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表 

（2016） 

 

 

姓名   王舒              

专业专长中医针灸          

研究领域中医针灸          

工作单位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推荐单位 中国针灸学会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制  



填 表 说 明 

1．登录“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及评审管理系统”

（http://quanyou.cast.org.cn）填写本推荐表，A4规格打印完成。 

2．推荐表中所涉及日期统一用阿拉伯数字，如 2016年 1月 1日。 

3．研究领域是指数学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生命科学、农业科

学、医学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环境科

学、科技普及与传播、管理科学与其他等。 

4．毕业院校、工作单位填写全称，职务等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详细填写。 

5．照片为小 2寸正面免冠彩色标准照，将照片电子版插入本表，

一并彩色打印。 

6．主要事迹应客观真实地反映候选人思想品质、政治素质、道

德品行、精神风貌、工作业绩、社会影响等情况。 

7．主要工作经历从大学毕业或职业教育后填起，含科普工作经

历。 

8．工作单位意见由候选人所在单位填写。推荐单位意见由负责

向中国科协推荐的单位填写。需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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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信息 

姓    名 王舒 性    别 男 照 片 

出生日期 1965.9.5 民    族 汉 

学    历 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籍    贯 山东单县 党    派 共产党员 

身份证号码 370102196509052970 

两院院士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 ）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 ）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主任医师 专业专长 中医针灸 

工作单位及 
职务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针灸研究所所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其他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其他 

通信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昌凌路 88 号  

单位所在地 天津 邮政编码 300381 

单位电话 02227986067 手    机 13803041034 

传真号码 02227986069 电子信箱 wangs2008@163.com 

是否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会员 是 
 

二、主要事迹（1000字以内） 

（主要事迹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候选人思想品质、政治素质、道德品行、

精神风貌、工作业绩、社会影响等情况） 

王舒，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中

国针灸学会副会长，2011年度国家教育部“针刺治疗脑病研究”创新团队带头人，天

津针灸学会会长。现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天津市针灸研究所所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针刺疗法重点研究室主任，天津市针灸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从

师石学敏院士，从 1993 年博士毕业分配至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来，工作

踏实，作风严谨，思维敏捷，具有扎实的中医、西医基础，科研能力强。注重跟踪国

际前沿水平，主要研究方向为针刺治疗中风病、高血压、头痛等脑血管疾病，针对临



床和针灸行业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开展一系列临床疗效和针刺作用机理的研究，并取

得了重要成果。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 973计划课题 1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1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4 项；作为负责人及主研人员完成省部级课题 20 项；获各级

科技奖励 25项；发表论文 100余篇，其中 SCI收录 15篇（最高影响因子 15.203），

参编论著 8部。 

1998年获天津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2000 年获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奖，2004年

获天津市第七届青年科技奖，2006年获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同年获由中

组部、人事部及中国科协组织的第九届中国青年科技奖。2007年 9 月参加中组部、团

中央组织的“第八批博士服务团”赴甘肃工作，任甘肃省中医院副院长，进行为期 1

年的挂职锻炼和服务，为提高甘肃省中医医疗和科研水平做出了贡献。2011年获中华

中医药学会科技传播之星称号。 

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灸学重点学科以及国家针灸重点专科带头人，充分发

挥本单位作为全国针灸临床研究中心、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中风病）、全国针灸

重点专科协作组组长单位、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针灸学，2012年）的优势，在全国组

织建立中风病协作联盟，通过 54个全国针灸临床研究中心分中心、103家针灸协作组

成员单位、45家中风病协作组成员单位及 16 家国家临床研究基地中风病联盟成员单

位，完成了相关诊疗方案及临床路径的制定及验证工作以及针刺技术的全国范围推

广。 

作为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和天津针灸学会会长积极从事针灸技术的推广，带领

针灸团队在国内外开展广泛学术交流，每二年主办一次国际针灸研讨会，积极推广针

刺治疗中风病、面神经麻痹、高血压等技术，使我国的中医针灸诊疗事业在国内外享

有盛誉，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参加中组部、团中央组织的“第八批博士服务团”赴甘

肃工作，帮助当地提高诊疗水平。曾赴德国、葡萄牙、肯尼亚、美国、澳大利亚、日

本、法国、新加坡等地进行学术交流。 

 

 

 

 

 

 



 

三、学习经历（从大学或职业教育填起，8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1982.09－1987.06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专业 学士 

