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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标准

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于 2021 年 4 月在佛山市及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标准化科的指导下启动筹备工作，佛山市中医院治未病中

心主任刘继洪教授牵头随即成立了项目组，并积极探索多种

途径以申报该项目。

项目于 2023 年 7月 5日由广东省中医药学会批准立项，

立项公告参见粤中医药会字〔2023〕12 号文件。标准制定过

程依据《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及

湾区标准申报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开展。

（二）粤港澳三地起草单位名单：

佛山市中医院、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南方医科大学中医

药学院、香港浸会大学、国际自然疗能医学会联合总会、澳

门宇晴医疗中心、深圳技术大学、广东省中医院、广东祈福

医院、深圳盐田区人民医院、佛山复星禅诚医院、珠海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东莞市中医院、惠

州市中医院、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佛山禅城永安医院、佛

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共 18 家粤港澳三地有代表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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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粤港澳三地起草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学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职务

1. 刘继洪 硕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主任医师 主任

2. 陈苹 硕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主任中医师 副院长

3. 詹文英 硕士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主任护师 护士长

4. 黄泳 硕士 南方医科大学 教授 主任

5. 伦新 硕士 香港浸会大学 教授 主任

6. 麦燕琼 硕士
国际自然疗能医学会

联合总会
中医师 会长

7. 徐子渠 硕士 澳门宇晴医疗中心 中医师 主任

8. 老广淳 硕士
澳门无极气功保健研

究会
中医师 会长

9. 钟伟泉 本科 佛山市中医院 主任中医师 无

10. 王聪 博士 广东省中医院
副主任中医

师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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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子丽 硕士 广东祈福医院 主任中医师 主任

12. 吴伟凡 硕士 深圳盐田区人民医院 主任中医师 主任

13. 莫珊 硕士 佛山复星禅诚医院 主任中医师 主任

14. 张年 硕士
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
主任中医师 主任

15. 徐丽华 硕士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
主任中医师 主任

16. 罗树雄 硕士 东莞市中医院 主任中医师 主任

17. 李昌生 硕士 惠州市中医院 主任中医师 主任

18. 游敏玲 硕士 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 主任中医师 主任

19. 唐虹 本科 佛山禅城永安医院 主任中医师 主任

20. 徐光镇 硕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主治中医师 科秘书

21. 苏健斌 本科 佛山市中医院 技师 助理

22. 黎焕杰 硕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主治中医师
教学秘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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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李昕倩 本科 佛山市中医院 技师 无

24. 邓钰骅 硕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25. 郑美鸿 硕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26. 缑兆鑫 硕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27. 梁泳彤 硕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28. 唐捷怡 硕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29. 董承烜
研究

生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30. 陈诗慧 博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主任中医师 秘书

31. 黄炜 本科 佛山市中医院
副主任中医

师
无

32. 李东彩 本科 佛山市中医院 副主任护师 护士长

33. 宋少英 本科 佛山市中医院 主管护师 无

34. 马晓贤 本科 佛山市中医院 主管护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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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徐丽丽 本科 佛山市中医院 主管护师 无

36. 姚思梦 博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37. 周慧萍 博士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

院
主任中医师 主任

38. 潘智斌 硕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主治中医师 无

39. 曾雅婷 硕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40. 李梦瑶
研究

生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41. 刘心
研究

生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42. 张芷宁
研究

生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43. 柳婕妤
研究

生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44. 洪秋语
研究

生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45. 荣文雅 硕士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46. 林碧蓝
研究

生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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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周思贤
研究

生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48. 陈唯唯
研究

生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49. 赵阳
研究

生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50. 岑家樑 本科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51. 林珊 本科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52. 寇禄幸 本科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53. 冯海韵 本科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54. 蔡振威 本科 佛山市中医院 中医师 无



7

（四）粤港澳三地征求意见专家名单：

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职务

1. 符文杰
佛山南海妇儿保

健院
主任医师 副主任

2. 李冠豪
佛山市南海区第

五人民医院

主任中医

师
主任

3. 郑衍庆 三水区中医院
副主任中

医师
主任

4. 李静铭
广州暨南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

师
副主任

5. 许书强

广州市越秀区白

云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副主任中

医师
副主任

6. 黄应杰 广州市中医院
副主任中

医师
副主任

7. 徐华明
清远英德市中医

院
主任医师 主任

8. 曹春梅 韶关市中医院
主任中医

师
主任

9. 李孔正 阳江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中

医师
副主任

10. 陈雁英
佛山市第四人民

医院

主任中医

师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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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赵延红
佛山市第二人民

医院

主任中医

师
主任

12. 蒙智扬
佛山市第一人民

医院

副主任医

师
无

13. 严文

佛山市第五人民

医院（佛山科学技

术学院附属佛山

第五医院）

副主任医

师
副主任

14. 吴海滨 深圳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

师
副主任

15. 谢薇
贵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护师 护士长

16. 刘晓辉 河南省中医院 主任护师 副院长

17. 熊斌 信丰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

师
主任

18. 冯艳嫦

佛山市高明区荷

城街道西安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

师
主任

19. 谭春娣 乐昌市中医院
副主任护

师
无

20. 钟向阳 河源市中医院
主任中医

师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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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陈小云
肇庆市端州区华

