45 人。



盛灿若同志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

盛灿若，1934 年 1 月生，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1954

年 9 月开始从事中医药临床工作，从事中医药工作 67 年，至今仍

坚持临床工作。1954 年 9 月南通县医校针灸专业毕业。2002 年

被评为江苏省名中医，第二、三、四、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主要事迹如下：

师从承淡安等中医大师，严谨笃学，追求卓越，精炼医术；

诲人不倦，甘当人梯，桃李满天下；心系患者，以解除病痛为己

任，潜心钻研，凝练出“咽四穴”、“面三针”等特色针法，造福

广大患者。

一、思身于心，勤学仁术

16 岁拜南通名医张文炳为师，精研内科，后师从孟河学派传

人马泽人先生、澄江学派创始人承淡安教授及针灸大家邱茂良教

授，谨遵恩师教诲，坚守“医者父母心，视病人如亲人”的从医

准则，践行“大医精诚、大爱无疆”从医初心，精研针法，融“孟

河学派”和“澄江学派”两家之长，德技双馨。1954 年，作为江

苏省中医院建院首批医生，克服重重困难，参与医院筹建。

二、笃学尚行，锤炼仁德

医术精湛，取穴少而精。善用特定穴，对不育不孕、顽固性

呃逆、声带小结、手术后尿潴留、突发性耳聋等疑难杂证有独到



之处，尤为擅长针药并用治疗痛症。指导呼吸病专家、长江学者

史锁芳教授在武汉、吉林、溧水等地采用针灸等中医外治法帮助

新冠患者康复并取得良好疗效。著有《针灸学》《中国针灸荟萃》

《实用针灸临床手册》等 10 余部著作。七十年代初参加中国医

疗队赴桑给巴尔工作三年，多次应邀赴美国、英国、意大利等 32

个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针灸走向世界。

三、钻坚研微，淬励仁技

首提“针药结合治疗脏病、募穴扬刺治疗腑病”论治原则；

凝练“咽四穴”及“面三针”；对针刺手法、疼痛对穴、治疗中

风等有独到之处。

1.“咽四穴”的提出和临床运用：融汇祖国医学基础理论和

现代医学解剖知识，首创“咽四穴”治疗咽喉疾病或以咽喉部为

主症的疾病。“咽四穴”位于喉结旁，以喉结高点水平，沿甲状

软骨边缘向上、向下各五分，左右共四穴。邻近足阳明胃经，可

改善局部血液循环，起到除痰祛瘀之效。以其为主穴，辨证施治，

治疗声音嘶哑、声带麻痹、咽喉部肿瘤放疗所致的发音困难、声

带小结等，均收到较满意的疗效。

2.“面三针”的提出和临床运用：“面三针”是数十年临床经

验的总结，治疗面瘫具有独到之处，对陈旧性面瘫、顽固性面瘫

更有意义。运用“面三针”透刺，三针首尾相接，沟通交融腧穴

间经气，与常规穴位点面结合，既弥补了常规取穴之不足，又增

强了经络之间的联系，提高了临床疗效。

3.治痛学术经验：治痛当一辨痛因为先，二辨疼痛虚实，三



辨经络循行，三种方法结合，全面了解病情。针刺当“调经御气”，

通过手法使“气至病所”，达到治疗目的。进针宜单手多方向动

作结合的复式手法，用腕力下插的同时结合大指的快速捻转，将

进针与行针融为—体，整个操作过程平和稳健，故疼痛轻，得气

快，针感强。

4．针刺治疗中风学术经验：疗效关键在于介入时期，若是

闭证，当以开闭、泄火、豁痰、醒脑为主，重点是腑气通。若己

是脱证，或闭证持久，有转为脱证之势，取穴慎重,忌用泻法。病

程日久者，“治痿独取阳明”,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疏通气血。

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针刺足三里、三阴交、脾俞、胃俞等穴，

可使脾胃运化转健，精液气血充沛，脏腑功能传旺，筋脉得以濡

养。所倡导的针灸技法，通过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在全国范围内

广泛推广，扩大了针灸治疗病种、减轻了患者病痛、降低了医疗

费用、节约了医疗资源，社会效益显著。



黄煌同志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

黄煌，1954 年 12 月生，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1973 年 8

