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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The rapid it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public opinion ecology, media landscape,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M) culture,
its advantages lie in the broadening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e enrichment of communication form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The disadvantages include the digital divide affecting its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and the
urgent need to integrate fragmented information on CM. The opportunities arise from the emergence of the digital market,
which opens up new avenues for its dissemination, and the blessing of digital technology, which creat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it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The challenges stem from the difficulty in dis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constraints of information cocoons, necessitating the exploration of a communication path that aligns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and facilitat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M culture.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数字赋能中医药文化传播的 SWOT分析与路径选择

湖 南 中 医 药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圆园25 年 2 月第 45 卷第 2 期
Feb. 圆园25 灾燥造. 45 晕燥. 2

本文引用: 陈思怡, 胡旭然, 吴奥坤, 季毕玲, 朱红英. 数字赋能中医药文化传播的 SWOT 分析与路径选择[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5,
45(2): 356-362.

356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圆园25 年第 45 卷

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袁 为贯

彻落实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意见曳袁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袁使中医药成为

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尧中央

宣传部尧教育部尧国家卫生健康委尧国家广电总局共

同制定了叶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渊2021要
2025 年冤曳袁明确要求野到 2025 年袁中医药对中华文

化传承发展的贡献度明显提高袁作为中华文明瑰宝

和钥匙的代表意义和传导功能不断彰显袁成为引导

群众增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冶[1]遥 数字

时代传播技术的应用正深刻改变着传统文化的舆论

生态尧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遥 把握时代脉搏袁适应数

字化尧智能化发展趋势袁攻克技术融合与创新应用的

难关袁破解传统传播模式与现代需求不匹配的难题袁
充分利用数智技术的强大驱动力袁推动中医药文化

传播的全方位尧深层次变革袁实现中医药文化的数字

化转型升级袁已成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面临的重

要课题遥 SWOT 分析法又称态势分析法袁是美国学

者海因茨窑韦里克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一

种常用于决策制定的工具遥 在 SWOT 分析中袁通过

综合分析目标对象发展的 S 渊Strength冤优势 尧W
渊Weakness冤劣势尧O渊Opportunity冤机遇和 T渊Threat冤
威胁袁将这些关键因素以矩阵形式进行区分袁以寻

求优化策略和最佳方案遥 运用 SWOT 分析法进一步

廓清数字时代中医药文化传播面临的优势和劣势尧
机遇和挑战袁进而探讨其传播策略与路径袁旨在担

当起新时代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责任与使

命袁助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遥
1 数字赋能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优势

1.1 数字技术有利于拓宽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渠道

无所不野连冶的数字时代袁网络无所不达尧算力无

所不在尧智能无所不及袁编织成一张可以穿透一切桎

梏的数字之网袁为拓宽中医药文化传播渠道提供了

有利条件遥
一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连接性优势遥首先袁表

现为挖掘潜在用户的优势袁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尧微
博尧Facebook尧Twitter 等袁拥有数以亿计的用户袁覆盖

全球各个角落袁为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了庞大的潜

在受众群体曰其次袁传播迅速袁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

传播速度极快袁一条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用

户转发和分享袁使得中医药文化能够迅速在社交

媒体上引起关注袁形成广泛的影响力曰最后袁互动

性强袁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了评论尧点赞尧转发等多种

互动功能袁用户可以随时发表对中医药文化的看法

和疑问袁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和讨论袁这种互动性

不仅增强了用户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袁 还促

进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普及遥
二是短视频平台的直观展示性优势遥首先袁视觉

冲击力强袁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尧快手尧TikTok 等遥 通

过制作精美的短视频袁可以将中医药文化的精髓以

直观尧生动的方式呈现给观众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曰
其次袁易于传播和分享袁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易于

