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4 年齐鲁中医药文化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名称 责任单位 申报人 推荐单位 

1 国际化办学助力齐鲁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 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立祥 山东中医药大学 

2 
“杏林”鲁韵红：齐鲁“红色”中医药文化嬗变及其智

能传播赓续路径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玉龙 山东中医药大学 

3 中医名家刘惠民宣传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崔国军 山东中医药大学 

4 清代山东儒医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田  虎 山东中医药大学 

5 齐鲁小儿推拿流派传承与发展 山东中医药大学 井夫杰 山东中医药大学 

6 
中医药文化与旅游、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的研

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蔚  青 山东中医药大学 

7 中医药文化助力大学生“阈下抑郁”的干预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刘  颖 山东中医药大学 

8 
山东农村地区齐鲁中医药文化认同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肖圣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 

9 齐鲁中医药文化人文精神及其育人价值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周  萍 山东中医药大学 

10 基于数字出版的齐鲁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力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于成君 山东中医药大学 

11 中医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好齐鲁中医药故事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武东霞 山东中医药大学 



12 
齐鲁非物质文化遗产“宏济堂中医药文化”的活态传承

与保护策略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陈  战 山东中医药大学 

13 齐鲁养生文化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何乃峰 山东中医药大学 

14 基于用户需求的中医古籍文化传承路径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玉祥 山东中医药大学 

15 “大思政课”背景下齐鲁儒医精神挖掘 山东中医药大学 罗光芝 山东中医药大学 

16 齐鲁中医药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创新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李军海 山东中医药大学 

17 
构建中医药文化体验馆科普知识体系—以尼山世界中医

药体验馆为例 
山东中医药大学 刘  川 山东中医药大学 

18 讲好山东古代名医故事 传承发扬齐鲁中医药文化 山东中医药大学 毕建云 山东中医药大学 

19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齐鲁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吴晓文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药特色应用现状分析及推广路径探

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徐  男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1 齐鲁中医药文化挖掘及科普对策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李红霞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2 
新时代卫生健康文化建设背景下魏振兴科研精神时代价

值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张  艳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3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齐鲁中医药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路径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陈  晓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4 齐鲁中医药文化对现代中医教育的影响与启示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刘桂霞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5 全国名老药工特色炮制经验可视化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朱娟娟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6 
基于“5W”模式的新媒体视域下中药炮制科普宣传路径

探索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张  军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7 齐鲁生姜文化传承·中医外治（古法姜熨）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罗腾月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8 
中医药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实践及文化传播效果研究——

针对齐鲁中医药文化资源电视剧创作的思考建议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刘红娟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29 
山东省中医药器具资源调查研究——以山东省中医药文

化宣传教育基地馆藏针具为例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董俊丽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30 
视觉文化语境下中医药形象的重塑与传播——以“鲁十

味”IP形象融入中医药健康文化宣传为例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李田甜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31 
县级中医院中医文化基础建设路径和模式创新发展研究

——以阳谷县中医院为例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徐晓斌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32 齐鲁中医药文化民间传承研究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孙  栗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33 
县域内特定人群中医药文化普及路径研究——以中小学

生为例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周  戈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34 
儒医文化对山东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的价值分析和影响

研究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宋艳芹 

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山东省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35 健康中国背景下高氏脐灸疗法推广传承路径研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王志磊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36 
基于5W模式下儒医文化在中医药高职院校的传播路径研

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张  娟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37 五运六气与先天体质的相关性研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王家鹏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38 
齐鲁中医药文化研究-全国名中医曲衍海针灸学术思想

推广传承研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徐迎涛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39 
昆嵛山药用植物与齐鲁茶文化融合下的药食同源养生代

茶饮探索助力乡村振兴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朱俊楠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0 国医大师张志远在中医文献考证方面的贡献研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王  淞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1 徐谦光《徐氏色诊全书》与整理研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杨春涛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2 
齐鲁中医药文化精准融入医学生思政教育的内在逻辑与

实践路径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于  宝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3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山东省中医药文化生态建构模式与

路径研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宋  双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4 三字经推拿流派特色展区建设与文创产品开发研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徐宏举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5 
山东道地中药文化可视化研究和品牌建设助推齐鲁中医

