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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中国中医药本科院校设置现状!提出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建议&方法
!

采取文献查询与专家咨

询方法!对中国设置的
*!

所中医药本科院校现状进行分析&结果
!

中国独立设置的中医药本科院校有
*!

所!中部地区设置比例

较高!且规模较大#平均占地面积
"*,,

亩!平均招生规模
"<,,

人%年!其中中医药类占
-"+-;

!平均设置专业
"6

个!中医药类相

关专业比例为
5<+";

#

"!

所院校拥有中医药类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其中
=

所院校在东部地区!

*!

所院校均有中医药类学科硕

士学位授予点&

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没有独立设置中医药本科院校!其中
-

个在西部地区&

*!

所独立的中医药本科院校均设

置在经济较好的省会城市&办学指标比较!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结论
!

国家振兴中医药事业需同步推进中医药高等

教育!尤其需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独立的中医药本科院校建设的支持与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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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的发布#中医药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规划.不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就中医药发展单列

一节#还在其他
*

处提及中医药#解读其内容#可掂出中医药在

国家发展格局中的分量#更能明晰中医药未来五年的新布

局'

"

(

)

-规划.在第三十四章+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第六节

中明确指出!+发展中医药教育#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药人

才队伍建设,)国家中医药事业+十二五,规划也将+加强中医

药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中医药院校教育改革#加强重点学科建

设,纳入重点工作中)由此可见#+十二五,期间#发展中医药教

育#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中国中医药

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主要由中国独立设置的中医药本科院校进

行培养'

*/-

(

)本文就中国目前独立设置的中医药本科院校现状

进行分析)

B

!

资料与方法

B+B

!

研究对象
!

研究对象为全国
*!

所独立设置的中医药本

科院校$表
"

&)目前#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

中医药本科院校设置情况来看$表
"

&#除了重庆*海南*宁夏*

新疆*青海*河北没有设置独立的中医药本科院校外#其余各省

市*自治区均已设立#以中部地区独立设置比较最高)没有设

置中医药本科院校的
7

个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表
"

!!

全国独立设置的中医药本科院校分布概况

区域
省*市*

自治区总数

已设置独立中医药本科院校

省*市*自治区总数
百分比$

;

& 未设置独立中医药本科院校省*市*自治区名称

东部
"" = <"+<

河北省*海南省

中部
< < ",, 4

西部
"* < 77+6

重庆市*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

4

!表示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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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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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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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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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

研究方法
!

采取文献查询与专家咨询方法)定量数据主

要来源于各中医药本科院校学校网站公布数据#并参考中国教

育网$

TTT+FAM+Q9

&高校信息库数据)定性访谈重庆市中医

药事业主管领导和相关专家
"!

人)

B+D

!

统计学处理
!

定量资料用
W

S

CAHGH5+,*

软件双人双录入

计算机#建立数据库#采用
X#X<+*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计量指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然后采

用
X)]

方法进行
5

个区域之间的两两比较#计数指标采用
)

*

检验)整理所有访谈记录和录音#运用类属分析$

:

F9FKCQH9HI/

O

ECE

&的情景分析$

EQF9HKCBH9HI

O

ECE

&相结合的方法对定性资料

进行分析)

C

!

结
!!

果

C+B

!

中医药本科院校设置情况
!

经调查统计#全国有
7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没有独立设置中医药本科院校)

*!

所中医

药本科院校均设置在经济较好的省会城市#平均占地面积约

"*,,

亩#在校生$不包括成人教育和远程教育&平均人数约

=*,,

人#平均开办
"6

个专业$不含方向&#其中中医药相关专

业数占总专业数的平均比例为
5<+";

)年平均招生数约
"

<,,

余人#其中中医药相关专业年招生数约
6<,

余人#占总招

生数的
-"+-;

)

*!

所院校均拥有中医药类学科硕士学位授予

点#其中
"!

所院校还拥有中医药类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

$表
*

&)

表
*

!!

全国独立设置的中医药本科院校的基本情况

设置情况 频数$个& 百分比$

;

&

占地面积$亩&

!$

!,, - "7

!

!,,

"

",,, 7 *-

!

",,,

"

*,,, "* -<

!&

*,,, 5 "*

在校生人数$不含成教*远程教育学生#人&

!$

7,,, - "7

!

7,,,

"

<,,, 5 "*

!

<,,,

"

",,,, 6 *<

!&

",,,, "" --

开办专业数$不含方向#个&

!$

", * <

!

