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关于参与拟提名2024年度云南省

科学技术奖候选项目的公示
为做好2024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根据云

南省科技厅关于2024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通知

的相关要求，确保科学技术奖励的公正性，完善科技奖励的

社会监督工作，现将我公司作为参与单位拟提名2024年度云

南省科学技术奖的候选项目“中医药（民族医药）“1+N”

科普服务体系的创建与应用”进行公示，公示期 7 天，公

示时间自2024年4月22日至2024年4月28日，公示内容详见附

件。

公示期内，任何对拟提名项目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请

以实 名及书面材料的方式向公司反映，并提供必要的证

明材料。提出异议的单位须在异议材料上加盖本单位公章

及提供联系人和联系电话；提出异议的个人须在异议材料

上签署真实姓名，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电话。公司相

关部门将对异议材料组织调查核实。

联系人：李昊明

联系电话：18388254564

附件：中医药（民族医药）“1+N”科普服务体系的创

建与应用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2024年4月22日
附件



中医药（民族医药）“1+N”科普服务体系的创建与

应用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中医药（民族医药）“1+N”科普服务体系的创建与应用

提名者：云南省教育厅

提名等级：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科普项目类）一等奖

主要完成人：邱勇、赵荣、郑进、张超、杨盼、任泽琴、吴凯、葛元

靖、张小贝、李兴德、杨若俊、周晓娜、陈清华

主要完成单位：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岐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昆明

杏林大观园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中医药学会，大理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二、成果简介

中医药（民族医药）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理

念了解与认同的重要窗口。中医药科普在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美好生

活的需要，服务国家形象塑造和文化软实力提升，推动中医药传承创

新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项目组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目前中医药（民族医药）科普工作中

存在的关键问题，依托国家级省级课题19项，通过15年的研究积累，

聚焦体系-基地-平台-作品-活动-交流等内涵建设，创建了以民族医

药为特色的“1+N”科普服务体系。

在“1+N”服务体系推广和应用中，新增国家级科普基地2个，创

建中医药科普平台9个，发布科普文章/视频2万余条，阅读量/播放量

达6.6亿，累积用户量达300余万。提供线下/线上义诊10万余人次，

开展科普活动/学术交流/人员培训/专题讲座200余场，线上线下参会



100万余人次。项目组主编出版专著20部；发表学术论文50篇；培育

相关科研课题29项；深化了澜沧江-湄公河传统医药交流机制，2016

年中医药（民族医药）专题展区首次在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亮相，中

医药已经成为我国与南亚东南亚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有效载体；培

养中医学（民族医学）硕士、博士100余名。成果被新华网、人民网

、中国新闻网、光明日报、健康报、中国中医药报、云南网等主流媒

体多次报道。中医药（民族医药）“1+N”科普服务体系的创建与应

用有力推动了云南省中医药（民族医药）防病治病知识的普及和中医

药文化的传播，云南省2022年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较2018年提高

了10.7%，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48%；对云南省中医药领域科技创

新环境的营造、科技创新精神的弘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代表性知识产权目录

（一）10项代表性论文和专著情况

1、邱勇.开创特色鲜明高水平中医药大学发展新局面.云南中医药大

学学报，2023，46(1):1-3.

2、邱勇,赵少钦,吴非. 中医药院校留学生教育改革研究--以云南中

医学院为例[J]. 教育观察（上旬）,2015(7):46-47.

3、杨盼. 中医药文化传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价值分析[J]. 社会主

义论坛, 2023, (05): 17-19.

4、曾睿林, 吴凯（通讯作者）. 法国副领事苏烈与针灸金针[J]. 中

国针灸, 2019, 39 (06): 651-654.

5、吴凯. 中医在欧美的创新[J]. 中医药文化, 2018, 13 (05): 24-

30.

6、赵荣，邢利威，张琼主编，不孕症防治与调养全书，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2024年3月第1版，141千字。



7、任泽琴，赵荣，李川主编，骨质疏松症防治与调养全书，中国医

药科技出版社，2024年3月第1版，100千字。

8、赵荣主编，现代针灸讲坛，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

160千字。

9、赵荣主编，经穴名称古义今释，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

版，199千字。

10、杏林名方，昆明杏林大观园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主编，云

南科技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450千字。

（二）10件代表性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授权情况

1、邱勇，中医药科普文化传播管理系统软件V1.0，授权号：

2023SR0762667.

2、赵荣，肥胖症穴位埋线流程管理系统软件V1.0，授权号：

2023SR0738159.

3、赵荣，中医针灸穴位科普推广管理平台系统软件V1.0，授权号：

2023SR0748329.