传播和分享袁用户只需点击几下屏幕袁就能将中医

药文化的短视频分享给朋友或发布到社交媒体上袁
这种便捷的传播方式袁使得中医药文化能够迅速在

短视频平台上获得广泛的曝光和关注曰最后袁内容多

样化袁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形式多样化袁包括教学视

频尧纪录片尧创意短片等袁这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提

供了丰富的选择袁可以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和传播

目的袁选择合适的短视频形式进行传播遥
三是在线课程的系统深度灵活性优势遥首先袁提

供在线系统性教学袁在线课程平台如慕课尧网易云课

堂等袁提供了系统的中医药文化教学课程袁这些课程

涵盖中医药文化各个方面袁从中医基础理论到临床

实践袁从历史文化到现代应用袁为学习者提供了全

面的学习资源和指导曰其次袁提供在线深度解读袁在
线课程的讲师通常是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或资

深从业者袁能对中医药文化进行深入讲解袁这种深

度解读不仅有助于学习者深入理解中医药文化的内

涵和价值袁还能够提高其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和

自信心曰最后袁提供灵活的学习方式袁通过在线课程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op -level design and develop an overarching plan for the digital
dissemination of CM culture. Secondly,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scop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multi-layered digital empowerment to unleash the potential vitality of CM culture dissemination. Thirdly, regard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t is essential to advocate for media collaboration and construct an omni media matrix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CM
culture. La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it is crucial to cultivate a rich cultural foundation, forge a
leading forc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CM culture,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issemination of CM culture.

也运藻赠憎燥则凿泽页 digital empowerment;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SWOT analysis; path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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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袁学习者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进度进行学习袁不
受时间和地点限制袁使得中医药文化传播更加便捷

和高效遥
1.2 数字技术有利于丰富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形式

古老的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不同的时代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袁实现更加广泛的传播与创新传

承袁需要关照不同时代受众的接受习惯与现实需求袁
利用数字技术塑新中医药文化传播形式遥

一方面袁数字技术使中医药文化超越野庙堂式文

化冶的传播形式袁释放中医药文化的表现力遥 中医药

文化传播的实践可追溯到几千年前袁叶淮南子窑修务

训曳载院野神农尝百草之滋味袁水泉之甘苦袁令民知所

避就遥 冶[2]其中袁野令民知冶就是让民众知晓遥 相较于古

代医者神农通过亲身实践将中医药智慧面向大众传

播的传统方式袁在数字技术加持下袁中医药文化传播

得以实现从野千人一面冶向野个体画像冶转变遥 随着大

数据分析尧智能算法尧云计算等数字传播技术的引

入袁搭建传播对象的野数字画像冶在线上对受众进行

精准化推送袁同时也运用到线下诊疗中遥 如中医夜

市持续走红袁常能看到智能脉诊仪尧智能面诊舌诊检

测仪渊魔镜冤和体质辨识仪渊魔戒冤等数字化设备袁利
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袁对用户的脉象尧舌象尧面
相等进行分析袁为患者提供个性化健康建议和治疗

方案遥
另一方面袁数字技术使中医药文化呈现野视像化

阅读冶的传播形式袁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吸引力遥 从文

字尧图片到视频尧音频袁再到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

沉浸式体验袁为中医药传播搭建虚实交叠的立体化尧
可视化尧具象化的数字体验场景遥 数字技术使得中

医药文化的呈现形式更加灵活多样且直观易懂遥 图

文结合的创新表达袁诸如信息可视化和互动图文袁降
低了学习门槛袁提升了传播趣味性遥 视频传播的多

样化尝试袁如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尧在线博物馆尧微电

影尧短视频等袁以生动的叙事讲述中医药故事袁增强

了观众的情感共鸣遥 智能传播的前沿探索袁如虚拟

现实体验和人工智能辅助学习袁更是将中医药文化

带入一个全新的体验时代袁增强了用户的沉浸感和

参与度袁提升了中医药文化的吸引力遥
1.3 数字技术有利于提升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效率

