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科协系统先进集体推荐单位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集 体 名 称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集 体 性 质 事业单位 集 体 级 别 二级分会 

集 体 人 数 60人 集 体 所 在 行 政 区 划 北京东城区 

集 体 所 属 单 位 中国针灸学会 

集 体 负 责 人 姓 名 刘保延 集体负责人联系电话 010-64089669 

集体负责人单位职务 主任委员 

集体负责人单位电话 010-64030959 集体负责人单位邮编 100700 

集体负责人单位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 16号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奖励 

2009年 9月，获首届中国针灸学会华佗奖； 

2009年 11月 1日，所负责组织项目国际标准《针灸经穴定

位》研究获中国针灸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009年 12月 1日，所负责组织项目国际标准《针灸经穴定

位》（中国方案）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2012 年 2 月 9 日，所负责组织项目《针灸骨度数值标准》

获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综合表现 

该集体单位自成立以来制定了《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制修订管理规定》等 10 余项

针灸标准化工作管理规制，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针灸标准化工作管理体系；建立了专业

化管理与研究机构，培养了年龄结构合理、专业知识全面的高精尖针灸标准化人才队

伍；建立了包括香港东华三院在内的 6个针灸标准推广应用示范基地，举办了 11期、

3000余人次参加的针灸标准化培训班；组织开展了 54项各级针灸标准化研究项目；

研制了 22项针灸国家标准、24项针灸团体标准，主导研制了 4项世界针灸学会联合

会（WFAS）标准、1 项世界卫生组织（WHO）标准，参与研制了 2 项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标准，开创了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的先河，为我国在针灸国际标准化工作中保

持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主要事迹 

1.针灸科研成果标准化转化效益显著 

该集体单位注重针灸科研成果的标准化转化，将其组织完成的众多课题科研成果

成功转化为不同级别的针灸标准：（1）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

国针灸穴典研究”、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穴主治规律与经穴主治国家标准研

究”的成果，转化成了国家标准《腧穴名称与定位》与《腧穴主治》；（2）将“针灸



骨度数值标准研究”、“针灸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等“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的

10 多项针灸研究项目的成果转化成了《腧穴定位人体测量方法》、《针灸学通用术

语》等国家标准；（3）将“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际多中心针灸临床疗效

评价研究”与“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国际标准化研究”的成果转化成了团体标准《针

灸临床研究管理规范》和 ISO 标准《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与《艾灸器》；（4）

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项目“针灸经穴定位标准研究”与“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南研究”

等的成果转化成了针灸经穴定位 WHO标准和 20项针灸团体标准；（5）将国家科技部

关键技术标准推进工程“国际标准研制”项目转化成了 4 项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WFAS）标准。 

2.针灸标准制修订成效突显 

该集体单位严把质量关，制修订了不同级别针灸标准 59 项，其应用范围涉及针

灸学科各个方面。制修订针灸国家标准 28 项。其中 3 项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二

等奖。研制针灸团体标准 24 项。第一次为针灸治疗相关病症提供了实用、规范的方

案，为制定医疗改革迫切需求的临床路径奠定了基础。主导研制针灸国际标准 12项。

其中已发布 ISO标准 2项，正在牵头制定 5项、培育 8项 ISO标准；主导研制了 1项

WHO西太区标准与 4项 WFAS标准，开创了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的先河。 

3.在针灸国际标准化工作中始终发挥引领作用 

该集体单位坚持“立足国内，引领国际”的原则，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把

握针灸国际标准化主导权。在 ISO/TC249筹建工作中发挥了开创性作用。该集体单位

开创性地提出了在 ISO筹建中医药技术委员会提案的策略，并积极促成了 ISO/TC249

的申建。目前，候选组织委员中 1人获任 ISO/TC249工作组召集人，5人任项目组组

长，30 余人担任注册专家。在针灸国际标准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充分利用针灸宗

主国的优势，在 WHO、ISO以及 WFAS标准制定过程中，争取先机与话语权，使针灸国

际标准的主要内容大都来自中国方案。在形成针灸国际标准研制模式过程中发挥作

用。充分利用与 WHO 有正式关系的 WFAS 的秘书处设在我国等优势，以我国针灸国家

标准为基础，先形成国际行业组织标准，再适时推出 ISO标准，探索出了良好的针灸

国际标准研制模式。 

4.针灸标准化教育培训与针灸标准宣贯成果丰硕 

该集体单位在湖北、安徽、天津三地的中医药大学，以及广东省中医院、北京东

直门医院、香港东华三院组建了 6个针灸标准化示范基地，建立了硕士、博士点及博

士后流动站，评选出了包括欧亚科学院院士、首席研究员在内的几十位知名针灸标准

化专家，培育了 30 多位研究方向为针灸标准化的硕士、博士与博士后；编撰了《针

灸标准化工作手册》，特制了国家标准演示光盘，选派近百名宣讲专家赴各示范基地

宣贯针灸标准达 50 多场次；还特别选拔年轻骨干到中国循证医学中心、WHO 进修学

习，培养了大批针灸标准化人才；所制定的针灸标准已被列为“全国针灸技能大赛”

的考查内容，通过网络等多种媒介形式得到有力宣贯。 

该集体单位创新机制，组建了由几十名多学科、高层次专家组成的专业化研究核

心团队，培养了一批研究方向为针灸标准化的研究生和博士后，成功组织了 54 项与

针灸标准化相关的研究课题，制修订各级针灸标准 59项,在中医标准化工作中起到了

公认的示范与带动作用。目前，该集体单位已经成为全国乃至针灸国际标准化的研究

中心、组织中心、宣贯中心与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成为引领针灸国际标准化活动的

核心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