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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0月 22日公布 2019年度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
获奖名单，共3人获奖，其中包括来自中
国的屠呦呦。

该奖项旨在奖励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的杰出生命科学研究，研究主体可以是个

人或机构。今年是该奖项的第五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告中说，中

国中医科学院教授、2015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因其在寄生
虫疾病方面的研究获奖。她发现的全新
抗疟疾药物青蒿素在 20世纪 80年代治
愈了很多中国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将基于青蒿素的复合疗法作为一线抗疟
治疗方案，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使非
洲疟疾致死率下降66%，5岁以下儿童患
疟疾死亡率下降71%。

公告说，来自美国的凯托·洛朗森教
授由于在生物材料再生工程的临床应
用、干细胞科学等方面的创新工作获

奖。另一名获奖者是来自爱尔兰的凯
文·麦圭根教授，他研发的太阳能消毒技
术帮助非洲和亚洲等地的人们获得了干
净饮用水。

颁奖仪式将于2020年2月在位于埃
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
总部举行。 （胡 雪）

因在寄生虫疾病方面的研究拯救了数百万人生命

屠呦呦获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

10 月 23 日，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
局长于文明、副局长孙达一
行看望“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屠呦呦，听取屠老对中医
药工作的意见建议，感谢屠
老为中医药事业作出的贡
献。中国中医科学院负责
同志陪同。

通讯员 冯 磊摄

国家中医药
局领导看望

屠呦呦

2019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日
前在京举行，表彰100位在中国现代化建设
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澳大利亚西
悉尼大学校长葛班尼因在推动中医药国际
化中的贡献获奖。

领奖前，葛班尼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
拜访中医药专家，参观北京中医药大学博
物馆。他感叹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对世
界做出的贡献，他说：“获奖是中国政府对
西悉尼大学和我们合作伙伴的认可，感谢
中国政府对我们中医药国际化工作的鼓
励。”他表示，西悉尼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
学合作 5 年来取得的成绩，是许多人共同
努力的成果，他是代表许多做贡献的人领
奖的。

探索中医药走向世界合作模式

葛班尼是应用数学博士，澳大利亚技
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士及新南威尔士州皇
家科学院院士，2014年 1月担任西悉尼大

学校长。同年11月17日，在中澳自贸协定
框架下，西悉尼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联
合成立了澳大利亚中医中心。

中心成立5年来，充分发挥北京中医药
大学中医医疗、教育、科研的优势，结合西
悉尼大学的教育资源，建立了集中医医疗
服务、教育、研究与文化交流为一体的综合
平台，在中医教育、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临
床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积极探索中医药
走向世界的合作模式。

作为澳大利亚有社会影响力的校长，
葛班尼经常向政府和社会推介中医中心及
成果，号召社会为中医药在澳发展提供持
续资助。在葛班尼提议下，西悉尼大学理
事会将中医中心设在有百年历史的大楼
中，装修后配备了先进设备，为医、教、研工
作提供实体支撑。中心设有中澳合作科研
平台，开展以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为核心
的国际多中心、中西医联合开展的临床医
疗与科研合作。

在他的力推下，2017 年，大洋洲第一

个以中医中心为核心的中澳肿瘤科研合作
平台正式建立，联合中澳中西医医疗机构
肿瘤研究专家，开展中医药防治肿瘤、癌性
疼痛、癌性疲劳等研究项目，并于同年举办
了中澳国际肿瘤高峰论坛，这是澳大利亚
肿瘤领域中西医学者首次同台交流。与此
同时，中心在中医治疗不孕症、老年痴呆症
和中药药理学、药效学等方面也有进展。

葛班尼说，中医药国际化过程中不仅
要证明中医药的有效性，还要给西方世界
提供解决疾病的新办法，让西方人体验中
医药，了解中医药治病机理，未来他们将合
作开展更多科研项目。

中澳合作培养高水平中医药人才

葛班尼坚定支持在西悉尼大学开设中
医专业，使得西悉尼大学成为澳大利亚高
等教育机构中为数不多的开设中医本科、
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公立综合性大学。
这里的学生来源广泛，有的有中国背景，有

的是对中医感兴趣的澳大利亚人。来自本
地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优秀教师讲授中医
课程并临床带教，还有一些中国学者来此
教学交流。西悉尼大学除了与北京中医药
大学紧密合作外，还与上海、南京、广州、福
建等中医药大学合作教学科研。

西悉尼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开展硕
士生、“双学位”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
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已经毕业，“双学位”
博士项目肿瘤专业博士生已在西悉尼大学
学习。学生毕业时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
门医院实习，加深对中医的理解，提高临床
技能，目前已有毕业生200多人。

借助中医中心的中医、西医、健康、教
育、语言翻译教育资源优势，中医中心还培
训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甘肃、山西等中
医药大学的青年教师，提高学员们英语授
课能力。为提升澳大利亚中医行业服务水
平，中心为当地中医药从业人员举办专业
讲座，如教授国医大师孙光荣临床经验、针
刺调气应用等。 （下转第二版）