野数字文化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的又一

次空前革命袁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形态

及其传播方式遥 冶[3]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袁中医药文

化传播不再拘泥于古籍尧经卷尧草药等实体形态袁也
可以突破时间尧空间尧地域尧资金等现实限制袁提升了

传播效率遥
一是高效的数据处理与分析优势遥 大数据技术

能够收集和分析大量用户数据袁快速识别中医药文

化传播的潜在受众群体及其兴趣点和关注点袁有利

于传播者制定更加精准的传播策略袁传播内容也能

更有效地触达目标受众遥
二是云计算的即时响应优势遥 云计算技术提供

了强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袁可以支持中医药文化信

息的即时更新和广泛传播袁通过云计算平台袁用户得

以随时随地访问中医药文化资源袁极大提高了中医

药文化传播的效率遥
三是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推荐优势遥 人工智能技

术能够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尧兴趣偏好等信息袁智能

推荐中医药文化相关内容袁这种个性化的传播方式

不仅提高了用户的满意度袁还增强了中医药文化的

传播效果遥
2 数字赋能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劣势

2.1 数字鸿沟影响中医药文化传播效果

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在获取尧利用数字

技术和信息方面存在的差距遥 在中医药文化传播领

域袁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部分地区和群体难以接触

到高质量的中医药文化信息袁从而影响了传播效果遥
具体表现在院一是传播覆盖面受限袁数字鸿沟致使一

些地区或群体可能缺乏必要的数字设备和网络接入

条件袁导致他们难以接触到中医药文化的数字资源遥
这使得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在这些地区和群体中受到

限制袁传播覆盖面无法得到有效扩大遥二是传播效率

降低袁数字鸿沟还可能导致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率

降低遥 由于不同群体在数字素养和信息获取能力上

的差异袁他们难以快速尧准确地理解和利用中医药文

化的数字资源遥这使得传播过程变得复杂和缓慢袁降
低了传播效率遥三是社会不平等加剧袁数字鸿沟的存

在还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遥 那些无法有效利用数字

技术获取中医药文化信息的群体袁可能在健康知识尧
养生方法等方面处于劣势袁进而影响其健康状况和

生活质量遥
2.2 中医药野碎片化冶信息亟待整合

数字技术发展潮流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

社会背景或生存环境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5
年 1 月 17 日发布第 55 次叶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曳显示袁截至 2024 年 12 月袁中国网民规模

达 11.08 亿人袁互联网普及率达 78.6%袁中国网民的

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28.7 小时[4]遥 这一趋势不仅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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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了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普及和高效袁同时也揭

示了用户对碎片信息的过度依赖袁该现象在一定程

度上不利于中医药文化传播遥 首先袁碎片化的信息

分布广泛且杂乱无章遥 中医药知识不仅散落于各类

医学网站尧论坛等传统网络平台袁还广泛存在于微

博尧微信公众号尧短视频等新兴媒体中袁这些信息来

源杂乱且大部分出自个体遥 野个体传播者多出于个

人兴趣爱好和分享欲望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袁
许多身份普通且无专业背景的个体袁其主导的中医