1987.09－1990.06 天津中医学院 针灸专业 硕士 

1990.09－1993.06 天津中医学院 针灸专业 博士 

    

    

    

    

四、主要工作经历（8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993.09－1995.10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任主治医师 

1995.10－1999.10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99.10－2002.11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针灸部副

部长 

2000.06－2001.03 德国 Stutgart 从事医疗及教学工作 医疗队队长 

2003－2010.04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所长 
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导，

针灸研究所常务 

2007.09—2008.10 
参加中组部、团中央组织的“第八批博士服务

团”赴甘肃中医院工作 
副院长 

2010.4-2011.8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长 
副院长，针灸研究所常务副

所长 

2011.8-至今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针灸研究所所长 



五、重要学术任（兼）职（8项以内） 

起止年月 名     称 职务/职称 

2011 年 8 月 中国针灸学会 副会长 

2011 年 11 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伦理审查委员会 常务委员 

2014 年 6 月 中国针灸学会循证针灸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015 年 12 月 天津针灸学会 会长 

2010 年 9 月 中华医学百科全书针灸卷 副主编 

2012 年 4 月 《中国针灸》 副主编 

2011 年 4 月 中华中医药学会继续教育分会 常务委员 

2011 年 12 月 天津市针灸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六、地市级及以上科技奖项情况 

序号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排名） 

（如无等级、排名，可不填） 

1 1998 年 
醒脑开窍针法治疗中风病的临床及

实验研究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

奖（17） 

2 2009 年 针刺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的研究 
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 

3 2004 年 

老年性痴呆异常表达基因的筛选和

芯片的研制及针刺对快速老化鼠脑

MTmRNA 表达的影响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

术一等奖（7） 

4 2010 年 
针刺治疗偏头痛的临床疗效评价及

作用机制研究 

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5 2010 年 经穴特异性效应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研究 
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二

等奖（2） 

6 2003 年 
“调神益智，平肝通络”针刺治疗

老年期痴呆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

术二等奖（4） 

7 2006 年 
“醒脑开窍”针刺治疗急性脑梗死

临床疗效评价及蛋白质组学研究 

中国针灸学会科学技术

二等奖（5） 

8 1999 年 
“醒脑开窍”针法治疗中风病的临

床及基础实验研究 

天津市科技兴市突出贡

献奖（6） 

9 2002 年 针刺治疗中风病的研究 
天津市自然科学二等奖

（4） 

10 2003 年 
针刺治疗老年期痴呆的临床及基础

研究 

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4） 



11 2006 年 
针刺治疗郁证疗效评价及对神经内

分泌、免疫等相关因素的影响 

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4） 

12 2007 年 
醒脑开窍针刺治疗急性脑梗死临床

疗效评价及蛋白质组学研究 

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5） 

13 2002 年 
衰老相关基因的筛选及针刺干预作

用的实验研究 

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6） 

14 2002 年 
老年性痴呆异常表达基因的筛选及

芯片的研制 

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7） 

15 1999 年 

针刺对快速老化脑萎缩模型小鼠

SAM－P／10 脑、肝抗氧化酶活性

及其基因表达水平影响的实验 

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7） 

16 1997 年 
针刺对快速老化痴呆模型活性基因

作用机制与临床关系的研究 

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4） 

17 2012 年 
缺血性中风恢复期中医综合治疗方

案的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中国针灸学会科技进步

三等奖（1） 

18 2003 年 
经筋刺法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的

临床疗效及机理研究 

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 

19 2002 年 
针刺对实验性脑梗塞大鼠基因转录

影响的研究 

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 

20 2001 年 

针刺对实验性脑梗塞（MCAO）大

鼠脑组织细胞凋亡及 c-fos基因表达

影响的实验研究 

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 

21 1998 年 
风池穴不同针法对椎基底动脉供血

不足患者颅底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 

22 2012 年 
经穴特异性效应及其关键影响因素

研究 

中国针灸学会科技进步

三等奖（2） 

23 2002 年 
捻转补泻手法针刺效应的红外热像

研究 

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3） 

24 1999 年 
针刺对快速老化脑萎缩模型鼠行为

学及细胞凋亡相关因素影响的研究 

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3） 

 

 

 

 

 

 

 



七、主要科技成就和贡献（1000字以内） 

请准确、客观地填写被推荐人从开始工作起至今为止，在科技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和贡献。 