",

"

"= "7 7-

!

*,

"

*= 7 *-

!%

5, " -

中医药相关专业所占比例$

;

&

!$

55 "5 !*

!

55

"

!, ", -,

!&

!, * <

中医药相关专业招生数$人&

!$

!,, 7 *-

!

!,,

"

",,, "5 !*

!&

",,, 7 *-

中医药招生数占总招生数比例$

;

&

!$

55 ! *,

!

55

"

!, "* -<

!&

!, < 5*

从全国情况来看#有
*

所院校占地面积仅
",,

余亩#均位

于西部地区)占地面积超过
*,,,

亩的院校有
5

所#东*中*西

部各有
"

所#最大为
*5,,

余亩$山东省&)

6*;

院校的在校生

规模在
<,,,

人以上#近
!,;

院校的在校生突破万人)

-

所

7,,,

人以下的学校均分布在西部地区#最少仅
"!,,

人)

6*;

院校专业数不足
*,

个#从比例上来看#超过
!,;

院校的中医

药相关专业数不到专业总数的
"

"

5

#最低仅
"<+*;

)比例最高

的是西藏藏医学院#只开办了
*

个专业///藏医和藏药#达到

",,;

)招生超过
",,,

人以上的院校较少#不到
"

"

-

)招生人

数低于
!,,

人的
7

所院校中#其中
-

所院校位于西部地区)全

国有近七成的中医药院校的中医药相关专业招生数不到招生

总数的
!,;

#其中有
!

所院校不到
"

"

5

)

全国东*中*西部独立设置的中医药本科院校的基本情况

比较#从占地面积*招生人数*专业设置与学科建设等方面#东

中部明显好于西部地区$表
5

&)东部地区有
=

所院校拥有中

医药类博士授予点#提示学科建设好#办学实力强#发展后劲

足)中部地区院校发展也较好#占地面积*招生规模等主要办

学指标已超过东部地区)西部地区院校更加突出+中医药,为

主体的办学理念#在中医药相关专业设置比例以及招生比例上

表现惹眼#发展潜力巨大#但主要办学指标均落后于东*中部地

区#特别是招生数和拥有中医药类博士授予点比例方面差距比

较明显%招生数只有中部地区的
!,;

#这与该地区多个省份没

有设立独立的中医药本科院校有较大的关系#导致生源流失现

象严重%拥有中医药类博士授予点的院校仅有
*

所#学科实力

较弱#不利于该地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这
*

个数据折射出西

部地区院校在软*硬件方面与其他地区还有较大差距)

表
5

!!

全国东'中'西部独立设置的中医药

!!

本科院校的基本情况比较

设置情况 东部 中部 西部

占地面积$亩&

"*"6 "**! ""!!

在校生人数$不含成教*远程教育学生#人&

=6<= =<"5 6=75

开办专业数$不含方向#个&

"7 "= "!

中医药相关专业所占比例$

;

&

5!+, 5!+< -5+6

中医药相关专业招生数$人&

676 ","* !<7

中医药招生数占总招生数比例$

;

&

5=+= -!+< !"+*

拥有中医药类博士授予点院校比例$

;

&

",, !, *!

C+C

!

!

项基本办学指标简要对比
!

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

*,,-

(

*

号文件的要求#仅就搜

集到
""

所中医药院校的
!

项基本办学指标数据进行了横向比

较#其中东部地区
5

所#中部地区
!

所#西部地区
5

所$表
-

&)

表
-

!!

""

所独立设置的中医药本科院校
!

项

!!!

基本办学指标比较

基本办学指标 东部 中部 西部

生师比
"7+-n" "7+,n" "5+6n"

生均行政用房$

(

*

&

-=+5 5"+, "7+7

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位教师比$

;

&

5=+< !<+< -7+<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元&

"7<=7 ",,,, <"5-

生均图书$册&

"<!+* =!+, 6*+,

区域高等教育系统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整体的有机组成部

分#且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既在享有高等教育服务经济

的同时#也承担着发展高等教育的义务'

!/7

(

)因此#区域之间经

!7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表
!

!!

不同区域院校规模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j>

&

区域
%

人均
a\$

$元& 人口总数$万人& 学校面积$亩& 学生总数$人& 专业总数$个& 中医药专业学生数$人&

东部
= !5-=,j"-,*5 !*"!j557= "*"7j!!6 =6<<j*!,* "7j5

676j-*<

!