药文化传播多为依托人际交往圈层的二次传播袁在
开展传播时存在专业性不够尧权威性不足尧受众面狭

窄等问题袁难以形成破圈效应遥 冶[5]其次袁碎片化的信

息容易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误解遥 由于缺乏系统的

整理和权威的审核袁许多不准确尧不科学的中医药信

息得以在网络流传遥 这些信息可能夸大中医药的疗

效袁或混淆中医与西医的概念袁从而误导公众对中医

药的认知遥 最后袁碎片化的信息增加了公众筛选和

甄别的难度遥 在海量信息面前袁普通大众往往缺乏

足够的专业知识和辨别能力袁难以从众多信息中筛

选出科学尧权威的中医药知识遥 如何有效整合这些

碎片化的中医药信息袁成为当前中医药文化传播的

一大挑战遥
3 数字赋能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机遇

3.1 数字市场崛起为中医药文化传播注入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

的瑰宝袁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遥 冶[6]随着数

字技术在交易活动中的广泛深入应用袁数字化交易

逐渐走向中心位置袁市场基础环境的数字化袁使得商

品边界得以扩展袁交易效率得以提升袁数字市场推动

公众对中医药的需求呈现出日益增长的态势袁这无

疑为中医药文化在数字时代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市

场机遇遥 一方面袁数字市场为进一步拓宽中医药文

化的传播范围与传播效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袁中医

药显著的临床疗效增强了公众对中医药的信心遥
叶黄帝内经曳将中医技法归纳为野一砭二针三灸四药

五按跷六导引冶袁涵盖石刮痧尧针灸尧艾灸尧汤药或代

茶饮尧经络按摩以及包括气功和体育疗法两种形式

的导引之术遥 数字时代来临袁野中医六术冶在数字市

场的推动下袁以一种生活方式深深融入人们的日常

起居与生产生活之中遥 在疾病防治尧康复保健等诸

多方面袁尤其是在治疗慢性病尧病毒性疾病尧代谢性

疾病等领域袁中医药都展现出了极为显著的疗效遥
在重大疫病的应对过程中袁如非典尧SARS 等爆发

后袁中医药以其早期介入尧整体调节尧个体化治疗等特

点袁根据不同患者情况袁确保一人一方袁辨证论治袁疗
效确切袁同时也通过数字市场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

了独特的中医智慧和中国方案遥 野2022 年袁世界卫生

组织发布叶世界卫生组织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专家

评估会报告曳袁报告指出中医药在治疗COVID-19 中

能起到有效作用袁并鼓励世卫组织会员国将中医药

纳入新冠治疗方案的考虑范围冶[7]袁为中医药文化广

泛传播注入了新动能遥
另一方面袁数字消费升级强力推动中医药的传

播发展遥 数字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促使中医药企业加

大数字研发投入袁积极推动中药制剂尧保健品尧日化

用品等产品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遥 现代科技

如纳米技术尧超临界萃取技术等被广泛应用于中药

材的提取与加工袁极大提高了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遥 同时袁结合数字时代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袁开发出

一系列功能性强尧服用便捷尧口感良好的新型中药产

品袁如中药配方颗粒尧即食中药饮片等袁精准满足了

不同人群的健康养生需求遥此外袁中医药服务也随着

数字消费升级而不断升级袁传统的中医诊疗服务正

逐步向野互联网+中医药冶模式转变袁通过线上问诊尧
远程医疗等方式袁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享受到高质

量的中医服务遥中医药养生旅游尧中医康复理疗等新

兴业态的兴起袁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

健康服务选择遥 新型服务模式不仅给中医药产业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活力袁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全面尧
优质的健康服务袁进一步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

和发展遥
3.2 新型数字传播生态为中医药的跨文化交流开

辟新道路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袁因互鉴而丰富遥数字技术促

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袁为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遥在数字时代袁全球数字平台正在

全面重塑国际传播的信息版图袁形成新型传播生态遥
新型传播生态的显著特征在于通过媒体平台实现赋

权与赋能的双重作用袁让原本被动接受信息的草根

受众成为资讯和观点生产与传播的主体遥一方面袁平
台赋权个体遥 例如 Facebook尧YouTube尧Twitter尧In鄄
stagram 等平台袁汇聚了全球不同国家尧不同民族尧不
同语言尧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遥这些平台成为了中医

药文化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袁使中医药知识能够迅

速尧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袁为搭建人人参与的跨文

化传播赋予了可能遥 另一方面袁平台赋能数据遥 平台

的发展由大数据技术支撑袁 在为所有主体赋权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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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袁也扩大了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可见程度遥 如我

国主导的野一带一路信息高速路冶等互联网互通工

程袁致力于消弭不同文明之间的数字鸿沟遥 基于此袁
跨文化交流活动也借助平台成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

重要阵地遥 中医药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袁其传播不

仅关乎中医药的国际地位袁更是中华文明野走出去冶
的重要载体遥 中国与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国家扎实推进

