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医科学院主要机构沿革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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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于 %G44 年 %3 月 %G 日正式成立&%GF4 年 %& 月 F

日&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3&&4 年 %% 月 %4 日&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 年来&中国中医科

学院的机构建设不断完善&目前下设 %) 个科研机构&* 个医疗机构&% 个教育机构&* 个产业机构&已

经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的集科研'医疗'教学'产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中医药研究机构(

#关键词$!中医研究院)!中医科学院)!中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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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第 4 批自主选题团队项目*院史编修

与院史陈列室建设+,JJ&4&F&F-

作者单位%%&&)&&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 %* 号的

中国中医科学院&至今已有 *& 年的历史(

%G49 年 %& 月&在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关

怀下&成立了中医研究院筹备处( 在 % 年多的时间

里&筹备处先后接收了原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北

京中医进修学校'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

华北中医实验所等单位&%G44 年 %3 月 %G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下设内科

研究所'外科研究所'附属医院'针灸研究所'针刺疗

法研究所'中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编审室( %GF4

年 %& 月 F 日&经卫生部同意&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

院+)3&&4 年 %% 月 %4 日&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批准&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 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机构建设不断完

善&目前下设 %) 个科研机构%针灸研究所'中药研究

所'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医药信息研究所'骨伤

科研究所'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第一临床医药研究

所'第二临床医药研究所'老年医学研究所'眼科研

究所'临床药理研究所'医学实验中心'中医临床基

础医学研究所'肿瘤研究所'心血管病研究所'中药

资源中心'中医药数据中心)* 个医疗机构%西苑医

院'广安门医院'眼科医院'望京医院'中医门诊部'

针灸医院)% 个教育机构%研究生院)* 个产业机构%

中医杂志社'中医古籍出版社'中医药科技合作中

心'实验药厂'北京华神制药有限公司'培训中心)另

外&还是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

会'中国针灸学会 ( 个一级学会的挂靠单位(

所属机构的沿革足迹&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

国中医科学院不断发展的过程( 兹以机构建立时间

为序&对主要机构的沿革做一概略的介绍(

!'"针灸研究所

%G44 年 %3 月 %G 日&作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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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机构&由原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北京中医进

修学校基础部分'华北中医实验所针灸科合并而成

的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正式成立( %G4F 年&针灸

研究所从原北京中医进修学校,西城区西四马市大

街 )3 号-迁至广安门北线阁( %G*3 年&中医研究院

本部迁至东直门新址&针灸研究所'针刺疗法研究

所'外科研究所仍留在北线阁旧址&合并组成针灸外

科研究所( %G*9 年 9 月&为开展经络研究&中宣部

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及中

医研究院抽调一批研究人员&在东直门组建中医研

究院经络研究所( %G)& 年 G 月&针灸研究所与经络

研究所合并&组建中医研究院针灸经络研究所(

%G)G 年&中医研究院针灸经络研究所恢复原名*中

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 %GF4 年 %& 月&更名为*中

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 %GG) 年 9 月 F 日&针

灸研究所与北京针灸骨伤学院针灸系合并&仍称

*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同时保留*北京针

灸骨伤学院针灸系+的名称( 3&&& 年 ) 月&北京针

灸骨伤学院归并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针灸研究所独

立( 3&&4 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

究所+(

#'"中药研究所

%G44 年 %3 月 %G 日&作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

下设机构&中药研究所在原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

药研究所生药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 %G4* 年&

迁至西单新皮库胡同( %G4) 年中医研究院扩建后&

迁回广安门北线阁( %G*& 年&中药研究所与北京中

医学院中药系合并&%G*% 年分开( %G*3 年 %& 月&迁

入东城区东直门大院新址( %GF4 年 %& 月&更名为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GG4 年 F 月&中药

研究所科研大楼落成&中药研究所从中国中医研究

院大白楼原址全部迁入( %GG) 年&成立中国中医研

究院青蒿素研究中心( 3&&4 年 %% 月&更名*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C'"西苑医院