药文化传播发展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葛秀允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6 中医药文化融入医学类院校思政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刘美君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7 齐鲁中医药文化的伦理原则与规范体系研究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程少荣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8 中医药文化资源助力中医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侯辰阳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 宋代儒医董汲学术思想及时代价值研究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陈  琳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0 高校优质中医药文化资源服务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赵会芳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1 王叔和《脉经》与济宁“儒医”文化研究 济宁医学院 张  丽 济宁医学院 

52 
大科学观塑造在西医院校中医药文化传播中的实践及评

价研究 
济宁医学院 魏  超 济宁医学院 

53 
短途研学旅行背景下中医药文化传播模式研究---以济

宁市为例 
济宁医学院 颜  晓 济宁医学院 



54 儒医文化影响下日照传统药铺的经营特色与文化挖掘 济宁医学院 杨  倩 济宁医学院 

55 
鲁南地区涉药旧志挖掘及方志中药科普服务平台建设研

究 
济宁医学院 孙云龙 济宁医学院 

56 
齐鲁中医药文化植入《中药古典文献》课程思政建设路

径研究 
济宁医学院 庞  博 济宁医学院 

57 基于传播学 5W模式的齐鲁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研究 济宁医学院 刘  静 济宁医学院 

58 “医”脉相承-齐鲁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滨州医学院 陈彩云 滨州医学院 

59 中医药文化资源融入医学院校思政课的挖掘与应用研究 滨州医学院 张  晋 滨州医学院 

60 黄河流域中医药文化挖掘整理传承创新的路径研究 滨州医学院 刘  莹 滨州医学院 

61 
基于 CiteSpace的齐鲁中医药文化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

析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朱  琳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62 
基于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的胶东中医文化传承与创新研

究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巨爱宁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63 
分诊易—基于医疗大数据和中药经方的疾病分型诊疗服

务系统 
山东师范大学 谭效忠 山东师范大学 

64 
文化润疆视域下齐鲁中医文化进校园活动现状及推广研

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梁峻尉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5 
导引文化引领下基于《引书》的促进青少年体质导引功

法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毕鸿雁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6 儒家思想对中药文化发展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刘明岭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7 
齐鲁儒家文化视域下的中医志意调控理论：新时代传承

与发展探析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郭珊珊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8 齐鲁世医传承与发展研究— 以地方志为中心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丛  丛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9 
基于“互联网+”模式下全省公立中医院宣传中医药文化

调查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母慧娟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0 齐鲁“儒医文化”具象化推广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袁  杰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 齐鲁中医药文化研究的知识图景与发展脉络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宋慧慧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2 
王明喜教授“王氏五步法”手法整复治疗老年腕部骨折

的经验传承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周  斌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3 山东省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效果评估机制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张文静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4 齐鲁中药文化人文精神及其育人价值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王晓旭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5 齐鲁文化与齐鲁龙虎交战针法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贾红玲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6 齐鲁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融入中医医院文化建设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朱丽娟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7 齐鲁中医药文化下的骨伤流派起源及传承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李志超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8 齐鲁中医药文化幼儿教育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闫瑢玓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9 
齐鲁中医药文化影响下“治未病”发展模式构建及推广

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叶小娜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80 大健康视域下孔孟文化与中医养生的理论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任  强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81 儒家文化在中医眼科数字化建设中的哲学指引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高延娥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82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模式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刘  欣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83 基于数据挖掘分析砭石疗法发展现状与路径研究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杨宪章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84 砭石探源及其应用价值研究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陈卫卫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85 守正创新，熏洗疗法的挖掘、传承与应用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范明峰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86 齐鲁儒医文化的来源探究及其精神传承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周人龙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87 
“针砭发源地”品牌构建与齐鲁中医药文化教育普及路

径研究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季庆洁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88 
中医药文化在基层中医诊所应用现状调查研究--以济宁

地区为例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刘  庄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89 “一带一路”背景下齐鲁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途径研究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杜庆周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90 
新媒体视角下齐鲁中医药+营养膳食文化创新研究与发

展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孙善美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91 文化自信视域下齐鲁中医药文化认同提升策略研究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张传排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92 
齐鲁区域性名中医药专家学术传承现状分析与创新传承

体系研究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袁  琳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93 
文化自信视域下综合医院护理人员中医药文化素养培育

路径探究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刘晓晨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94 马丹阳天星十二穴研究 
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

