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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新安医学 服务健康中国

黄山市是新安医学发源地和重要传承地， 堪称明清
时期中医药的“硅谷”。

传承积淀深厚

自宋迄清，新安医学有涵盖各门类论著 800 余部，见
于记载的新安医家有 900 余人，在当代“全国十大医学全
书”中有 3 部出自新安医家之手，现行全国大中专中医药
院校教材中， 新安医学学术思想占到引用总数 20%左
右；家传三代乃至三十多代的新安世医有 63 家，部分名
医世家和众多特色专科延续至今、 经久不衰。 2018 年 4
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首批 100 个古代经典名方目
录，其中新安医学入选 7 个。

资源禀赋丰富

黄山市道地药材丰富，已知可供药用的植物有 190
科 1403 种，是我省山茱萸、厚朴、前胡、覆盆子、祁蛇等
药材主产区，目前种植种类 31 个、种植面积 14.8 万亩，
总产量 2.5 万吨，中药材农业产值 10 亿元；拥有中药材
加工销售企业 23 家，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26 户，建成“国
家稀缺中药材种子种苗基地”和 2 个“十大皖药”产业示
范基地。

生态环境一流

长期以来，黄山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省领先，稳居

全国前列。 全市地表水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
持 100%， 森林覆盖率达 82.9%， 空气质量指数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中位居第 5 位， 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
环境质量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居第 28 位，是名副其
实的天然氧吧、康养福地。

产业基础较好

黄山市建成 5 家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和新安名医堂、
名老中医工作室等服务平台，在 51 个乡镇卫生院设立中
医馆，专门从事新安医学研究的科研机构 2 所（新安医学
研究中心和祁门蛇伤研究所）,具备一定实力和规模的新
安医学世家特色专科诊所 20 余家。现有规模以上医药制
造企业 10 家，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 11.55 亿元，生物医
药国家级创新平台 3 个，初步形成以黄山高新区为核心，
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 区县工业园区等多点支撑的生
物医药产业空间发展格局，在中药生产、医疗器械、生物
萃取等细分领域初步形成产业聚集。

黄山市把传承创新发展新安医学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双组长的新安
医学传承创新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将新安医学列入“十四
五”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实行产
业链“链长制”推动。 今年初，黄山市出台《新安医学传承
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建成新安医学
医疗健康服务高地。。

保护传承

建立健全新安医学资源数据库，，规划建设新安医学传承
创新中心，，谋划举办中国黄山新安医学发展大会，，创建国家级
新安医学特色研学基地，，加强与中医药机构、、科研院校合作，，

实施中医药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行动，营造全社会关心支
持新安医学发展的浓厚氛围。

引才育才

依托知名老中医， 培养一批黄山本土中医药领军人
才，打造新安医学国医名师品牌；积极引进一批高层次中
医药人才和团队，提升完善新安名医堂等平台作用，让新
安医学师承有序、后继有人。

振兴复兴

以 “十大皖药 ”基地建设为基础 ，打造一批特色鲜
明的大宗中药材种植基地； 深入挖掘新安医学经典名

方，加快实现“新安名方”向“新安名药”转换；开展新安
医学和中医药产业专题招商，力争引进一批大企业、大
集团，力争到 2025 年形成规模达 100 亿元的现代中医
药产业集群。

融合发展

坚持“大产业”思维，推进新安医学产业与健康、养
老、文旅等深度融合，打造长三角知名康养胜地，打响新
安医学特色健康旅游服务品牌。

支持保障

从工作机构、人员力量、资金支持、金融扶持、绩效
考核等方面加大力度，“十四五” 期间黄山市将整合不少
于 15 亿元、市级财政每年统筹不少于 1000 万元资金，用
于支持鼓励新安医学传承创新发展。

【“医林珍海”数新安】

【守正创新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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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老字号”

实施道地药材绿色品牌战略，开展道地和珍稀濒危药
材品种选育、种苗繁殖和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加强对中药材
绿色和仿野生生态种植示范基地建设的政策扶持力度。 以
“十大皖药”基地建设为基础，突出地域特色，开展中药材种
植技术培训，推进中药材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种植，培育
挖掘更多有品牌、有影响的道地药材，做大做强道地药材生
产基地，推动道地药材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开发“原字号”

优化中药产业布局，加强中药产业集群化发展。 通过
招商引资、扶持壮大龙头骨干企业，在中药材种植集聚区合
理布局建设既方便药材种植者、又符合环保要求的中药材
初加工基地。 挖掘新安医学经典名方和民间偏方，运用现

代科学技术与手段开展地产中药材深加工， 研制新安医学
代表性药剂，建立新安医学特色中药制剂中心，发展新安医
学特色中药制剂和中成药， 推动经典名方和道地药材研究
成果转化应用，促进“新安名方”向“新安名药”转换。

培育“新字号”

加大同长三角和周边区域合作，重点引进中药材加工生
产和中药饮片炮制企业，推进中药产业高端化发展。 以创建
国际健康产业协同创新先行先试区为契机，发挥文化、自然、
生态等资源优势和新安医学特色优势，建设具有黄山特色的
新安医学康养小镇、康养小街、康养小屋，开发一批具有新安
医学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品牌药膳和养生食品，打造
融中医药治未病、文旅康养、慢病护理等于一体的康养旅游
平台，推动中医药与养老服务、旅游、休闲、文创等产业有机
融合，促进医旅结合、康养结合、生态结合多业态融合发展。

