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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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针砭文化传承与发展策略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孙慧明 山东中医药大学 

2 书院文化传承——基层人才教育模式的创新 山东中医药大学 王瑾 山东中医药大学 

3 齐鲁中医药文化发展史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效霞 山东中医药大学 

4 齐鲁“医易”文化——中医学形成与发展的文化源泉 山东中医药大学 孟庆岩 山东中医药大学 

5 齐鲁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郭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 

6 儒医文化源流及价值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田虎 山东中医药大学 

7 齐鲁中医药文化在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传承教育途径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刘杰 山东中医药大学 

8 齐鲁中医药文化特质与人文精神挖掘和时代价值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袁浩 山东中医药大学 

9 打造中医药文化进校园“齐鲁样板”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孙连华 山东中医药大学 

10 山东省大学生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提升路径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李明霞 山东中医药大学 

11 齐鲁中医药文化的胶东地域特色研究与地方资源挖掘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高山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2 齐鲁中医药文化的时代精神与育人实践研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魏国栋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3 齐鲁中医药特色廉政文化内涵挖掘与宣传实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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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齐鲁中医药文化育人功能分析及实施路径探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姜鹰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5 
文化润廉视域下中医药文化赋能廉政建设策略与路径研

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李丽光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 
齐鲁中医药文化植入《中医经典医著选读》课程思政建

设的路径研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尚云冰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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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齐鲁孙重三小儿推拿流派在高职高专中医院校的传承途

径研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唐妮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8 
中医药院校融入齐鲁中医药文化构建中医药健康服务体

系的创新研究与实践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申芳芳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9 山东历代医家养生文化整理研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李春巧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0 儒医文化视域下中医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曹江山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1 基于人工麝香酮研究模式的中医药文化精神传承与创新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吕征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2 青蒿素精神时代价值及弘扬路径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吕征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3 齐鲁中医药文化传承度评价体系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焦子麒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4 面向青少年的中医药文化弘扬与传承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郭瑞齐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5 齐鲁阿胶文化资源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管仁伟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6 齐鲁中医药文化内涵与核心价值传承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臧翠翠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7 
中医药文化弘扬与传承现状及对策研究——以省中医药

文化传播平台项目建设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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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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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中医药文化和科普知识公众需求分析与传播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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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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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中医药文化的时代价值及传播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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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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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寻砭石文化起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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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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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中医药科普创意中的文化传播思路研究——以山东中医

药文化科普宣传片创作实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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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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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药”炮制文化及开发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马传江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3 齐鲁“薛氏”医派文化现状与推广对策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张娟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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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文伦理背景下齐鲁“儒医文化”挖掘整理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袁杰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5 
全省中医医疗机构开展中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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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凤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 齐鲁骨伤“平补”流派的中医药文化挖掘与传承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王磊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7 齐鲁中医药文化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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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借助中医理念，坚持守正创新，助力内审转型，实现高

质量发展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高毅静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9 孔孟之道与中医文化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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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扁鹊名称的来源及文化传承研究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杜庆周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41 
基于“针砭发源地”角度，探讨齐鲁中医药文化资源的

挖掘与传承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季庆洁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42 从针砭起源谈针灸疗法的发展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李文豪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43 济南特色针灸文化挖掘整理 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 万红棉 济南市卫健委 

44 扁鹊文化研究与基层中医院中医药文化形象建设 济南市机关医院 刘晓岚 济南市卫健委 

45 三字经流派小儿推拿传承与推广方式的研究 青岛市中医医院 郭晓琳 青岛市卫健委 

46 医防融合机制下中医药文化科普策略研究 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林鹏 青岛市卫健委 

47 
基于中医适宜技术特色项目推动中职卫校中医药文化建

设 
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刘秀敏 青岛市卫健委 

48 
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路径探索——以青岛市黄岛

区中医医院“基地+策展”模式为例 
青岛市黄岛区中医医院 逄世丽 青岛市卫健委 

49 
以中医药文化与海洋文化融合传播视角助推齐鲁中医药

文化多样性发展 
青岛市黄岛区中医医院 逄世丽 青岛市卫健委 

50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莲子心“草木皆美”中医惠民

服务项目 
青岛市黄岛区中医医院 殷雪华 青岛市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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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中医药文化品牌建设模式研究 青岛市黄岛区第二中医医院 陈英 青岛市卫健委 

52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青岛市黄岛区第二中医医院 李欣 青岛市卫健委 

53 “三子流派”对“和法”的继承发展 胶州市中医医院 朱铎声 青岛市卫健委 

54 《推拿三字经》版本流布的整理挖掘 青岛市中医医院 王静 青岛市卫健委 

55 乡村学校传承中医药文化的研究 桓台县侯庄中学 贾勇 淄博市卫健委 

56 山东省中医药特色疗法传承创新成果转化项目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司书鹏 淄博市卫健委 

57 齐文化与中医药文化 淄博市中心医院 盖朋朋 淄博市卫健委 

58 中医药文化助推心理咨询扎根基层 桓台县田庄镇中心卫生院 薛秋芬 淄博市卫健委 

59 儒医文化与公立医院人文建设研究 淄博市中心医院 李一鸣 淄博市卫健委 

60 探究运河枣庄段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枣庄市中医医院 褚付英 枣庄市卫健委 

61 墨子与中医文化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梁文超 枣庄市卫健委 

62 中医中药中国行九进义诊宣传活动文化品牌 薛城区中医院 王丽 枣庄市卫健委 

63 让青少年爱上中医药文化 河口区人民医院 吴坤杰 东营市卫健委 

64 人文中医  百姓家园 广饶县中医院 蒋海刚 东营市卫健委 

65 柳氏医学与扁鹊医学之学术渊薮研究 莱阳复健医院 王永前 烟台市卫健委 

66 基于“儒医文化”理念下的中医药传承发展策略 烟台市卫生健康综合服务中心 宋春明 烟台市卫健委 

67 党建引领下中医药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研究 栖霞市中医医院 李仔儒 烟台市卫健委 

