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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卫健发〔2023〕84 号

关于开展中医馆和中医阁能力建设的通知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中医

馆服务能力提升建设标准（试行）》《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生室

中医阁建设标准（试行）》（以下简称《建设标准》）的要求和市

卫健委《关于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馆和中医阁能力建设的通

知》（沪卫中管﹝2023﹞ 14 号）的工作部署，以全国基层中医药

工作示范区评审为契机，全面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现开展长宁区

中医馆和中医阁能力建设工作，工作要求如下：

一、建设目标

到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我区上海市中医药特色示范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点应分别达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服务能力提升

建设标准、中医阁建设标准（附件 1）。其他社区服务中心应于 8

月 30 日前完善原有中医馆设施设备，不低于原有中医馆标准（附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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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底，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达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医馆服务能力提升建设标准。我区 50%以上的站点应完成中医

阁建设。

二、工作要求

（一）区内排摸

区卫健委对区内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点进行排摸，根据《建

设标准》的要求填写已达标、未达标和需要新建的单位名单。

（二）开展本年度建设

1、新华、仙霞、虹桥、程桥、新泾 5 家上海市中医药特色示

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中医馆提升标准建设。

2、华阳潘东、虹桥中山、新华西法华、周桥三泾、北新泾新

泾七村、天山联建 6 家上海市中医药特色示范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

中医阁标准建设。

3、江苏、华阳、周桥、天山、北新泾 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对标原有中医馆建设标准，查漏补缺，完善现有中医馆建设。

4、区卫健委将于 8 月下旬组织专家对 10 家社区开展督导。

（三）完成 2025 年前建设

各单位制定 2024、2025 中医馆、中医阁建设计划，逐步完成

建设目标（附件 3）。每年度区卫健委定期组织开展督导。

三、保障措施

（一）经费保障

区卫生健康委将中医馆服务能力提升建设、中医阁建设纳入

2024、2025 年度区卫生健康重点工作加以推进，并安排专项经费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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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评督导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年对照《建设标准》进行自评。区卫健

委组织专家对当年建设单位进行验收，同时对符合标准的中医馆、

中医阁进行复核，对中医药服务内涵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督导，并

将相关结果上报市卫健委。对于督导中未达到建设标准的要求进行

整改，未及时整改的酌情计入年度考核总分。

（三）加强考核

将中医馆、中医阁达标建设和服务内涵建设情况纳入年度考核

标准，推动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强建设力度，切实促进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提升。

附件：1、中医馆和中医阁服务能力提升建设标准（试行）

2、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建设指南（2016 年版）

3、中医馆中医阁建设进度计划表

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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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 中医馆

服务能力提升建设标准(试行)

为规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中医馆服务内涵建设，

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特

制定本标准。

一、中医馆设置

(一)中医馆(含少数民族医馆，下同)独立设置，位置醒目，布

局合理，体现中医药特色，并满足保护患者隐私、无障碍设计要求。

中医馆使用面积不低于 300 平方米。

(二)设中医诊室(含治未病室)3 个及以上，单个诊室使用面积

不低于 10 平方米。

(三)设中医治疗室 2 个及以上，总使用面积不低于 40 平方米。

二、中药房设置

(一)中药房在中医馆内独立设置，使用面积不低于 40 平方米。

(二)中药饮片品种数不少于 300 种，少数民族医馆可适当降低

要求。

(三)中药房中药饮片储存、调剂、煎煮等设备能够满足业务需

求。

(四)设置煎药室提供煎药服务，使用面积不低于 10 平方米，分

区合理;也可与上级中医医院或有合格资质的药品经营企业等进行

合作，采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提供中药饮片配送、代煎、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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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务。

(五)鼓励依据患者需求，提供丸、散、膏、丹、胶囊等个性化

用药服务。

三、中医药人员配置及培训

(一)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含中医医术确有专长医师)占本

机构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5%，且主执业机构在本机

构的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不少于 5 名。

(二)主执业机构在本机构的中级及以上职称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或执业不低于 15 年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不少于 2 名。

(三)中药饮片调剂人员不少于 2 名，应为中药专业技术人员或

经过县级及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的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并考

核合格的非中药专业人员。

(四)中药煎药室工作人员，应经过中药煎药相关知识和技能培

训并考核合格。

(五)中医馆应每年选派至少 1 人赴上级医院进修学习或参加县

级以上中医药师承项目，提高中医药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六)至少有 1 名上级医院高级职称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到中医馆

定期坐诊指导，每周不少于 1 次。

四、中医医疗和康复服务

(一)能够提供中药饮片和 6 类 10 项以上中医医疗技术服务。

(二)配备不少于 10 种中医诊疗和康复设备。

(三)应用中医药康复手段对中风后遗症、肢残等疾病进行康复

治疗。

(四)至少培育 1 个中医优势专科(专病)，提高优势病种的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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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

