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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特色诊疗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高峰论坛 

（2019·云南大理） 

                          会议通知 

尊敬的世界各国会员、理事、各相关单位： 

中医药走向世界是时代的需要，世界的需要，随着中医药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药创新发

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中医药不仅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和繁衍，繁荣作出了重要的影响，当前

传统医药正在获得世界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传统医学在维护健康和治疗疾病中的积极作用得

到更多的重视。中医药的理论和诊疗技术，正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中医药国际发展

有着良好的前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特色诊疗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高

峰论坛于 2019 年 4 月在云南省大理州召开。 

一、会议主题：传承中医文化、挖掘中医精髓 

二、会议内容：会议邀请具有代表性的中医个人、团体、中医药研究机构助阵，这将是中医界

的一大盛会；论坛紧紧围绕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药各临床学科建设、研究进展进行学术

交流和切磋，共谋中医药事业发展，其内容涉及基础理论研究、诊断治疗经验、药物研发、名

老中医经验、中医药特色诊疗技术现场演示、针灸临床研究等多个领域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

交流、学习、讨论。组委会将审核论文、成果的学术水平，安排主题发言，进行交流互动。 

三、会议时间：2019 年 04 月 19—22 日 

四、会议地点：云南省•大理市 

五、主办单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特色诊疗研究专业委员会 

六、协办单位：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医药学会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医药学会 

支持单位：大理瑞鹤药业有限公司 

          大理振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大会注册费用：1600 人民币/人【注册费包括：会议场地、会议住宿、会议用餐、欢迎晚

宴、全体会议合影、论文汇编、论文审效、会议出席证、会议书包、笔、本、纪念品等】 

八、征文内容： 

   1）中医“绝技”特色疗法的传承与应用，医药“绝技”发掘、保护与加快民间中医药师成

长的思路与对策； 

   2）传统诊疗技术与验方发掘文献综述，重点是中医特色诊疗技术的介绍、研究，具有中医

特色的名老中医经验和民间中医单方、验方的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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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医特色的“治未病”理论在疾病防治中的应用； 

   4）中西医结合诊治专科专病的思路及经验总结； 

   5）中草药单方偏方、民族民间医药、特种疗法的挖掘整理、经验介绍运用体会，针灸、 

      推拿、中药熏蒸、药浴、理疗、刮痧、水针、小针刀、内病外治等中医药的运用；  

九、征文要求 

   1）论文要求具有科学性、实用性，论据充分、文字精练、重点突出，字数在 3000 字以内，

附 300 字左右内容摘要。务必注明作者姓名、简介、单位、邮编、详细通讯地址、联系

电话、电子信箱等信息，大会组委会有修改文字权。请将全文（A4 纸）邮寄至指定地

址，或将论文电子版发送到指定信箱； 

   2）参会论文评出优秀论文（不超过收录文章的 15%），并颁发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优秀

论文证书。 

   3）论文截稿日期：2019 年 3 月 31 日之前，逾期不再受理。 

   4）欢迎各国代表收集整理临床病例现场与专家交流。 

十、展览展示活动 

让所有参会领导和嘉宾对您的产品有更深刻、更直观的了解，使您能与预期目标客户进行

面对面会谈，提升您的服务、技术、产品以及整个企业的知名度。中医药技术，中成药﹑中药

材种植企业、民族药﹑各类草药﹑天然植物药及植物提取药；传统疗法、新成果；保健仪器、

健康评估、针刺、灸法、推拿、刮痧、拔罐、中药煎煮、保健酒类、保健茶、药酒、养生食疗、

中药美容、药妆、药茶等各方面项目交流合作； 

我们希望通过汇聚“各门派”同台演示其特色疗法，以开放视野，引动大家对各特色疗法

的深入探讨与研究；更希望有感兴趣的同道积极拜师学艺，启动“名师再传承”之工程；同时

也希望大家在大会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签署各种项目合作协议，推动中医药业进一步发展。 

十一、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 张海峰（13910323475） 

电子信箱：teseyiliao@163.com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凯成商务 2#写字楼 309 室  邮编：10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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