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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省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申报指南 

 

一、重点支持领域 

（一）中医临床研究 

1.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诊治技术和规范研究。针对重大疑

难疾病、常见病、多发病中中医特色鲜明、疗效显著，并在

国内同领域具有优势的重点病种，开展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诊

疗技术和方案的评价及优化研究，形成相关规范或方案。要

求研究工作已有一定临床实践基础，并有良好的前期研究积

累。 

2.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传承研究。选择能够坚

持中医临床工作，临床诊治疗效明显、经验独具特色，并有

一定社会知名度的中医专家，针对其疾病诊疗的特色技术、

方剂开展临床评价研究，形成可推广应用的规范化方案。 

3.中医学术流派挖掘、整理研究。针对我省具有显著特

色和重要影响力的中医学术流派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

承谱系、文献资料、学术思想、特色经验与技术方法系统整

理研究。针对江苏地区学术流派的经验与技术方法，开展临

床疗效对比性研究，为确立、推广该流派优势技术提供可信

的临床证据。 



4.中医药防治传染性疾病研究。总结中医疫病防治规律，

优化古代经典名方、名老中医经方，筛选确有疗效的救治方

案和中药复方，开展中医药防治重大传染病科学研究和技术

攻关。 

5.中医康复研究。针对中医特色优势明显，有助于提高

临床疗效，改善生存质量的中医康复技术和疗法开展研究，

形成规范的、可操作的临床技术方案。 

6.医院院内中药制剂临床评价研究。针对临床疗效确切、

特点明显、临床需求量较大的院内中药制剂开展临床评价研

究，为中药制剂规范合理应用提供临床证据。 

7.中医护理研究。围绕提高护理质量、发挥中医特色，

开展中医优势病种、优势技术的中医护理规范化研究。 

（二）中药研究 

中药资源保护、开发和可持续利用研究；中药药性理论

及配伍等新思路、新技术、新方法研究；临方炮制及其作用

机理的研究；道地中药材生物和药效特征性研究；经典方剂

配伍规律和作用机理、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单味中药及复方

药理学研究；中药（药材、饮片、提取物、颗粒剂、制剂等）

质量标准化体系与方法学研究；中药制剂的创新研究，特别

是体现中药特点的新剂型、新辅料、新设备应用研究；中药

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研究。 

（三）中医药健康服务研究 

开展中医治未病、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医养结合、健康



养老等健康服务研究，制定相关规范、标准，形成针对不同

健康状态人群的中医健康干预方案、指南、特色技术和宣教

画册等。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产品研发，鼓励研制容易

操作、适于家庭或个人的健康监测以及自我保健、功能康复

器械。 

（四）中医药文化研究 

开展中医药文化领域的相关研究。重点围绕中医药文化

核心价值观、中医药文化实践作用与意义、中医药机构中医

药文化建设、中医药文化大众传播、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

中医药文化遗产保护、中医药文化资源、中医药文化产业发

展等方面，进行理论总结，提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措施办

法，形成操作性较强的方案。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好的中医药

文化方向的前期研究积累。 

（五）中医药政策研究 

围绕中医药传承发展重大瓶颈问题，结合江苏实际，开

展相关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建议，形成具

有可操作性的方案，供政府决策和出台政策参考。重点包括：

科技创新发展策略及成果转化机制研究；中医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质量管理、用人单位对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

人员质量的评价研究，鼓励高校与我省国家中医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联合申报；公立中医院绩效评价有效性研究；

中医药补偿政策等。 

二、项目类别和申报条件 



本次项目申报类型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基金

项目三类。 

（一）重点项目 

1．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有较好的前期研究基础，创新性强，研究方向

清晰，有阶段性成果。申报人年龄不超过57周岁（截至2020

年12月31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具有良好的科研素养

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应为国家重点学科、重点专科、重

点研究室、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等的主要成员，

有合理稳定的专业技术团队。 

2．资助额度 

每个立项项目资助经费10-20万元，共设10项左右。承

担单位配套经费不得低于1∶1。 

（二）一般项目 

1. 申报条件 

面向全省具有中医药科研条件的医疗、教学、科研等机

构。申报人必须是实际从事临床和研究工作的在职人员，中

级及以上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57周岁（截

至2020年12月31日）。在读研究生（在职研究生除外）、承

担在研国家级、省级项目负责人以及国家级重点专科、重点

学科带头人等不得作为申报人。 

2. 资助额度 

每个立项项目资助经费5万元，共设100项左右，承担单



位配套经费不得低于1∶1。 

（三）青年基金项目 

1. 申报条件 

申报人为从事临床和研究工作的在职人员；具有博士学

位，或硕士学位同时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男性年

龄不超过 35 周岁，女性年龄不超过 38 周岁（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有兴趣从事并有足够时间保证科学研究；有海

外经历优先考虑；申请人正在承担或承担过市局级以上的项

目（包括被终止或撤销的项目），不得申报。 

2. 资助额度 

每项资助经费 5 万，共设立 20 项左右，承担单位配套

经费不得低于 1∶1。 

三、项目实施周期 

项目研究周期原则上3年，实施时间：2021年1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四、申报相关要求 

（一）申报项目应注重科学性、应用性和可行性，避免

高新指标的堆积。研究目标不明确、在研究周期内不能完成

研究内容的项目将不予立项。 

（二）项目设计要符合医学伦理和有关法律法规。涉及

新药、医疗器械使用的项目需提供有效注册批件证明。医疗

新技术需提供准入有效批件证明。涉及临床研究的项目，应

符合临床研究伦理规范。涉及实验动物的项目，必须有符合



要求的医学实验动物及其设施，并符合实验动物伦理审查要

求。申报项目必须通过单位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三）已获国家或省其他立项资助的、研究内容相近或

重复的项目不得申报；目前正承担我局科技项目尚未结题者

不得申报。 

（四）近5年承担省中医药科技项目因主观原因被终止

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五）作为项目第一申请人只能在重点项目、一般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三者中选择其中一种类型申报；申报项目不超

过1项、参与项目不超过2项。 

（六）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人必须提供至少1项代表作（代

表作包括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

作为第一发明人取得实用新型或发明专利、专著的主编等）。 

（七）鼓励多学科、多单位联合申报，鼓励上级单位对

下级单位指导协作与联合申报，鼓励基层单位邀请资深专家

加入项目组共同开展研究工作，鼓励民营中医医疗机构申报。 

（八）申报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申报项目查新，

如自行查新的可将项目查新报告作为附件上报。 

（九）申请人所在单位应是具有中医药科研条件和能力

的实体机构，财务独立核算，并有单独的银行帐户。 

（十）项目以合作形式联合申报的，申报各方须签订协

议，明确项目牵头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及约定各方的职责、任

务和经费分配，明确知识产权归属。 

（十一）项目申报实施科研诚信承诺制，项目申请人、



申报单位均须在项目申报时签署诚信承诺书，进一步明确各

自承诺事项和违背相关承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