(五)中医诊疗人次数占本机构总诊疗人次数的比例不低于 35%，

中医处方(包含中药饮片、中成药)数占处方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35%。

(六)中药饮片处方数占本机构处方总数的比例不低于8%或中医

非药物疗法治疗人次数占本机构总诊疗人次数的比例不低于 12%。

五、中医预防保健服务

(一)规范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不低于国

家基本要求。

(二)运用中医药知识和方法，积极开展孕产妇、高血压病及 2

型糖尿病等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

(三)所有家庭医生团队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为辖区居民提供

具有中医特色的个性化服务包。

(四)开展中医药健康教育，每年更换中医药健康教育内容宣传

栏不少于 4 次，面向公众开展中医药健康咨询活动不少于 5 次，提

供有中医药内容的健康教育文字资料不少于 6 种，播放有中医药内

容的音像资料不少于 3 种，举办有中医药内容的健康知识讲座不少

于 6 次。

(五)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积极参与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防控、救治等工作。

六、中医药文化建设

(一)中医馆内外环境、标识标牌及装修、装饰能够体现中医药

文化特色，可适当融合地方文化特色。

(二)设置中医药文化宣传展示区，使用面积不低于 45 平方米。

(三)中医药文化宣传展示区通过壁报、展柜、雕塑、模型等形



— 7 —

式，普及中医药知识、传播中医药文化理念、彰显中医药特色。

七、信息化建设

(一)信息化建设适应中医药信息化发展要求，能够满足中医诊

疗和服务需要，实现医疗数据共享。

(二)接入并规范使用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确保与属地基层医

疗卫生信息系统融合联通，实现中医电子病历、中医辨证论治、中

医药知识库、中医远程教育、中医远程会诊、治未病功能。

(三)鼓励使用移动互联网、智能客户端、即时通讯等现代信息

技术提供在线预约诊疗、候诊提醒、划价收费、诊疗报告查询、药

品配送等服务，探索互联网延伸医嘱、电子处方等网络中医医疗服

务应用，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八、规章制度执行

(一)建立健全医疗质量安全与风险管理体系，严格执行医疗核

心制度，并持续改进。

(二)严格中药使用管理，执行中医药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相关

行业标准规范。

(三)建立工作考核评价制度，将中医药基本医疗、健康管理服

务、适宜技术、师承项目和中药处方点评等纳入人员年度工作目标

和绩效考核内容，考核分值占比不低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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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生室中医阁建设标准

(试行)

中医阁是指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内开展中医药服务的诊

疗区，具备能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人员、设施设备、信息化等卫生资

源。为规范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中医阁的建设，提升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为居民提供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特制定

本标准。

一、中医阁设置

(一)中医阁独立设置，布局合理，体现中医药特色，满足保护

患者隐私、无障碍设计要求，使用面积不低于 20 平方米。

(二)至少设有 1 个中医诊室和 1 个中医治疗室。

(三)在醒目位置悬挂“中医阁”标识，标识样式可按本地特点

统一要求。

二、中药房设置

(一)中药饮片品种数不少于 80 种，或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

镇卫生院等签订中药饮片调剂代煎配送协议。

(二)配备中成药品种不少于 30 种。

三、中医药人员配置

(一)社区卫生服务站至少配备 1 名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二)村卫生室至少配备 1 名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或以中医

药服务为主的乡村医生。

四、中医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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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够提供中药饮片服务和 4 类 6 项以上中医医疗技术。

(二)配备不少于 5 种中医诊疗和康复设备。

(三)中医诊疗人次占总诊疗人次的比例不低于 20%，中医处方

(包含中药饮片、中成药)占处方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0%。

(四)中药饮片处方占处方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3%或中医非药物疗

法治疗人数占总诊疗人次的比例不低于 5%。

五、其他

(一)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要求，开展中医药健康管理

服务，对重点人群实施 2 种以上中医药健康管理，目标人群覆盖率

不低于国家基本要求。

(二)每年开展不少于 4 场(次)的中医药科普宣教活动，宣传资

料中应有 40%以上的中医药宣传资料内容。提供中医药宣教处方。

(三)设置中医药文化宣传橱窗、中医药文化墙。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借助互联网技术提高中医药服务效率和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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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建设指南

一、中医科室设置

（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含民族医，下同）

科独立设置，并设中医诊室（2 个以上）、中医治疗室（2 个以上）

等，有条件的可以设置中药煎药室、中药库、治未病室、示教室和

候诊区等。

（二）中医科室集中设置，原则上设在机构的一楼或沿街等突

出位置，装修装饰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形成中医药文化氛围浓厚

并相对独立的中医综合服务区，诊区外悬挂“中医馆”、“国医堂”

等牌匾（可按本地特点进行统一要求）。中医综合服务区使用面积

原则上不低于 80 平米。

（三）配备诊断床、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治疗推车、计

算机等基本设备，并配备 10 种以上中医诊疗设备和康复设备（选配

参考详见附表）。

二、中药房建设和药事服务

（一）中药房原则上在中医综合服务区内相对独立设置，参照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院中药房基本标准》（国中医药发[2009]4