%G44 年 %3 月 %G 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

同时&在原华北医院筹备处基础上成立了中医研究

院附属医院( %G4* 年 ( 月 %G 日&附属医院正式开

诊( %G*3 年 %& 月&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原华北

中医实验所-并入附属医院( %G*( 年 ( 月&中医研

究院将广安门医院的内科'妇科'儿科的部分技术人

员调入附属医院( 同年 9 月 (& 日&中医研究院附属

医院更名为*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GF& 年 ( 月

3) 日&恢复中医研究院第一临床医学研究所建制(

%GF4 年 4 月 3& 日&西苑医院开展老年病研究工作

的有关科室成立中医研究院老年医学研究所( 同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GFF

年&第一临床医学研究所更名为*第一临床医药研

究所+( %GG4 年&成立中国中医研究院临床药理研

究所( 3&&4 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

医院+( 3&%( 年 F 月&在西苑医院心血管科的基础

上成立*中国中医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

D'"广安门医院

%G44 年 %3 月 %G 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

同时成立的中医研究院外科研究所,原中医研究院

筹备处门诊部外科-是广安门医院的前身( %G4) 年

%3 月&外科研究所和内科研究所合并为内外科研究

所( %G*3 年&中医研究院直属机关和部分研究所相

继由北线阁院部迁往东直门新址&内科研究所'外科

研究所分开( %G*( 年 ( 月&中医研究院把附属医院

的外科'针灸科的主要技术力量'医疗设备及 G& 张

床位的装备调往北线阁&在原外科研究所等力量基

础上&增设了住院部( %G*( 年 9 月 (& 日&中医研究

院广安门医院正式成立( %GF& 年 ( 月 3) 日&恢复

中医研究院第二临床医学研究所的建制( %GF4 年 4

月 3& 日&在广安门医院眼科的基础上成立眼科研究

所( 同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

院+( %GFF 年&第二临床医学研究所更名为*第二临

床医药研究所+( 3&&4 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

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3&%& 年 %& 月&在广安门医院

肿瘤科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中医科学院肿瘤研究所(

3&%% 年 ( 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管理大兴

区中医医院&设立广安门医院南区(

E'"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G44 年 %3 月 %G 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正式成

立&原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

并入中医研究院&在此室基础上成立了中医研究院

医史研究室( 同时&中医研究院成立中医教材编辑

委员会&后在此基础上调整成立了中医研究院编审

室( %G*3 年&编审室撤销&在原有基础上组建了中

医研究院文献资料研究室( 同年 %& 月&医史研究

室'文献资料研究室迁往东直门中医研究院新址(

%G)% 年&在医史研究室和文献资料研究室的基础

上&筹备组建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 %GF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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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F 日&在医史文献研究室基础上&成立中医研

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GF4 年 %& 月&更名为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3&&4 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

所+(

H'"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G44 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建院之初&即成立

了图书馆&收藏了原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学科

学院前身-图书馆所收藏的全部线装古籍图书资

料( %G4G 年&中医研究院在学术秘书处,后改科研

处-成立了科学情报资料组( %G*& 年&科学情报资

料组更名*中医研究院情报研究室+( %GF% 年 4 月

( 日&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与中医研究院情报研究室

合并&成立中医研究院图书情报中心( %GF( 年&中

医古籍出版社,%GF& 年成立-并入图书情报中心(

%GF4 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情报中

心+( %GF* 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情

报研究所+( %GG3 年 ( 月&中医古籍出版社从图书

情报研究所分出( %GG( 年 4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

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3&&4 年 %% 月&更名为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I'"研究生院