健康丝绸之路建设袁目前已与俄罗斯尧泰国尧匈牙利

等国共建了 30 个中医药海外中心袁推动百余种中成

药在共建国家以药品身份注册上市遥 这些成果为中

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撑袁使越来越多

的中医药医学成果出馆藏走向课堂尧出经卷走向实

践尧出国门走向世界遥 数字跨文化交流的加强袁不仅

有助于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影响力提升袁还有

助于推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发展遥
4 数字赋能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挑战

4.1 信息真伪难辨的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袁要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冶[8]遥 数字时代袁信息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袁大
众在数字空间中频繁进行信息交换袁这些信息来源

极为广泛袁质量却参差不齐袁真假难以辨别袁给中医

药文化传承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遥 一方面袁伪科学信

息干扰中医药文化传播遥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袁非
专业人士往往难以准确判断信息的真伪遥 于是袁一
些伪科学信息尧虚假广告趁机混入其中袁使得受众对

中医药文化信息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袁进而阻碍了其

对中医药文化的接受和再传播袁对中医药文化的声

誉造成了极大损害遥 例如张悟本之类的假中医尧伪
科普打着野中医文化冶的旗号行骗袁曲解中医经典尧夸
大食药疗效袁欺骗社会公众袁给人们留下了较为恶劣

的负面印象遥 另一方面袁权威认证机制缺失阻碍中

医药文化传播遥 在数字时代袁随着中医药事业的蓬

勃发展袁大量资本涌入袁随之带来了野内容追赶流量冶
野资本操纵行情冶等问题遥 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威认证

机制袁无法有效把控中医药传播内容的准确性袁一些

质量低下尧内容失真的中医药信息得以在数字空间

中广泛传播袁严重损害了中医药文化的形象和公信

力遥 这不仅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产生了不良影响袁
也制约了中医药学科的创新发展遥
4.2 受众信息茧房的局限

信息茧房现象由凯斯窑桑斯坦提出袁指野网络信

息传播中网民只聚焦或注意自己选择的内容并逐渐

将自身桎梏于像耶茧房爷的媒介环境中冶[9]遥 在当前的

网络媒介生态环境下袁这一现象因传播媒介的多样

化而变得愈发显著遥 尤其是随着算法技术与用户画

像的广泛普及袁数字化传播虽然能够精准推送内容袁
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袁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野信息

茧房冶的形成袁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同样面临着野信息

茧房冶的挑战遥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体系主要呈现

出官方主导的单向性特征袁缺乏政府尧高校尧社会组

织以及公众之间的双向与多向互动遥 这种传播模式

致使中医药文化传播呈现出封闭性与平面化遥 具体

而言袁一方面袁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范围大多停留在

野小众冶范畴内袁未能营造出开放性的交流环境与良

好的社会氛围袁同时也限制了中医药文化与外界尧跨
界的交流与碰撞遥另一方面袁传播方式缺乏立体化与

全方位的传播体系遥 这使得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常常

停留在表面袁难以深入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时

代价值袁因而难以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与深入理解遥
因此袁为改善这一现状袁有必要构建一个由政府尧高
校尧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向互动传播机

制袁以应对野信息茧房冶的挑战遥
5 数字赋能中医药文化传播路径的优化

5.1 着眼顶层设计袁布局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整体

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袁先后颁发了叶中医药文化传

播行动实施方案渊2021要2025 年冤曳叶野十四五冶中医

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曳等袁把中医药的发展提高

到了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袁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彰显了

国家对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的高度重视袁也标志着

中医药文化传播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迈入了一个全新

阶段遥
首先袁中医药文化传播在野守正创新冶中焕发新

活力遥 2021 年 5 月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调研时曾

强调袁要做好守正创新尧传承发展工作袁积极推进中

医药科研和创新袁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

理袁推动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遥野守正创新尧
传承发展冶既是中医药发展的基本遵循袁也是中医