喉医院、山东省耳鼻喉研究所） 
葛传福 

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

喉医院、山东省耳鼻喉研究所） 

95 中医学对儒家阴阳五行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

喉医院、山东省耳鼻喉研究所） 
倪祥惠 

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

喉医院、山东省耳鼻喉研究所） 



96 以扁鹊文化为中心的齐鲁体医养融合发展研究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颈肩腰

腿痛医院 
刘凡杰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颈肩腰

腿痛医院 

97 
山东省老年患者中医治未病文化科普现状与推广策略研

究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颈肩腰

腿痛医院 
刘  伟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颈肩腰

腿痛医院 

98 古典穴位实体解剖结构研究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王增涛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99 弘扬齐鲁中医药文化做好下一代中药科普创新与研究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冯  晓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100 中药药酒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与创新策略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孙洋馨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101 关于自媒体对强化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影响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王  纬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102 齐鲁药食同源文化传播及推广创新 山东省药师协会 房广星 山东省药师协会 

103 
基于山东中医药学会视域下党建引领推动齐鲁中医药文

化传承与发展的策略研究 
山东中医药学会 张艺馨 山东中医药学会 

104 传统中医药文化融入中小学的实践和研究 济南市中医医院 张若维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05 齐鲁特色针灸文化溯源与现代传承 济南市中医医院  万红棉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06 
围绕“扁鹊”培塑泉城中医药文化科普传播品牌栏目的

研究 
济南市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邵欣胤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07 扁鹊故里中医药文化的教育与推广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王芝春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08 济南市卫健系统中医儿科流派文化探源研究 济南市儿童医院 王  昆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09 中医药文化的“两创”研究 济南市天桥区卫生健康局 林燕燕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10 邹衍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药文化的影响 济南市章丘区妇幼保健院 孔  刚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11 平阴县玫瑰文化历史沿革及衍生制品发展脉络 平阴县中医医院 陈忠秋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12 中医药文化资源应用于幼儿素养教育路径与实践研究 槐荫区杨柳春风幼儿园 张  峰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13 
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青岛市中医药文化素养提升

策略研究 
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明华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14 
振兴齐鲁文化推动一带一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探索与研

究 
青岛市中医医院 杨文婷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15 
医防协同下中医药文化创新传播路径探索——以青岛市

口腔医院“基地+特色科室+研究中心”模式为例 
青岛市口腔医院 张爱娟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16 
马克思主义文化视阈下中医药文化与海洋文化融合传播

路径探寻--以青岛市黄岛区中医医院为例 
青岛市黄岛区中医医院 逄世丽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17 
中医药文化团队传播实践与研究—以黄岛区莲子心志愿

服务团队为例 
青岛市黄岛区中医医院 殷雪华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18 
健康共治视角下探讨“知行桥”模型在齐鲁中医药文化

传承发展中的作用——以“英姐姐健康共治之声”为例 
青岛市黄岛区第二中医医院 陈  英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19 崂山点穴疗法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 黄绪尧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20 
传承与创新同行——“崂山点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发展策略与时代价值研究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 于秉伦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21 
基于扁鹊文化推广中药处方前置审核对提高医共体合理

用药水平的效果研究 
淄博市市立医院 路支超 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22 儒医文化指导下的公立医院叙事医学发展 淄博市中心医院 李梅君 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23 从儒医文化入手探索医养结合、医防融合新思路 淄博市中心医院 贾懿新 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24 齐文化视角下的中医食养研究 周村玉山中医诊所 赵玉山 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25 龙砂医学流派在山东的传承与发展 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王希军 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26 
传承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新杏林文化”的乡村

振兴战略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司书鹏 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27 
基于枣庄市中医药博物馆探究枣庄地区中医药文化传承

与发展 
枣庄市中医医院 李  鴳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28 当青春遇见岐黄开启中医药文化之旅 枣庄市薛城中医院 王  丽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29 从鲁南地区汉画像石看中医药传统文化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韩  栋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30 以中医文化推进医院廉洁文化建设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梁文超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31 齐鲁中医药文化建设途径的研究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刘广琴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32 弘扬齐鲁中医药文化 助力健康中国战略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曹成波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33 
扁鹊“治未病”思想在青少年体态异常防治中的应用研

究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王田芳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34 
齐鲁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我是小小中医师”中小学职

业体验式教育实践研究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魏  娜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35 齐鲁李氏肾病流派传承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尹晓华 东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36 齐鲁中医药文化研究现状及推广对策研究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王明林 东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37 
黄河口地区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孙子兵法》兵家

