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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21年又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元宇宙一词最早起源

于斯蒂芬森的科幻小说《雪崩》，他在书中构建了同现实

世界平行的虚拟网络世界，即元宇宙，这是一种虚拟的、

幻想化的世界，具有交互性、沉浸性、交融性等特点[1]。

国内的几大互联网巨头也嗅到了时代的风口，开始布局

元宇宙产业格局。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是人

体的延伸”这一理论，元宇宙的出现能进一步拓宽人的

感知范围，实现人在虚拟社会的全方位链接[2]。

在“一带一路”的政策指引下，中医药更需要走出

国门，蓬勃发展。科技的发展有望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

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也能为我们进一步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强有力的技术基础。

一、中医药的特点

中医发展至今已形成了完备的治疗体系，包括中药、

经方、针灸、推拿、正骨等，是医学、技能、经验以及

文化的融合，具有科学性和规律性 [3]。中医诊疗自古以

来讲究“天人合一”和“辨证治疗”，认为世间万事万物

都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固有的自然规律，且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强调的要用唯物辩证

法来分析解决问题不谋而合，也进一步说明了人只能顺

应和利用规律，而不能改变和创造规律。

（一）中医治疗的科学性：中庸之道与唯物辩证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间万物是普遍联系的，矛盾的对

立统一性也是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中医治疗疾病

时有“阴阳”，“虚实”，“寒热”，“表里”之分，称为“八

纲”。世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看似矛盾的双方，在机体

中却可以达到既对立又统一的状态，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它们始终保持动态平衡。一旦体内平衡被打破，矛盾的斗

争性就会越发凸显出来，例如阴盛则阳衰，寒极则生热。

中医药发展至今已留存有不少经典名方，对经方进

行加减可以用来治疗不同个体的疾病。中药有粉、丸、

汤三种形态，不同的中药形态治疗效果也有差异，中医

师则要根据主要疾病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因地制宜

来选择合适的药物，如驱虫则使用丸剂，利用其专攻病

灶的特点使其药到病除。

（二）中医治疗的规律性：天人合一与自然规律

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

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世间的真

理，存在于微小的事物当中，其变化无穷，更需要认真

观察并不断总结规律。人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并利用

规律指导实践。中医学将自然规律运用至疾病的治疗上，

是遵循“天人合一”与“客观规律”的物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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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黄帝内经》：脏腑间对应关系

脏（阴） 腑（阳） 情志 五季 五行 五色 五味 五音 五位 五体 通窍

心 小肠 喜 夏 火 红 苦 徵 南方 脉搏 耳

肝 胆 怒 春 木 青 酸 角 东方 筋络 眼

脾 胃 思 长夏 土 黄 甜 宫 中央 肌肉 口

肺 大肠 悲 秋 金 白 辛 商 西方 皮毛 鼻

肾 膀胱 恐 冬 水 黑 咸 羽 北方 骨骼 二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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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医药发展的现状

（一）中医药的文化自信

毛主席曾预言道“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

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4]”。总书记也曾高度评价过中医

药，他说：“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

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5]”。不论是作为医之始祖的《黄帝内

经》，还有作为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的《伤寒杂病论》、

亦或是被称为中医药的百科全书的《本草纲目》，以及世

界上首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集》，都充分显示了

中医药在世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不凡的地位。作为中华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我国的历史上屡屡发挥

了重大作用。周恩来总理此前提出，我国有几十万的中

医，我们更需要将中医里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整理出来并

发扬光大。

（二）中医药的政策支持

1950 年 8 月 7 日， 在 北 京 召 开 的 第 一 届 全 国 卫 生

会议确定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面向工农

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6]。新中国成立至今，党

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工作。为进一步发挥

中医药的特色优势，着力改善当前的中医药发展条件，

提高中医药预防及治疗疾病的能力，国家先后出台了不

少意见规划和政策法规。2023 年 2 月 28 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该通知指出要让中医药成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

要支撑 [7]。

表2　国家层面发布的有关中医药的部分文件

文件名称 发文时间

《中医药健康服务规划（2015-2020 年）》 2015 年 4 月 24 日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
2016 年 2 月 22 日

《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2017 年 9 月 22 日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2019 年 10 月 20 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

推动中西医协同发展的意见》
2021 年 06 月 10 日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 2022 年 03 月 29 日

《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指导

意见》
2022 年 08 月 23 日

在人才培养层面，国家推进实施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百千万”人才工程（岐黄工程）和中医药特色人才培

养工程（岐黄工程），为中医药的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保障。

在法律条例保障层面，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保

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保护人民健康，2016 年 12

月 25 日国家颁布了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8]。

随后各省市也出台了相应的中医药条例，如《安徽省中

医药条例》、《天津市中医药条例》、《湖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办法》[9]、黑龙江省则出台医保政