提升中医文化产业竞争力

开发新安医学古籍文献精华

加大对黄山市新安医学研究中心扶持力度， 加强新安
医学古籍文献精华抢救开发工作力量， 建立新安医学古籍
文献精华数据库，设立新安医学古籍文献精华保护基金，深
度开展新安医学古籍文献精华系统挖掘、整理和利用，培养
新安医学古方古法传承人，重视活态传承，强化新安医学传
承创新平台建设，推进新安医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打造新安医学展示窗口

提升中医文化传播感召力

建立新安医学博物馆，依托新安名医堂、名老中医工作

室、新安医学非遗传承项目等平台，加强中医药科普知识、
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养生保健技术方法的宣传教育和中医
药健康产品的展示，营造浓厚的新安医学文化氛围。实施中
医药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行动，将新安医学文化与群众
生活、学校教育紧密结合，不断提升群众中医药健康文化素
养。 依托新安医学研究中心“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
地”平台，打造新安医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创建国家级新
安医学特色研学基地。 修建完善屯溪老街“同德仁”老字号
药店，打造“同德仁”新安医学展示馆，开展新安医学问诊体
验、新安医学文化展示体验、新安医学养生调理体验，重振
“同德仁”名店风采。

赋予新安医学时代内涵

提升中医文化品牌影响力

加强新安医学名科名派建设，着力塑造“新安名医堂”，
将其打造成新安医学亮丽名片。 发展新安医学健康养生文
化，推出“康养在黄山、医养数新安”的文化品牌，促进医养
结合、文旅融合。

到 2025 年，黄山市建成新安医学医疗健康服务高地，新安医学治未
病的主导作用、重大疾病治疗的协同作用、疾病康复的核心作用充分发
挥，实现市域内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新安医学医疗健康服务辐射国内
外，新安医学文化氛围更加浓厚，新安医学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经济社会
效益彰显。

☆推进新安医学医疗机构建设，加快建设集中医预防、诊疗、康复及
特色制剂研发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型新安医学传承创新中心。

☆完善新安医学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和院前急救
体系，建立重大疫情新安医学预防和全程介入治疗机制。

☆组建黄山市康复专科联盟，支持市中医医院建设省级区域中医康
复中心，打造新安医学特色康复品牌。

☆积极融入长三角中医药一体化，建立以中医电子病历、电子处方
等为重点的基础数据库，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和远程医疗服务。

☆把道地中药材培育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开展道地和珍稀濒危药材

品种选育、种苗繁育和种质资源保护工作，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大宗中
药材种植基地。

☆打造现代新安医学产业集群，建设新安医学区域制剂中心，推动
经典名方和道地药材研究成果转化应用，促进“新安名方”向“新安名药”
转换。

☆挖掘食疗技艺和食疗秘方 ，开发一批品牌药膳 、健康食品饮品
和旅游商品，推出一批特色诊治和中医保健项目 ，打造长三角知名康
养胜地。

☆打造各类新安医学文化展示平台，实施中医药进乡村、进社区、进
校园、进企业、进景区、进机关行动。

☆依托黄山市新安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
地，创建国家级新安医学特色研学基地。

☆实行鼓励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的医保政策， 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
疗服务项目、适宜技术、医院制剂和配方颗粒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新安医学，系指新安江流域的古徽州地区医家（包括部分
寓居外地）所创造的医学成就，亦指在历史上形成的特定的地
域性医学文化，素有“北华佗、南新安”之誉。

新安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和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萌于
晋唐，成于宋元，鼎盛于明清，传承至今，具有历史悠久、医家众
多、医派林立、医著宏富、世家纷呈、流传深远的鲜明特色，仅祁门
县明清时期就有御医 21人，有“中国御医之乡”之称。著名医史专
家余瀛鳌先生曾说过，新安医学的各类医籍“在以地区命名的中
医学派中，堪称首富”。

代表性名医

汪机是明代全国四大名医之一。

明代宫廷御医徐春甫创办了最早的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
宅仁医会”。

吴谦是清代全国四大医家之一。
叶天士是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
“新安王氏医学”王仲奇是民国四大名医之一，被誉为“沪

上名医”。

代表性医派

以汪机为代表的固本培元派。
以方有执为代表的错简重订派。
以郑梅涧为代表的养阴清润派。
以叶天士为代表的时方轻灵派。

以吴澄为代表的理脾阴派。

代表性医著

中医“全国十大医学全书”中有三部出自新安医家，分别是
明代徐春甫著《古今医统大全》、清代吴谦著《医宗金鉴》和程杏
轩著的《医述》三部。

宋代名医张杲所著《医说》10 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载宋
以前中医药学史料的医史传记类著作。

明代江瓘所著《名医类案》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和研究明以
前中医医案类著作。

明代吴崑所著《医方考》是我国第一部注释中医方剂的著作。
明代方有执研究《伤寒论》开错简重订之先河。

清代郑梅涧所著《重楼玉钥》为中医第一部喉科专著。
清代御医吴谦的《医宗金鉴》一直为中医初学者必读书。

非遗代表性项目

国家级：张一帖内科疗法、西园喉科医术。
省级：新安医学、野鸡坞外科、祁门胡氏骨伤科、祁门蛇伤

疗法、吴山铺伤科、沛隆堂程氏内科。
市级：屏山润生堂烫伤灵、龙川胡氏医学、新安洪氏中药炮

制技艺、新安吴氏连花百毒、许氏正骨术、新安歙县黄氏妇科、
海阳玉堂鼻科、新安黄精炮制技艺。

“堪称首富”的新安医学

【做大做强新安医学产业】

【做足做响新安医学文化】

徽州老字号药铺。

黄山市生物科技企业的植物组培接种室。

黄山市出产的部分道地中药

材和中成药。

明代新安医家汪机所著《外科理例》《针灸问答》等医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