 

从师石学敏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针刺治疗中风病、高血压、头痛等脑血管疾病，针对临床

和针灸行业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开展一系列临床疗效和针刺作用机理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 973 计划课题 1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4

项；作为负责人及主研人员完成省部级课题 20 项；获各级科技奖励 25 项；发表论文 100 余篇，

其中 SCI 收录 15 篇（最高影响因子 15.203），参编论著 8 部。 

1.针刺治疗中风病研究 

此方向上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2 项，主持省部级课题 3

项。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排名第 2），中国针灸学会科技进步三等奖（排名第 1），天津

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3 项（排名第 1）。 

（1）临床研究：采用循证医学方法，对针刺治疗脑梗死临床各期进行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分别

从中医证候、神经功能评估、终点指标进行评价，获得了针刺可降低缺血性中风病死率、复发率，

恢复神经功能，改善心理障碍，降低残障程度的临床证据。建立了针灸治疗的综合性临床疗效评

价体系及一套基于循证证据、具有示范性的脑梗死恢复期中医药综合防治方案。为脑梗死针刺治

疗指南、临床诊疗路径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标准及高水平循证证据。 

（2）机理研究：采用 PET-CT、激光共聚焦显微、膜片钳、基因芯片、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

技术，从脑葡萄糖代谢、形态学、神经生化、蛋白质、分子等水平揭示针刺治疗中风的机制。 

2.研究经穴特异性及针刺量效关系 

此方向上主研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课题 1 项（排名第 2），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1 项，主持省部级课题 2 项。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排名第 2），中国针灸

学会科技进步三等奖（排名第 2）和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排名第 1）。 

（1）从“醒脑开窍”主穴入手，开展经穴特异性研究，探讨影响针刺效应的关键因素，利用主成

分—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解决各公因子的加权求值问题，建立针灸效应的综合评价模

型，证实了经穴作用的相对特异性。 

（2）针刺量效关系研究：针刺量效关系是针刺效应的关键。以往针刺手法多以深浅轻重快慢为标

度，无标准可循，本研究筛选针刺最佳刺激参数，使针刺手法量化有度，获得最佳治疗效应。并

基于此研制出“针刺数控模拟操作仪”，达到提插深度、捻转角度、针刺频率、持续时间等参数可

控，模拟代替人手操作，实现了针刺手法操作的精确控制。 

从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入手，完成了天津市 21 世纪青年基金项目“风池穴不同针法对椎基底动脉

供血不足患者颅底血流动学的影响”，通过对临床上常用的针刺手法的筛选，发现高频捻转手法对

颅底血流动力的改善最为明显，从而为临床上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治疗提供了最佳针刺手法 

3．针刺治疗高血压病研究 

此方向主持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课题 1 项，省部级课题 1 项. 

临床研究方面：（1）以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对照设计，应用高频率

捻转、低频率捻转及无手法的操作方式针刺穴位，探讨不同针刺手法对降压效应的影响，为经穴

效应循经特异性提供科学的临床参数；本研究证实经穴效应存在循经特异性，且受针刺频率的影

响，为针刺经穴效应规律研究领域增加新的理论依据。 

基础研究方面：（1）固定针刺时间，以不同捻转频率针刺穴位，干预自发性高血压大鼠，通过监

测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明确不同捻转手法针刺干预高血压的特异性效应；（2）运用蛋

白质组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血管内皮系统

和差异蛋白的角度，阐明不同捻转手法针刺干预高血压的作用。 



4.针灸治疗临床常见病如：偏头痛，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等方面的研究 

此方向主持省部级课题 1 项，局级课题 2 项。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排名第 1）

和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排名第 1）。 

通过与法国 Genset 合作，研究表明针刺治疗偏头痛近远期疗效安全可靠，并可预防复发，为

广大偏头痛患者提供了有效治疗方案。建立了偏头痛近远期疗效评价体系，客观反映针刺及西药

各自疗效优势，证实了针灸疗法高效无毒副作用的优越性。并从行为学、血流动力学及相关物质

分子水平的表达等方面探讨针刺作用机制。主持完成的天津市科研项目“经筋刺法治疗周围性面

神经麻痹的临床疗效及机理研究”，客观反映“经筋刺法”治疗面神经麻痹的疗效优势，及血流动

力学的可能机理，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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