中部
<

*!"6!j5-!5

"

!*<"j*""< "**!j7!< =<"*j*7"6 "=j6

","*j5*=

!

西部
<

***,*j",=5!

"

56**j**5* ""!!j<"= 6=7*j!=5, "!j6

!7<j*<=

#

!!

"

!

"

$

,+,!

#与东部比较%

#

!

"

$

,+,!

#与中部比较)

表
7

!!

院校规模影响因素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赋值说明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6 "

标准化系数

常数
4 -*-"+-= **77+,= "+<6 ,+,6!* ,

专业总数
4 5-!+<- <=+7" 5+<7 ,+,,,= ,+!*<!-

中医药类专业学生
4 *+<= "+5- *+"7 ,+,-*< ,+*<66!

博士授予
"3

是%

*3

否
4**6"+5= =!<+*- 4*+56 ,+,*6- 4,+*=*"6

!!

4

!表示无此项)

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文化特征*资源分配的差异势必会对区

域高等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地理位置越优越#经济发展越迅

速#获取高等教育资源就越有优势#高等教育资源就自然会向

该区域聚集#区域高等教育的差异也随之而产生'

6

(

)中医药本

科院校区域性差异是如此#由此导致一系列的结构矛盾)

从表
-

看#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资源更易聚集#无论软件还

是硬件#办学实力较强%中部地区经济较发达#该区域的中医药

本科院校近几年发展较快#投入较大#在规模上超越了东部地

区院校#但学科建设方面需进一步夯实%西部地区经济水平最

低#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较差'

<

(

#加上多个省份没有设立独

立的中医药本科院校#高等教育资源流失严重#资源获取难度

较大)此外#各院校规模与当地人口之间按+中医药类专业招

生数"十万人口,进行统计显示东*中*西部的平均值基本一致#

在
*+"

人"十万人口左右#其中东部略低#只有
*+,

人"十万

人口)

C+D

!

院校规模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

为进一步分

析各院校规模的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各个指标在+东*中*西,

5

个区域之间是否有统计学差异)结果显示#区域人均
a\$

对院校规模有影响#即东部与中*西部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

&%中医药类专业学生人数是中部地区中医药本科

院校规模偏大的主要原因$表
!

&)

同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筛选院校规模的影响因素)

参加筛选的变量!学校所在省
a\$

*所在区域*学校所在省人

口*人均
a\$

*学校面积*学校专业总数*中医药类专业学生*

是否博士授予点等共
<

个变量#变量筛选的方法采用逐步回归

筛选方法#变量进入水平和剔除水平均选为
,+",

)结果显示#

专业总数*中医药类专业学生*是否有博士授予点是影响院校

规模的主要因素$表
7

&)

D

!

讨
!!

论

D+B

!

扶持和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独立设置中医药本科院校

是基础
!

实践证明#没有独立的中医药本科院校#不仅难以吸

引和聚集高层次中医药人才#更会影响当地的中医药事业发

展)以重庆为例#建国初期#重庆曾吸引和聚集了大批优秀的

中医药人才)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冉雪峰*方药中等都曾在

重庆任教*行医)由于没有独立的中医药本科院校#他们先后

流向北京*成都等地#使得全市中医药研发人员和设备分散#各

自为阵#新产品*新技术研发能力不高#成果转化困难#创新科

技人才少#断层现象严重#代表行业水平的科技领军人物奇缺#

科研学术团队和梯队建设不够理想#从而导致重庆市中医药事

业和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目前#全市仅有全军国医大师
"

名#

国家级师带徒专家
5"

名#市级名中医
6!

名#区县级名中医

"<-

名)尽管全市中药材资源丰富$药用植物种植面积达
"!,

多万亩&#但全市中药企业所需生产原材料的
<,;

需从外地调

入#中药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也严重靠后)因此#各地加快设

置独立的中医药本科院校#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对医疗*科研的

带动作用#这不仅对当地的中医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会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还能提升当地中医药总体水平#振

兴和促进当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D+C

!

新设置中医药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是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
!

独立设置的中医药本科院校应考虑以下方面!

$

"

&设置地点应首选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会城市#原因为其具有

吸引聚集中医药高端人才的优势#多数优质丰富的中医药教

育*科研*医疗资源集中于省会城市可以共享#有利于人才培养

和学科建设#更好地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

*

&办学定位应结

合当地中医药事业*行业和产业发展需要)$

5

&办学规模应根

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

*,,-

(

*

号文件的要求#参照全国平均水平进行设置$表
*

&#如在校生

=,,,

人#占地面积至少
<",

亩$全国平均
"*,,

亩&)也可根据

当地人均
a\$

测算在校生规模$表
!