药文化数字化传播内容建设的基本要求遥 在深耕中

医药传统尧传承精髓的同时袁也要结合现代科技的

力量袁以数字化尧网络化尧智能化促进行业转型升

级袁让数字中医药的野智慧应用冶造福广大人民袁焕发

新活力遥
其次袁中医药文化传播在野保驾护航冶中展现新

形象遥 野文化无传播不立遥 目前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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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传播推广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冶[10]遥 叶中医药文化传

播行动实施方案渊2021要2025 年冤曳印发袁强调要野充
分发挥其作为中华文明宝库耶钥匙爷的传导功能袁加
大中医药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推广力度冶[1]遥 为实现

中医药文化的高质量传播袁要以国家战略为指引袁加
强顶层设计袁优化资源配置袁确保传播内容的科学

性尧权威性与时代性遥 通过严格的筛选与审核机制袁
确保中医药文化传播内容的精准无误袁既传承经典

又勇于创新袁 既体现战略高度又经得起历史检

验遥 同时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袁依托数字技术提升信

息透明度与公信力遥 2023 年袁野智慧之光要要要中医药

文化展冶在国家博物馆亮相袁叶中国中医药大会曳相继

播出袁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新形象遥
最后袁中医药文化传播在野国际舞台冶中搭建新

平台遥 面对全球化浪潮袁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成

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遥 我国积极利用

孔子学院尧文化交流中心及数字平台等多元化渠道袁
搭建起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遥 通过举办国际

中医药论坛尧在线讲座尧数字展览等活动袁结合虚拟

现实尧社交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袁构建了一个跨越时

空的中医药文化传播网络袁增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

影响力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袁为全球卫生治理贡

献中国智慧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遥
5.2 全方位数字赋能袁激发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潜在

活力

中医药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袁其传承与发展不

仅关乎民族健康袁更是文化自信的体现遥 在数字科

技的助力下袁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

活力与潜力遥
一是中医药数字化展示与存档遥 智慧中医的形

成离不开大数据尧云平台及互联网的鼎力支持遥 通

过建立中医药数字化博物馆袁运用虚拟现实和增强

现实技术袁可以为参观者创造沉浸式的体验袁使其身

临其境地感受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遥 同时袁对古

代中医药典籍尧药方尧医案等珍贵文献进行数字化处

理遥 野通过建立便于检索和利用的中医药古籍数据

库袁以数字资源的方式保存和传播袁不仅可以实现中

医药古籍的再生性保护袁而且可以实现中医药古籍

更大范围的共享冶[11]遥
二是中医药智能学习与教育遥 在数字化时代袁

学习方式的变革为中医药文化的普及提供了新途

径遥 通过开发在线教育平台袁结合动画尧游戏等互动

元素袁为儿童和成人设计趣味性强的中医药文化教

育课程袁激发学习兴趣袁提高学习效果遥 此外袁在中

医药文化景区尧博物馆等场所设置智能导览系统袁为
游客提供个性化的参观体验和学习路径袁使中医药

文化的学习更加便捷尧生动遥
三是中医药数据分析与研发遥 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技术的运用袁为中医药的研发与创新提供了有力

支持遥 通过对中药方剂尧药材等数据进行深度挖掘袁
可以发现潜在的药用价值和研发方向袁为中医药的

创新发展提供科学依据遥 同时袁结合可穿戴设备尧移
动应用等技术袁可以实现中医药的精准医疗和健康

管理袁提高中医药在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影响力遥
5.3 倡导媒体联动袁构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全媒体

格局

习近平指出院野我们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袁加快

构建融为一体尧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遥 冶[12]全
媒体格局是指通过多种媒体平台和手段袁构建一个