4、任泽琴，中医康复科普质量监控管理系统软件V1.0，授权号：

2023SR0747721.

5、任泽琴，中医与骨健康科普推广管理平台系统软件V1.0，授权号

：2023SR0762315.

6、云南岐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国医在线应用软件（简称：国医在

线V1.0），授权号：2018SR249486.

7、云南岐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国医在线医院健康医疗大数据分析

应用系统1.7.7，授权号：2020SR0273486.

8、赵荣等，一种养血增膜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剂，授权专利号：CN

117205231 B，2024年02月02日。



9、赵荣等，一种治疗湿热瘀阻证候的妇科中药组合，授权专利号：

CN 117159674 B，2024年01月09日。

10、任泽琴等，一种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授

权专利号：CN 115006480B，2023年08月22日。

四、主要完成人及完成单位对项目的贡献情况

（一）主要完成人对项目的贡献

序号 姓名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邱勇 教授 云南中医药大学

云南省“云南传统医药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带头人。云南中

医药大学中医文化学重点学科带头人，总

体研究思路的提出与设计。主要负责科普

基地的管理和运营。对本成果第一、二、

三、四创新点作出主要贡献。

2

赵荣 教授 云南中医药大学

云南省重点建设学科中医学后备学科带头

人， 中医学专业负责人。主要负责科普

体系搭建和运营，负责“云针灸”科普平

台的运行、管理。对本成果第一、二、三

创新点作出主要贡献。

3

郑进 教授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云南省中医药学

会会长，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民族医学

”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

重点学科“傣医学”和云南省省级重点学

科“中医基础理论”学术带头人。主要负

责科普体系的推广应用。对本成果第三、

四创新点作出主要贡献。

4

张超 教授 云南中医药大学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云南省民

族医药学会会长，曾任云南省中医药民族

医药博物馆馆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

一五”重点学科、高水平重点建设学科傣

医学学科带头人。主要负责科普基地的运

营和管理。对本成果第一、二创新点作出

主要贡献。

5
杨盼 副教授 云南中医药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

业委员会理事，主要负责科普产品创作与

推广，主导完成《典籍里的中医药》和《

微眼识云药》两部微视频中医药宣传作品

。对本成果第一、四创新点作出主要贡献



。

6

任泽琴 主治医师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省中医药后备人才，云南省科协院士

专家工作站负责人。主要负责科普作品创

作与推广。出版科普专著1部，获科普软

著权2项，获科普奖项4项。对本成果第三

、四创新点作出主要贡献。

7
吴凯 副教授 云南中医药大学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人类学专委会

副秘书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

重点学科中医人类学方向负责人，主要负

责中医西传科普基地建设的研究，参与部

分民族医药科普的研究。对本成果第一、

二创新点作出主要贡献。

8

葛元靖 主任医师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

省学会研究会理事长，同时还担任中华中

医药学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

等职。曾荣获“全国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

”、“云南省‘十一五’科普先进工作者

”，主要负责科普活动和学术交流的组织

与管理。对本成果第三、四创新点作出主

要贡献。

9
张小贝

云南岐黄文

化传播有限

公司董事长

云南岐黄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中心主任、云南省中

医药融媒体联盟办公室主任、云南省中医

药学会中医药文化与信息化建设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主要负责运营云南中医、今日

头条、《靠谱中医说》等科普平台的运营

、建设、管理及推广运用。对本成果第三

、四创新点作出主要贡献。

10
李兴德

昆明杏林大

观园健康产

业（集团）

有限公司总

经理

昆明杏林大观园健康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杏林大观园”项目的建设实施

，中医药科普基地建设，科普产业化运营

。对本成果第二创新点作出主要贡献。

11
杨若俊 副教授 云南中医药大学

参与部分科普平台的运行管理。对本成果

第一创新点作出主要贡献。

12
周晓娜 副教授 云南中医药大学

参与部分科普活动策划和执行。对本

成果第一创新点作出主要贡献。



13
陈清华 副教授 云南中医药大学

民族医药博物馆副馆长。参与部分科

普活动策划和执行。对本成果第一创新点

作出主要贡献。

（二）主要完成单位对项目的贡献情况
序号 完成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云南中医药大学

为项目牵头完成单位。对该成果的基地建设，

运营管理，支撑项目，作品创作，活动组织做出主

要贡献，并承担硕士生，博士生等人才培养。

2
云南岐黄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对该成果的平台建设、

作品创作、活动组织做出主要贡献。

3
昆明杏林大观园健康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对该成果的基地建设，

产业化发展，作品创作做出主要贡献。

4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对该成果的推广应用做

出主要贡献。

5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对该成果的推广应用做

出主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