号）进行建设。配备中药饮片柜（药斗）、药架（药品柜）、调剂

台、药戥、电子秤、冷藏柜等，其中中药饮片柜（药斗）要结构规

范合理、外观古朴典雅并具有防虫蛀、防腐蚀、防潮湿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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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饮片调剂室面积应与业务需求相适应，中药饮片（含

中药颗粒剂、民族药制剂）原则上不少于 300 种。

（三）有条件的可设置煎药室提供煎药服务，其使用面积原则

上不低于 10 平米；也可与上级中医医院或有合格资质的药品经营企

业等进行合作，采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提供中药饮片配送、代

煎代送等服务。

三、中医药人员配备

（一）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占本机构执业医师总数的比

例达到 20％以上，且应不少于 2 名。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至少

有 1 名中级以上职称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二）从事中药饮片调剂的，应为中药专业技术人员或经过中

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煎药室工作

人员，应经过中药煎药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

四、中医医疗和康复服务

（一）能够提供中药饮片、针刺、艾灸、刮痧、拔罐、中医微

创、推拿、敷熨熏浴、骨伤、肛肠、其他类等项目中的 6 类以上中

医药技术方法。

（二）中医诊疗人次占总诊疗人次的比例达 30%以上；中医处

方（包含中药饮片、中成药）占处方总数的比例达 30%以上；中药

饮片处方占处方总数的比例达5%以上或中医非药物疗法治疗人次占

总诊疗人次的比例达 10%以上。

（三）能够应用中医药康复手段，结合现代理疗方法和中医药

理论方法，对中风后遗症、肢残等疾病进行康复治疗。

（四）鼓励培育中医优势病种和中医特色专科，坚持中医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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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法的综合运用，大力推广使用中医药适宜技术，提高基层常见

病多发病的中医临床疗效。

五、中医预防保健服务

（一）规范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不低于

国家基本要求。

（二）运用中医药理论知识在饮食起居、情志调摄、食疗药膳、

运动锻炼等方面对居民开展养生保健知识宣教等中医药健康教育，

注重发挥权威中医类报刊等媒体的健康传播作用，在健康教育印刷

资料、音像资料的种类、数量、宣传栏更新次数以及讲座、咨询活

动次数等方面，应有 40%以上的中医药内容。

（三）运用中医药知识和方法，开展 2 种以上慢性病患者的中

医药健康管理服务。

（四）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积极参与传染病等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救治等工作。

六、信息化建设

（一）接入并使用中医健康信息平台，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现

有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功能涵盖中医特色电子病历、

辅助开方、辅助诊断、名老中医知识库、古籍文献知识库、远程诊

疗、远程教育、远程会议以及中医药健康管理等。

（二）鼓励使用移动互联网、智能客户端、即时通讯等现代信

息技术提供在线预约诊疗、候诊提醒、划价收费、诊疗报告查询、

药品配送等服务，探索互联网延伸医嘱、电子处方等网络中医医疗

服务应用，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七、规章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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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严格中药饮片、中成药的使用

管理，执行中医药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中医药相关行业标准规范。

（二）建立工作考核评价制度，将中医药基本医疗、中医药健

康管理服务、中医药适宜技术使用等情况，纳入人员年度工作目标

和绩效考核内容。

（三）制定执行人员岗位责任制、在职教育培训等各项规章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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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中医诊疗设备配备参考表

分 类 设备名称

诊断设备 中医四诊设备、中医体质辨识设备

针疗设备 各类针具、电针治疗设备

灸疗设备 灸疗器具、艾灸仪

中药熏洗设备
中药熏洗设备、中药离子导入设备、中药雾化吸入设

备、中药透药设备

牵引设备 颈椎牵引设备、腰椎牵引设备、多功能牵引设备

治疗床 针灸治疗床、推拿治疗床、多功能治疗床

中医光疗设备 中医光疗设备

中医超声治疗

设备
中医超声治疗设备

中医电疗设备 高频治疗设备、中频治疗设备、低频治疗设备

中医磁疗设备
特定电磁波治疗设备（TDP神灯）

中医磁疗治疗设备

中医热疗设备 蜡疗设备、热敷（干、湿、陶瓷）装置

中药房设备 中药饮片柜（药斗）、药架（药品柜）、药戥、电子秤

煎药室设备
中药煎煮壶（锅）

煎药机（符合二煎功能，含包装机）

康复训练设备 训练床、训练用阶梯、平行杠、姿势镜等



附件 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中医馆建设进度计划表

单位
中医馆

完成提升建设时间

中医阁建设进度计划

2023 年完成建设站点 2024 年完成建设站点 2025 年完成建设站点

xx年 x 月 xx 卫生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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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6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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