理论对中医文化发展的影响 
东营市人民医院 王殿云 东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38 
后疫情时代中医药文化全氛围营造传播路径探索--以东

营市为例 
东营市全面健康保障中心 曲永花 东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39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河口区中医院 王洪波 东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40 艾山论医道——胶东柳氏医学传承研究 莱阳复健医院 王永前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41 基于莱阳地域特色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模式研究 莱阳复健医院 王爱荣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42 
儒学经典”植入医院文化传承及建设——以烟台市中医

医院文化建设实践为例 
烟台市中医医院 邢彩红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43 
基于“分级校本课程”的多维立体式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区域模式探索 
烟台市中医医院 宋  蓉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44 柳氏医派文化概述 烟台市牟平区中医医院 张芝榕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45 齐鲁中医文化与国医大师路志正学术思想关联性研究 烟台市牟平区中医医院 代昭欣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46 “4W”视角下齐鲁海洋中医药文化探索及传播研究 烟台市中医医院 胡晓天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47 数字赋能中医药文化社区健康服务策略研究 
烟台市卫生健康综合服务中心

（烟台市中医药推广交流中心） 
杨  玲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48 齐鲁“六经针法”的学派梳理与推广研究 烟台市中医医院 梁莺莺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49 招远市历史名医名堂探究 招远市中医医院 冷启宁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5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山东省中医传统制剂的保护

现状与传承研究 
潍坊市中医院 赵  斌 潍坊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51 
从扁鹊、淳于意到王叔和，传承与发扬齐鲁脉学文化精

髓 
潍坊市人民医院 刘  洋 潍坊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52 党建引领助力中医药文化植根社区 青州市人民医院 赵泽亮 潍坊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53 金掌派小儿推拿特色疗法 
潍坊真医堂中医药文化非遗传

承中心 
曹巧荣 潍坊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54 “中医药伴我成长”之打造中医药文旅教育实践基地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赵  丽 潍坊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55 国医启蒙教育 临朐县中医院 谭  波 潍坊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56 中药炮制文化传承创新-潍坊市中药炮制基地建设 临朐县中医院 史中夏 潍坊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57 昌乐县郄秋浦医派现状调查与全县中医药文化建设思考 昌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晓亮 潍坊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58 
省级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建设单位运行情况研究——

以昌乐县宝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 
昌乐县人民医院 徐进英 潍坊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59 王叔和医学文化的研究与发展 西苑医院济宁医院 岳文超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60 儒医风骨—通过《孔氏医案》探究儒医精神内涵 西苑医院济宁医院 胡磊磊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61 
基于“针砭发源地”，探讨齐鲁中医药对当地社会文化

的影响与历史传承路径的研究 
西苑医院济宁医院 张宝娟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62 
基于县域视角下的中医药文化软实力调查和推广路径研

究 
济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王  永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63 
儒医文化指导下中医院发展健康旅游的可行性及实施方

式的研究 
曲阜市中医院 孙明坤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64 
儒家文化视角下县级中医院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的现状

及发展研究 
曲阜市中医院 杜晓军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65 儒医相融文化资源育人实践研究 曲阜市中医药学校 齐  燕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66 泗水砭石文化的历史渊源及砭石刮痧的现实意义 泗水县中医医院 徐  勇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67 《腧穴释名古今汇解》 金乡县人民医院 卢承顶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68 儒医文化下“上古天真论”的阐述与应用 兖矿新里程总医院 殷晓轩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69 
基于“泰山小郎中体验营”中医药文化沉浸式体验、传

播力的研究 
泰安市中医医院 王庆军 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70 传承弘扬钱乙文化，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 东平县卫生健康局 贺金玉 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71 
基于“治未病”导引干预视域下新泰传统武术国家级非

遗“徐家拳”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新泰市中医医院 谢文静 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72 东平中医药文化资源挖掘与利用研究 
泰安市中心医院（青岛大学附属

泰安市中心医院、泰山医养中心） 
赵传亮 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73 新时期中医药文化的宣传路径探索 肥城市中医医院 王  军 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74 
曾仕强道统文化对传统中医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以泰安

市中医院医院中医经典科为例 
泰安市中医医院 郗洪滨 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75 
基于中医药文化建设促进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的探索