&)$

-

&专业设置与招生

人数应根据院校设置条件和定位合理的设置#其中中医药相关

专业所占比例不宜偏低#建议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5<+";

&)年

平均招生人数建议达到
"7,,

人#其中中医药相关专业招生数

应根据服务区域实际需求进行测算#应不低于全国平均比例

$

-"+-;

&)也可按
*+"

人"十万人口测算招生人数)$

!

&影响

院校规模的主要因素为专业总数*中医药类专业学生*是否有

博士授予点等$表
7

&#提示学科和专业建设是院校实力的标

准)加快专业建设#启动研究生教育#积极申报一级学科硕士*

博士学位授予点#坚持中医药为主体的办学定位'

=

(

#是新办院

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D+D

!

急需加大对西部地区中医药本科院校建设的支持与投入

力度
!

中国中医药本科院校发展不均衡#特别是西部地区院

校#办学规模和学科实力都与其他地区的中医药本科院校存在

较大差距)而
7

个没有设置独立本科院校的省份有
-

个集中

在西部地区#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当地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和凝

聚#也会影响当地+十二五,期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实际上#西部地区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

",

(

)以重庆为例#

药用植物占全国已知的
""""<

种药用植物的
-=+*;

#酉阳青

蒿的青蒿素含量居世界之首#重庆青蒿素和黄连产量为全国之

最)此外#西部地区还集中了大量少数民族$藏族*苗族*蒙古

族*维吾尔族*壮族等&#他们也拥有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亟待

开发和利用)改变此现状的重要举措是急需国家加快对西部

地区中医药本科院校的建设和扶持#给予相应$下转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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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高脂血症与
>_#

的相关关系(

%

%

;

&)

项目
>_#

组
_#

正常组

高血脂
5!"

$

7!+=<

&

<-7

$

"-+*,

&

"

血脂正常
"<"

$

5-+,*

&

!""5

$

<!+<,

&

!!

)

*

3<76+**5"

#

"

!

"

$

,+,!

#与
>_#

组比较)

表
!

!!

糖尿病与
>_#

的相关关系(

%

%

;

&)

项目
>_#

组
_#

正常组

糖尿病
*6,

$

!,+6!

&

!7"

$

=+-"

&

"

血糖正常
*7*

$

-=+*!

&

!5=<

$

=,+!=

&

!!

)

*

36-5+=,,-

#

"

!

"

$

,+,!

#与
>_#

组比较)

D

!

讨
!!

论

代谢综合征是由于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糖调节受损或

*

型糖尿病*高血压*血脂紊乱*胰岛素抵抗*微量清蛋白尿及

>_#

等#引起多种物质$糖*脂*蛋白质&代谢异常为基础的病

理生理改变#促发动脉粥样硬化等多种危险因素的聚集#最终

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的临床综合征)

>_#

为该综合征的一种表现'

"

(

)研究发现#

>_#

是高血压*糖尿

病*心力衰竭等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

(

)

YCHPPC

等'

!

(还发现#

同时患有
>_#

的高血压患者的靶器官损害$左心室肥大*清

蛋白尿*颈动脉内膜增厚等&发生率及程度明显大于
_#

正常

的高血压患者#且随着
_#

水平的升高#靶器官损害的发生率

及严重程度也随之增加)

原发性
>_#

和痛风是多基因遗传病#其发病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如年龄*性别*饮食习惯*种族及其他代谢性疾病

等'

7/<

(

)与其他研究相同#本调查结果显示#

>_#

与高血压*

肥胖*高脂血症*糖尿病等密切相关)

从血
_#

增高至痛风症状出现可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如

果对临床中发现的无症状性
>_#

患者能及时进行健康干预#

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痛风#甚至其他代谢性疾病的发

生率'

=

(

)因此#建议应高度重视健康体检中发现的
_#

升高#

早发现*早防治)尤其在中老年人群预防心血管疾病时#不仅

要注重调控血压*血脂*血糖水平#还应重视
>_#

这一危险因

素'

",

(

)另外#应加强对社区人群的健康教育#只有让人们充分

认识到
_#

升高与代谢性疾病以及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促使

其纠正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

_#

*减少心血管病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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