68 龙口市中医药文化普及程度及如何推广 龙口市中医医院 战强庆 烟台市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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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基于“蒯氏儿科”探索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的路径和模

式 
潍坊市中医院 刘南萍 潍坊市卫健委 

70 潍坊张氏流派文化研究 潍坊市中医院 王默然 潍坊市卫健委 

71 儒家文化对中医影响的研究 诸城龙城中医医院 冯治芳 潍坊市卫健委 

72 临朐县中医药博物馆 临朐县中医院 谭波 潍坊市卫健委 

73 黄元御中医药文化弘扬传承与创新发展 昌邑市卫生健康局 李志国 潍坊市卫健委 

74 儒医文脉溯源和新时代齐鲁“儒医”素养内涵研究 济宁市中医院 王祥生 济宁市卫健委 

75 
叔和文化源流探寻及其在现代中医医院文化建设中的意

义探索 
邹城市中医院 付美洪 济宁市卫健委 

76 孔府菜养生保健研究 曲阜市中医院 朱传伟 济宁市卫健委 

77 孔子故里中医世家考证 曲阜市中医院 朱传伟 济宁市卫健委 

78 
“平阳杏林”名中医学术思想传习录——新泰市名中医

临床经验和特色技术挖掘和传承工作研究 
新泰市中医医院 杨永勤 泰安市卫健委 

79 
“平阳杏林”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汇编——新泰市中

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和传承工作研究 
新泰市中医药学会 伊永军 泰安市卫健委 

80 钱乙生平历史及时代价值研究 东平县钱乙中医药文化研究会 李保存 泰安市卫健委 

81 新泰翟氏正骨文化传承研究 新泰翟氏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翟西河 泰安市卫健委 

82 珍珠八宝散传承脉络梳理及临床应用研究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金延强 泰安市卫健委 

83 泰山徐氏女科流派文化研究 泰安市中医二院 袁超 泰安市卫健委 

84 重拾传统疗法之博：扶阳之法 泰安市中医医院 王庆军 泰安市卫健委 

85 孟氏正骨研究汇编 新泰孟氏医院 孟照明 泰安市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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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泰山中医药文化资源挖掘与利用研究 泰安市中心医院 赵传亮 泰安市卫健委 

87 基于泰山文化的中医药传承发展研究 泰安市中医医院 郗洪斌 泰安市卫健委 

88 基于经络理论中医穴位贴敷文化传播研究 泰安市中医医院 李平 泰安市卫健委 

89 
刘奎瘟疫学派文化溯源及其民本思想对当代医疗卫生工

作影响的研究 
日照市卫健委 王婷婷 日照市卫健委 

90 日照牟氏正骨源流考 日照市中医医院 王明亮 日照市卫健委 

91 日照滨海区域砭刺痈疡的文化历史与现状应用研究 日照市中医医院 秦东 日照市卫健委 

92 朱果吴氏正骨起源及学术特点研究 日照市中医医院 吴璐璐 日照市卫健委 

93 日照丁氏针药相须流派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日照市中医医院 丁玉洁 日照市卫健委 

94 
中医药文化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渗透应用的调查研究——

以日照地区为例 
日照市人民医院 付志敏 日照市卫健委 

95 基于古今文献研究之“犊鼻穴”新识 日照市中心医院 丁鹏 日照市卫健委 

96 清代名医刘奎瘟疫学思想及其家族文化研究 五莲县中医医院 刘玉贤 日照市卫健委 

97 
太极思维  方证立论——柳氏医学流派中医文化思想研

究 
五莲县中医医院 刘玉贤 日照市卫健委 

98 近代齐鲁寓京医家对燕京医派的影响评议研究 临沂市中心医院 田健 临沂市卫健委 

99 齐鲁女科稀见医书的整理与研究 临沂市中心医院 王云超 临沂市卫健委 

100 民国时期齐鲁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 临沂市中心医院 王学美 临沂市卫健委 

101 中医五行音乐对改善医院实习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临沂市中心医院 张媛 临沂市卫健委 

102 
以基层为重点促进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常态化高质量发

展 
临沭县卫生健康局 李承功 临沂市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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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百年党史中的红色中医药史研究 德州市中医院 李卫东 德州市卫健委 

104 德州历代中医药名家研究 德州市中医院 王斌 德州市卫健委 

105 张锡纯中医药文化研究 德州市中医院 郭防 德州市卫健委 

106 《深入挖掘宁津济世堂古籍资源，打造中医药文化高地》 宁津县中医院 李志刚 德州市卫健委 

107 
《满腹才华赋诗情 一身医术济苍生——宁津籍御医刘

翰的故事》 
宁津县中医院 李志刚 德州市卫健委 

108 齐鲁伤寒医家成无己生平 聊城市中医医院 丁云东 聊城市卫健委 

109 成无己学术与养生文化研究 茌平区洪官镇卫生院 袁恒勇 聊城市卫健委 

110 黄河三角洲中医药文化特征研究 滨州市卫生健康保障中心 马小云 滨州市卫健委 

111 黄河庙会与邹平中医药文化 邹平市中医院 时霄霄 滨州市卫健委 

112 伊尹与中医药文化研究 曹县中医医院 杜书雷 菏泽市卫健委 

113 药膳推广普及 牡丹区中医医院 郭志 菏泽市卫健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