做中澳中医药合作推动者
本报记者 海 霞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校长葛班尼因在推动中医药国际化中的贡献

获颁2019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本报讯 （记者秦宇龙）10月 22日，2019年全国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北京站）活动在人民大学附属中
学举办。活动中，人大附中介绍了该校“以课程开设
为主体，以教材开发和活动开展为两翼，以研究开拓
为引擎”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工作体系，并展示了
学生们探索中医药科技创新、开展中医药社团活动
等一系列优秀成果。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王志勇对人大附中开
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所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对中医药发展进行了全
面谋划和系统部署，发展中医药事业上升为国家战
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颁布施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中医药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新形势下发展中
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他指出，青少年是
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让青
少年学习中医药、喜欢中医药、传播中医药，是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力量源泉，是引导青少年迈进中
华文明宝库、学习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
径，是一件惠当前、利长远的大事、好事、实事。他希
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中
来，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播撒健康生活种子。

活动中，人大附中与全国 18个中小学校成立全
国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学校联盟，成员单位间将依靠
联盟这一平台相互交流学习各自开展中医药文化进
校园工作的经验，帮助更多学校深入、扎实地开展中
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

此外，活动现场设置中药标本展示、中药种植AR
体验、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中药香囊制作等活动，吸引
大批学生前来参观体验，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

此次活动由中医中药中国行组委会主办，《中国
中医药报》社及人大附中承办。国医大师晁恩祥，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会长刘彭
芝，人大附中总校校长刘小惠出席活动并致辞。

中医药文化
走进人大附中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与毛里求斯
于 17日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成为
我国商签的第 17个自贸协定，也是我
国与非洲国家的第一个自贸协定。
在服务贸易领域，双方承诺开放的分
部门均超过 100 个。其中，毛里求斯
将对我国开放通讯、教育、金融、旅
游、文化、交通、中医等重要服务领域
的 130多个分部门。这是毛里求斯迄
今为止在服务领域开放水平最高的

自贸协定。
在货物贸易领域，中方和毛里求

斯最终实现零关税的产品税目比例分
别达到 96.3%和 94.2%，占自对方进口
总额的比例均为92.8%。在投资领域，
这是我国首次与非洲国家升级原投资
保护协定，不仅将为我国企业赴毛里
求斯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也有
助于企业以该国为平台，进一步拓展
对非洲的投资合作。此外，双方还同

意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农业、金融、医
疗、旅游等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

协定签署后，双方将各自履行关
于协定正式生效的国内程序，以便协
定尽早实施，让协定成果尽早惠及两
国企业和人民。

目前，我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谈判加速推进，累计已与 25个
国家和地区达成 17个自贸协定，多双
边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 （于佳欣）

中国与毛里求斯签署中非首个自由贸易协定
涉及中医药服务贸易内容

本报讯 （记者李 娜）日前，甘肃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关于印发第一批甘
肃省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
生物制品）的通知》，其中对非中医类别医
师开具中药处方的情况作出明确规定。

根据《通知》，已取得中医类别以外
医师资格并注册执业的，且在院校教育
和毕业后教育接受过中医学课程学习
的，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取得省级以
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中西医结
合、民族医医学专业学历或学位的，或者
参加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西医学
习中医培训班（总学时数不少于 850 学
时）并取得相应证书的医师，既可以开具
中成药处方，也可以开具中药饮片处方。

甘肃明确非中医类医
师开中药处方的条件

本报讯 （记者李 娜）工信部日前
披露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4001号建议的答复》指出，将会同有关部
门通过规划引导和项目实施，提高中药
材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生产技术水
平，合力打造一批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基
地，不断健全中药材现代化流通体系。

答复指出，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中
药材产业发展，在推进中药材扶贫、推动中
药材流通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其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制定了

《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分工实施方案》，成
立扶贫工作组和专家团队对14个集中连
片贫困区及832个贫困县中药材产业发展
现状开展调查，编制贫困地区生态适宜种
植中药材推荐目录，通过转移支付安排资
金实施中药材质量保证项目等。农业农村
部引导各地优化道地药材生产布局，建设
一批道地药材生产基地，认定中药材国家
级特优区14个。商务部大力推动中药材
流通现代化建设，完善中药材流通标准体
系，开展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设。

工信部答复人大代表建议

将合力打造一批中药
材标准化生产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宋丽萍）近日，由广东省中医
院承建的省部共建中医湿证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运
行实施方案通过科技部、广东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
论证，标志着我国首个中医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正式启动。据悉，该重点实验室将依托广州中医药
大学建设，与此前已建立的中药类国家重点实验室
共同组成日臻完善的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本次论证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担任专家组
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姚新生和俞梦孙担任副组
长。专家组一致认为，实验室凝练了四大研究方向，
具有岭南地方特色，优势突出；围绕中医湿证与主要
慢病防治过程中的科学问题和共性关键技术，以开
展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所形成的理论方法、技
术体系等，将为促进中医药学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提供科技支撑。

我国首个中医类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