%G)3 年 G 月 %% 日&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上书

中央领导&提议开办高级中医研究班( %G)( 年 *

月&经卫生部批准&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开办全国

中医研究班( 历经 3 年多的基建与筹备&%G)* 年 (

月&全国中医研究班开学&为中医研究院研究生教育

奠定了基础( %G)F 年 G 月&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制

度&中医研究院举办的全国第一届中医研究生班开

学( %GF9 年 %& 月 3G 日&中医研究生班更名为*中

医研究院研究生部+( %GF4 年 %& 月&更名为*中国

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 %GG) 年 G 月&由西苑医院

迁至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内( %GGG 年 G 月&迁至中国

中医研究院东直门大院内( 3&&4 年 %& 月&在中国

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基础上成立中国中医研究院研

究生院( 同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

生院+(

J'"骨伤科研究所

%G)) 年 %% 月 9 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医研究院

骨伤科研究所在东直门海运仓正式成立( %G)F 年 *

月 3* 日&在骨伤科研究所开设住院病区( %GF( 年

%& 月&骨伤科研究所科研楼于原址处正式落成启

用( %GF4 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

研究所+( %GG( 年 F 月&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

其海运仓临床研究部分改为正式医疗机构&名称为

*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医院+&与中国中医研究院

骨伤科研究所为一个班子&两块牌子( %GG* 年&北

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骨伤科医院医疗机构登记注

册( %GG) 年 % 月&整体并入望京医院&但仍保留*中

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名称( 望京医院'骨

伤科研究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编制( 3&&4 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骨伤科研究所+(

K'"望京医院

%GG) 年 % 月&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

北京针灸骨伤学院骨伤系'北京针灸骨伤学院附属

医院 ( 个机构合并&中国中医研究院望京医院在朝

阳区中环南路正式成立( 3&&4 年 %% 月&更名为*中

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3&&) 年&中国中医研究

院骨伤科医院整体纳入望京医院&成为*中国中医

科学院望京医院骨伤医疗中心+(

其合并部分之一北京针灸骨伤学院的前身是北

京针灸学院( %GF* 年 G 月&卫生部直属重点院校北

京针灸学院成立并招生&设针灸系和骨伤科系&由中

国中医研究院代管&校址在朝阳区将台路( %GF) 年

%& 月&北京针灸学院更名为*北京针灸骨伤学院+(

%GG3 年 ( 月 %9 日&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成立

北京针灸骨伤学院附属医院( %GG( 年 ( 月 * 日&位

于朝阳区中环南路的附属医院正式开诊( %GG9 年 4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

针灸骨伤学院组成一个党委&两院院长分工负责制&

重大问题由中国中医研究院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

%GG) 年 % 月&北京针灸骨伤学院骨伤系'北京针灸

骨伤学院附属医院成为望京医院的组成部分(

!T'"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G)F 年 G 月至 %& 月&中医研究院组成中心实

验室筹备小组( %GF& 年 G 月 %& 日&中医研究院中

心实验室正式成立( %GF4 年 9 月 %% 日&在中心实

验室基础上&中医研究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正式

成立&同时设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医门诊部(

同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基础理论

研究所+( 3&&4 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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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医院

%GF4 年 4 月 3& 日&在广安门医院眼科的基础

上成立眼科研究所( 同年 G 月 3) 日&中医研究院向

卫生部申请建立中国中医研究院眼科医院( %GF*

年 %& 月 34 日&卫生部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关于建

设中国中医研究院眼科医院的申请( %GF) 年 G 月&

以眼科研究所为基础&在广安门医院成立眼科医院

筹备处&开展筹建工作( %GFF 年初&筹备处从广安

门北线阁搬往石景山区鲁谷路新院址( %GG% 年 4

月 3% 日&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以*中国中医

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二部+为名开设眼科医院&年底

开始运营( %GG9 年 4 月&眼科医院与广安门医院正

式分开( %GG9 年 %& 月 3) 日&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

门医院二部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眼科医院+(

%GG9 年 %% 月&中国中医研究院眼科医院正式成立(

3&&4 年 %% 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其他新设科研机构

3&&* 年 ( 月&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在

东直门院本部成立(

3&&* 年 ) 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医学基

础研究所在东直门院本部成立(

3&%3 年 %3 月 %F 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

中心在东直门院本部成立(

3&%9 年 %3 月 3G 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数

据中心在东直门院本部成立(

此外&3&%( 年 * 月 39 日&中国中医科学院江苏

分院在江苏省中医药研究所挂牌成立( 3&%9 年 %3

月 4 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东分院在广东省中医药

科学院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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