与研究 
岱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郑传涛 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76 
“游养学”三元一体功能式齐鲁康养打卡地的建设与实

践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吴海峰 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77 
后工业时代下青少年对中医药文化科普和创新需求的探

究与分析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王育虎 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78 
泰山道观及碧霞元君信仰文化中的中医药文化资源挖掘

与利用研究 

泰安市中心医院（青岛大学附属

泰安市中心医院、泰山医养中心） 
赵传亮 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79 弘扬中医传统文化，发扬膏方文化内涵 东平县中医院 张  路 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80 威海市创新“五育”模式 探索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新路径 威海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张宗霞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81 
从齐鲁医派研究探寻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新脉络

-以古法针刺工作室为例 
威海市中医院 罗晓明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82 孙氏整骨”特色技术传承弘扬与创新的工作研究 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于满秋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83 “人工智能+”助推齐鲁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孙  鹏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84 
高校校医院对齐鲁中医药文化弘扬传承与中医药健康服

务的研究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吴正国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85 以扁鹊医学思想育齐鲁技能英才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孙  晓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86 莒州王氏中医世家医术传承体系研究 日照市中医医院 王新伟 日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87 日照清代名医刘奎疫病防治思想研究 日照市中医医院 葛长胜 日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88 刘奎瘟疫学与中日医学文化交流  五莲县中医医院 刘玉贤 日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89 齐鲁中医药文化的哲学思想对现代健康理念的影响研究 日照市中医医院 陈常云 日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90 日照地区中医骨伤文化发展传承与创新 日照市中医医院 张  雪 日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91 基于项目管理的中医药文化节方案设计与实施研究 日照市中医医院 丁立钧 日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92 
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齐鲁儒医文化传承创新及其对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研究 
日照市人民医院 周建华 日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93 
基于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日照市中医药文化健康旅游产业

研究 
日照市中医医院 王明亮 日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94 
基于齐鲁名医丁氏“丽东书院”传承经验探索书院模式

在中医继续教育中推广的路径与方案 
日照市中医医院 陈  哲 日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95 基层国医馆的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 莒县中医医院 许晓静 日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96 基于沂蒙道地药材和中医药文化的廉政教育研究 临沂市中医医院 王  谦 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97 齐鲁小儿推拿稀见医书整理与研究 临沂市中心医院 王云超 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98 中医药文化在妇幼保健机构中的传播路径研究 临沂市妇幼保健院 郑相海 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99 临沂市居民中医药文化素养调查与提升研究 沂南县人民医院 谭荣梅 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0 钻石之乡中医药文化推广机制研究 临沭县卫生健康局 文  平 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 德州市县（市、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规律研究 德州市中医院 李卫东 德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 德州儒医文化廉洁元素挖掘利用 德州市中医院 彭  勇 德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3 
大数据信息时代基于民众健康需求的中医药文化宣教路

径研究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 李福强 德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4 
“两创”视域下中医药文化传承启蒙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以德城区中医医院为例 
德州市德城区中医医院 孙昕萌 德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5 
齐鲁中医药文化视域下特殊教育学校传承创新型人才培

养研究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  蔺庆彬 德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6 伊尹心法赋能文化强市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 王  敏 德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7 德城区民间医术转化创新 德州市德城区中医医院 于立波 德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8 齐鲁运河药香文化传承与发展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院 李成伟 德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9 传承与弘扬齐鲁中医药文化模式探究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 王  敏 德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10 成无己儒医文化与学术思想研究 聊城市人民医院 谷万里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11 传承成无己精神，弘扬中医药文化 聊城市中医医院 于秀梅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12 药食同源养生文化研究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尚  毅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13 中医药文化进小学校园的实施路径研究 邹平市韩店镇卫生院 赵科鹏 滨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14 魏氏眼科传承历史沿革及学术思想研究 博兴县中医医院 柳华伟 滨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15 
黄河三角洲中医药文化“国医协（老）同（童）行”入

社区、校园行动 
滨州市中医医院 师  敏 滨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16 人工智能视角下中医药文化传播思路创新研究 菏泽市中医医院 曹培镇 菏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17 齐鲁儒医文化在和谐医患关系构建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菏泽市中医医院 孙丽娜 菏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18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调研与保护策略研究 菏泽市中医医院 宋  凯 菏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19 菏泽市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推广现状及对策研究 菏泽市牡丹区中心医院 油  宓 菏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