策将部分中药纳入医保账户等 [10]，共同为中医药的发展

保驾护航。

在乡村振兴层面，为减少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和健

康问题，降低贫困地区因病返贫的现象，国家大力支持

中医药及其产业的发展 [11]。中医药由于成本不高、效果

不错，国家也鼓励地区将中医药作为乡村振兴的产业支

柱，如甘肃陇西县“中医药康养一条街”充分带动了当

地的经济增长，推动了地方康养产业的发展 [12]，进而提

高了当地的劳动生产率，更好的解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三）中医药的海外认可

随着当前全球国际化水平的加深和“一带一路”政

策的影响下，中医药在海外也产生了很高的热度。以澳

大利亚为例 [13]，澳洲政府不仅出台了药物管理法和中医

注册法，标志着将中医药列为与西医同等的地位，中医

诊所和中医师数量高达上千个。新冠疫情期间，我国采

用中西并重的治疗方法，中医药的临床治愈率达到 90%

左右。《世界卫生组织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

报告》也指出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上具有不错的疗效，

在抗疫过程中我国中医积极参与国际支援项目，帮扶东

南亚国家抗疫，并向柬埔寨派出首个国家中医药援外抗

疫团队 [14]。

三、元宇宙技术对中医药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区块链构建中医药信任基础

区块链作为元宇宙时代的底层技术，是一种分布式

账单，它具有去中心化与不可篡改、透明公开、异常安

全等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人对中医药产品

的不信任的问题。目前由于监管部门还存在对中医药产

品的监督缺位的情况，导致市场上经常出现假冒伪劣的

中医药饮片或其他衍生产品。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也助

推了直播带货的浪潮，甚至引发了网络直播行医乱像，

一定程度上损毁了中医的声誉。依靠区块链技术，可以

对市场上的中医药产品进行溯源，从原材料的使用开始

跟踪记录做好防伪标志，同时可以将医生开的处方纳入

账本，病人的病例也记录在案，利用较低的成本重建对

中医药产业的信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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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抢注中医药文化 [15]”。

（二）VR/AR助力中医药文化传播方式变革

5g 技术具有高速率、低延迟的特点，推动了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技术的发展。在 5g+4k/8k 的技术前提下，

利用 VR、AR 技术让中医药文化有了沉浸式传播的可能

性，让受众拥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16]。《中医有术》邀请

了 21 名医学专家出诊，借助 VR+XR 的虚拟技术，将现

代科普与医学技术相结合。此外，“科普云游”VR 视角

参观中医药科普展厅博物馆，借助 VR 技术穿越到民国

初年的陈李济北京路老铺，从中药的制作加工也能体会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技术赋能进一步推动了中医药文

化传播方式的变革，也让中医药的对外传播创新了话语

表达方式。

（三）人工智能提供智慧中医药医疗服务

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的不断进步，推动了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利用机器的深度学习功能，推出中

医药智慧诊断，智慧健康管理、智能医疗机器人、智慧

处方、智慧中药房等 AI 技术，甚至提供足不出户，便

可享受远程中医问诊的“一对一”的医疗服务 [17]。一

方面，它可以节省中医人才培养的时间，节约人力、物

力、财力成本，减轻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医患冲突和矛盾，提高医疗效率。济南市历城区

以当地中医院为试点对象，建立智慧中药房，对中药房

集约化，规模化管理，配置 120 台煎药机，日煎处方量

高达 3000 张。

（四）元宇宙中医药医疗服务及教学变革

“元宇宙医学”是白春学在《元宇宙医学专家共识》

中，首次将其定义为“通过 AR 技术实施的物联网医学”，

通过虚实融合、人机融合和虚实联动技术结合物联网全

面感知、可靠传输和智能处理技术的策略，全时空地指

导经验不足的医生解决医学问题，以便联动、高效、精

准、同质化地提高医疗服务和大健康水平。元宇宙医学

包括的技术有全息构建、全息仿真、虚实融合与虚实联

动技术 [18]。它实现了“虚实结合，人机联动”，最终将复

杂的疾病问题简单化，数字化，方便了群众治疗，减少

了距离感。

四、元宇宙时代中医药的发展策略

（一）开发元宇宙中医药游戏平台

当前区块链游戏行业发展势头大好，不仅有赛车、

农场等类别的游戏，还出现了全球首款中医药类元宇宙

游戏：壹链本草传奇。作为元宇宙游戏界的黑马，它甚

至吸引了一大批外国玩家。玩家可以从游戏中学习到中

医药的相关知识，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国粹文化，

潜移默化的使其形成对中医药的情感和价值认同，借此

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并推动中医药及其产

业的现代化、国际化发展 [19]。

（二）建立虚拟中医药旅游园区

对于有着悠久中医药文化历史的地区而言，可以挖

掘中医药优秀文化和产品，打造有特色的元宇宙中医药

康养旅游 IP 体系，建立虚拟中医药养生体验馆、虚拟中

医针灸美容馆、VR 温泉理疗馆、智慧药膳等业态于一体

的“元宇宙中医药文化旅游品牌”，顾客可以利用数字分

身尽情体验温泉、药浴、针灸、拔罐、推拿、正骨等项

目。它有利于中医药文化与旅游产业的结合，解锁后疫

情时代的旅游和养生模式；有利于让中医药文化产业走

出去，让外国游客不出国门就能感受到中医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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