月开始从事中医药临床工作，从事中医药工作 48 年，至今仍坚

持临床工作。1982 年 6 月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毕业，研究生学历、

博士学位。2002 年被评为江苏省名中医。主要事迹如下：

提倡基于方证相应的“方-病-人诊疗模式”，突出整体观念

和全科思维。2016 年创办全球首家经方学院。积极投身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制定首部防治新冠肺炎经方推荐方案，并以中文、英

语、西语发表，助力全球抗疫。致力于经方的普及推广工作，许

多著作多次重印再版，并被译成英、德、法、日、韩等文字在海

外发行，讲学足迹遍及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国际经方

热的点火者”。

一、制定经方防治新冠推荐方案，编写《经方论疫》，指导

一线人员经方防治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指导武汉、绵阳、无锡、长春等地防疫

一线人员使用经方防疫。发表抗疫文章及访谈录 6 篇，其中《基

于经方医学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思考》被“学习强国”平台收

录，阅读量达 5 万余。以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名义发布

《新冠肺炎（COVID-19）经方防治推荐方案》，被《江苏中医药》

刊发，并推出英文版、西班牙文版方案，分别在英国、委内瑞拉

杂志发表。为英国中医师学会举办公益直播，讲授《从经方医学

看新冠肺炎的防治》，在线听众达 73000 余人。编写《经方论疫》，



为国家中医应急医疗队（江苏）开展业务培训，主讲《基于经方

医学的传染病对策思考》。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要领导提交《关

于重型新冠肺炎救治使用桔梗白散的建议》，分别向农工党江苏

省委会和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中共无锡市委提交《关于在疫病

防治中发挥中医作用的几点建议》，已被采纳。

二、致力经方海外推广，促进中医药国际传播

以经方为载体，将中医经典原文以及晦涩难懂的中医术语拟

人化、场景化、形象化、立体化，平易近人、通俗易懂，有效克

服中医教育和中医药国际化中的语言障碍和文化阻隔。主持的全

球最大经方公益性网站“黄煌经方沙龙”，点击量达 2800 余万次，

受到海内外临床医生的广泛关注。自 2002 年以来，面向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等 19 个国家以及港

台地区开展经方继续教育及临床带教等，累计完成了 430 余场，

3 万多人次的经方课程。新冠疫情以来，已先后为加拿大多伦多

约翰珍妮中医学院、新加坡中医学院、英国中医师学会、美国中

医针灸传承学会、美国 AOMA 整合医学研究生院、美国 TCMZONE

公司等机构组织的论坛及培训班举办线上讲座 20 多场，固定学员

650 余人。2016 年始担任全球首家国际经方学院创院院长，现有

海外分院4家，海外联合办学共计11个国家的19个教学点。2017

年被中国教育报誉为“国际经方热的点火者”，有力推动了中医

药走向世界，扩大了中医药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

三、倡导基于方证相应的“方-病-人诊疗模式”，推动经方

应用发展。



系统阐释“方-病-人诊疗模式”的整体观念和全科思维，编

撰《黄煌经方使用手册》《中医十大类方》《张仲景 50 味药证》等，

成为经方领域的准标准化方案，并多次重印再版。近 20 年来在全

国各地累计完成 380 余场、4 万余人次的经方培训课程。自 2016

年，举办经方方证及各科经方培训班共 10 期 46 场，培训海内外

学员 11580 人次。担任广东省中医院、江苏省中医院、无锡市中

医院中医经典病房指导专家，在全国 20 家公立中医医院设立黄煌

经方工作室，积极传播和推广经方应用，经方特色和疗效得到众

多患者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