全面尧互动尧多元的传播格局遥 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全

媒体格局是一个涉及多种媒体形态和传播渠道的复

杂系统遥
首先袁重视传统媒体遥传统媒体在中医药文化传

播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遥 包括报纸尧广播尧电视和

期刊等遥 通过报纸专栏尧特刊等形式袁定期发布中医

药文化相关信息袁如中医药知识尧养生保健方法等曰
通过电视袁制作中医药文化专题节目尧纪录片以及

邀请中医药专家进行访谈袁以直观尧生动的方式展

示中医药文化的魅力曰通过广播袁开设中医药文化

专栏袁通过声音传递中医药知识袁方便听众在碎片

时间学习遥这些传统媒体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袁能够

覆盖广泛的受众群体袁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提供稳

定的基础遥
其次袁善用新媒体遥 通过互联网袁建立中医药文

化官方网站尧博客尧论坛等袁发布中医药文化相关内

容袁供网民浏览尧学习和交流曰巧用社交媒体袁如微

博尧微信尧抖音尧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袁发布中医药文

化短视频尧图文资讯袁与受众进行互动遥
再次袁开发移动应用遥 利用数字技术袁开发中医

药文化相关的移动应用袁如中医养生 App尧中医药

知识查询工具等袁方便用户随时随地获取中医药

信息遥
最后袁媒体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遥媒体资源的整合

与共享是构建全媒体格局的关键遥 可以通过建立中

医药文化媒体资源库袁整合各类媒体资源袁如新闻

稿尧图片尧视频等袁为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丰富的素

材和资源遥 同时袁还可以建立媒体资源共享机制袁鼓
励不同媒体之间进行资源共享和合作袁形成合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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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动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遥
5.4 深耕文化土壤袁锻造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领军

阵营

数字时代袁激活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效能袁需要深

耕文化土壤袁打造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领军阵营袁构建

良好的社会传播氛围遥
一方面袁深耕文化土壤遥 数字赋能中医药文化

的高质量传播袁需要挖掘文化内涵袁灌注时代审美袁
再借以数字技术加持袁以恰当的创意形式和传播方

式袁达到文化价值与医用价值相统一袁这就需要进一

步深耕文化土壤遥 2019 年袁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曳印发袁明确提出野要
把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冶[13]遥 目前袁我国中

医药类高校发展态势较好袁成为数字时代实施中医

药文化传播行动的重要力量遥 为让中医药文化真正

扎根校园袁应以高校尧科研院所尧医院等作为实施数

字传播行动的主阵地袁带动中小学共同构建中医药

文化教育的野大中小体系化建设冶袁野使学生更多地接

触中医药尧感悟中医药尧认同中医药袁激励其自觉践

行中医药文化观冶[14]袁为数字赋能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袁厚植中医药文化

传播的文化土壤遥
另一方面袁锻造领军阵营遥 通过培养具备跨学

科素养的专业人才袁打造一方熟知中医药文化袁拥有

传播知识与数字技术的领军阵营遥 野中医药高等院

校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袁在生物医药尧人工

智能尧康养等战略急需和未来新兴领域进行前瞻性

布局袁探索 野中医药+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培养模

式冶[15]遥一是在课程设置上袁整合基础课程袁加设研讨

性课程遥 在中医药专业和传播学专业的部分学生群

体中袁增加跨学科的基础课程袁如中医药学概论尧传
播学原理尧数字媒体技术尧数据分析等遥 同时袁开设

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专题研讨课程袁邀请中医药学尧传
播学尧信息科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授课袁培养学

生跨学科思维遥 二是在教学实践上袁丰富教学资源袁
鼓励跨学科交流袁野实训课程尧虚拟仿真平台等项目

是重要的授课手段袁应着重建设尧大力发展冶[16]遥注重

建设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库袁整合中医药文化传播的

相关教学资源袁如教材尧案例尧数据集等袁为学生提供

丰富的学习材料遥 同时袁鼓励学生组成跨学科团队袁
参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竞赛尧展览尧研究等活动袁促
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遥
6 结语

在浩瀚的中华传统文化长河中袁中医药文化犹

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袁以其独特的认知智慧尧价值观念

与审美情趣袁诠释着生命之奥秘袁引领着防病治病尧
养生保健的实践之路遥 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中医药文

化传播袁讲好中医药的过去尧现在和未来的故事袁书
写中医药文化在建设健康中国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征程中的作为与担当袁记录中医药文化为

人类健康事业提供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袁使命光

荣意义重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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