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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提升中医医疗机构“治未病”服务能力的

通知 

吉中医药发〔2022〕38号 

各市(州)中医药管理局，梅河口市中医药管理局，各相关中医医疗机构： 

  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各级中医医疗机构“治

未病”服务能力，省中医药管理局决定在全省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开展中医“治

未病”服务能力提升工作。各级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已设置中医“治未病”科
的，要实现“提质达标”，未设置的要按照“应建尽建”原则全面启动建设。

现将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充分认识中医“治未病”服务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 2019

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将保健养生和治未

病工作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 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突出强调了全面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充分发挥其

在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防治中的独特作用。2019 年省委、省政府印发《关

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我省中医治未病工作提出

了具体要求，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防疫中药汤剂、中医防疫香囊及养

生保健方法等在我省广泛应用，“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的中医

“治未病”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中医“治未病”科是以治未病理念为核心，针对个体人健康状态，运用中

医药养生保健技术和方法，结合现代健康管理手段和方法，系统维护和提升个

体人整体功能状态，管理个体人健康状态风险，实现“不得病，少得病，晚得

病，不复发”的健康目标，达到预防疾病、健康长寿目的的科室。 

  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及公立中医医疗机构，要充分认清中医“治未病”的

独特优势，深刻理解中医“治未病”的科学内涵，着眼服务于全民健康及全生

命周期，高度重视中医“治未病”科建设及服务能力提升，全面提高中医医疗

机构防病治病能力，积极助力“健康吉林”建设。 

  二、加强中医“治未病”科室建设 



  参照 2014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建设与管理

指南（修订版）》，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疗机构要加快推进中医“治未病”

科建设。 

  （一）配套完善设施设备。根据《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提供平台建设基本规

范》、《中医诊疗设备评估选型推荐品目》配置有关设备，主要包括健康状态
信息管理设备、健康状态辨识及其风险评估设备、健康咨询与指导设备、健康

干预设备及器具等。设备配置应与中医医疗机构中医“治未病”服务功能、医

技人员医技水平、开展的服务项目及工作量相适应。 

  （二）配齐配强人员队伍。中医“治未病”科人员应包括中医执业医师、

医技人员、中药师、护理人员、管理人员等。专职医护人员二级中医医院应当

不少于 5人、三级中医医院应当不少于 6 人，中医类医护人员比例不低于

70%。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比例应合理，年龄及学历

构成基本均衡，具有支撑科室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梯队。二级中医医院“治未

病”科应当有一名具备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中医执业医师；三

级中医医院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中医执业医师占科室医师比例

不低于 20%。“治未病”科医师应接受“治未病”服务的专业培训，掌握中医

“治未病”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熟练掌握“治未病”科常用健

康评估技术、干预技术操作、常用的预防调养方案或常见健康状态的高危人群

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技术指南等，积累一定的健康评估及干预经验。“治未病”

科护理人员应接受“治未病”服务的专门培训，熟悉健康管理和中医预防保健
基本知识，掌握“治未病”科常用中医护理技术，能为患者提供具有中医药特

色的护理服务。在“治未病”科室初期建设阶段，医院应给与扶持，保证人员

收入；在“治未病”科室发展阶段，医院应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其进一步发

展，人员收入不低于医院平均水平。同时尽可能从医院层面为“治未病”科室

从业人员提供可预期的职业发展前景，以保证人员积极性与稳定性。 

  （三）积极开展中医服务项目。“治未病”科开展的中医服务项目应当不

少于 5项，主要包含以下几类：一是健康状态辨识及评估项目：中医体质辨

识，中医经络、脏腑功能、血气状态评估等；二是健康调养咨询服务：开具健

康处方、养生功法示范指导、中药调养咨询指导等；三是中医特色干预技术：

包括针刺、灸法、拔罐、推拿、穴位贴敷、埋线、药浴、熏洗（蒸）、刮痧、

砭石、音疗，及热疗、电疗等其它理疗技术；四是产品类：如膏方、养生调养

茶饮等；同时，健康档案建立、慢性病健康管理、健康信息管理，以及管理效

果评价等也可纳入治未病服务项目。 

  三、强化中医“治未病”文化宣传 

  各级公立中医医院应根据本单位和“治未病”科的实际情况，在环境形象

建设上注重体现中医药文化特点，在“治未病”科、医院广场及有关区域加强

中医“治未病”理念和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的宣传，介绍中医药养生保健的方

法及专家特长，彰显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的特色和优势。医院网站应设立内容

规范的中医药养生保健专栏（专题），以健康讲座、疾病预防保健沙龙等形式

加强门诊及住院患者养生保健健康宣教。通过组建专家团队和中医健康讲师团



进社区、进单位、进校园，开展中医药健康巡回宣讲。编制实用性的中医科普

养生资料，传播“治未病”理念和养生保健方法，营造良好的中医“治未病”

健康文化氛围。 

  四、强化组织保障，加快推进实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公立中医医院“治未

病”科建设的指导和管理，不断提升中医“治未病”服务能力，深入调查研

究，完善支持政策，帮助医疗机构解决工作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要切实将

加强公立中医医疗机构“治未病”科建设纳入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和中医医疗
机构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规划中，统筹安排、重点突出、同步推动。省中医药管

理局将依托省级中医治未病质控中心等对各级开展“治未病”科建设情况进行

指导和检查，并作为下一步支持相关科室建设的重要参考依据。二是全面启动

建设。各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应加强对“治未病”科的规范化建设与

管理，提供与其医院规模、科室功能相适应的场所、设备设施、技术力量和资

金投入等，以保证“治未病”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提高“治未病”服务质

量。同时，鼓励其它中医医疗机构积极开展中医“治未病”科建设。 

  三是突出创新发展。各级中医医疗机构要注重探索中医“治未病”服务新

模式，将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和特色融合到现代健康管理系统中，更好服务

于有健康需求的各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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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 

  2022 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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