佗医院

主任中医

师
主任

22. 郎江南
广东省三九脑科

医院
主任医师 无

23. 张朝辉
江苏省人民医院

针灸科
主任医师 主任

24. 佘延芬 河北中医医院 教授 副院长

25. 王澍欣
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中医

师
主任

26. 张红 温州市中心医院 主任医师 主任

27. 韩丽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养生学研究

所

副主任医

师
秘书长

28. 艾炳蔚 江苏省中医院
主任中医

师
主任

29. 董勤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主任中医

师
主任

30. 张萍
辽宁省针灸学会

耳穴专业委员会

主任中医

师
主任

31. 刘海静 云南中医药大学
主任中医

师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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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张轶 淄博市中医医院
主任中医

师
主任

33. 孟笑男

北京中医药大学

附属护国寺中医

医院

主任中医

师
副主任

34. 钱拉拉 温州市中心医院
主任中医

师
副主任

35. 王磊
北京慈爱嘉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
主治医师 无

36. 崔美娜
香港豐華堂中醫

診所
主治医师 无

37. 梁永耀
澳门仁诚医疗中

心
行政主任 中心主任

38. 钟毅恒
香港苏安莎中医

诊所
中医师 负责人

39. 馬劍穎

香港浸會大學—

—賽馬會中醫疾

病預防與健康管

理中心

中医临床

教授

中心负责

人

40. 张春玲
香港浸会大学中

医药学院

中医临床

教授
无

41. 郭元琦 香港博爱医院
高级顾问

医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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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陈淑英
港九中華藥業商

會副理事長
中医师 无

43. 孙志忠 香港孙醫館 主理医师 无

44. 江林 澳门中医药学会 主任医师 无

45. 刘智祖 澳门科技大学 技术员 无

46. 陳建新 香港博愛醫院 中医师 无

47. 李煒陽 香港博愛醫院 中医师 无

（五）粤港澳三地单位工作分工：

广东省相关单位在《中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标准

的起草中，主要负责整体框架的搭建和技术操作规范的制定。

基于其深厚的中医资源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广东省相关单位

将确保标准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同时详细制定肥胖调养

的具体操作规范。

香港相关单位在标准起草中，侧重于引入国际化视角和

进行文献综述，融合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健康管理理念，

提升标准的国际化水平。同时，香港相关单位还负责收集并

综合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为标准的起草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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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相关单位在标准起草中，注重文化融合与传承，通

过澳门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中医传统，将中医治未病的理念与

肥胖调养相结合，推动中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标准立项的必要性

（一）粤港澳大湾区相关行业发展现状、痛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粤港澳三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肥胖和超重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因超重和肥胖而导致的疾病

发生率也在不断上升。粤港澳三地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

中医“治未病”理念在粤港澳三地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实

践，特别是在肥胖调养领域，中医的预防性治疗和调养方案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广大群众对粤港澳三地相关

医疗机构、医疗工作者，健康保健从业人员的技术规范及疗

效要求也越来越高。

（二）本标准拟解决该行业在湾区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

本项目拟通过制定《中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来提

高本专业从业人员服务水平，为粤港澳大湾区治未病肥胖调

养领域提供一个服务规范的蓝本。

三、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在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指导下，遵循中医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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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规律，引入国际公认的医学实践指南制定程序与方法，

确定本标准的编制程序和工作内容。

2.标准由佛山市中医院牵头组织相关工作小组，遵循

规范性、科学性、实用性等原则编制而成。具体包括确定

工作小组成员、制定工作计划，并进行人员分工和明确各

自任务，进行资料收集及调查研究，本标准的编制，由集

体修改，形成讨论稿。

（二）主要内容：

（三）确定依据（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框架构造、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来源主要是：

①国内外权威机构或学组发布的运动治疗或锻炼相关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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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及专家共识等；②与本标准框架内容相关度大的高质量临

床研究以及 Meta 分析等；③省内多个医疗机构调查问卷结

论分析总结。

标准提供了有关肥胖的术语及辨识、影响肥胖发生的主

要因素、评判标准、中医治未病干预方案推荐以及中医药干

预建议等。适用于超重/肥胖人群以及追求形体健美、养生

保健人群的管理。

四、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

本项目是在综合了国际国内有关肥胖标准的基础上，以

中医治未病为主导，融入治未病的中医特色，形成肥胖的治

未病调养方案，将简、便、验、廉的中医治未病常用的减肥

方案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单位，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医务

人员的中医技术服务能力，更好的服务有减肥需求的人群，

为他们提供更多切实有效的医疗健康服务。同时，提升粤港

澳大湾区公共健康服务（医疗保健方面）水平，为国家推动

的“治未病健康工程”、建立中医特色的预防保健服务标准

体系作出贡献。发展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务体系，丰

富“治未病”服务项目与技术，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推动

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为人民群众的健

康服务。

以佛山治未病联盟、广东省针灸学会耳穴专业委员会、

佛山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治未病专业委员会为平台，团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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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医疗机构、社会各方力量；通过举办国家级、省级中医药

继续教育项目，推广肥胖的中医治未病适宜技术，加强学科

体系及专科能力建设。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其他中医预防保健

医疗机构、社会老年机构、养生及康复服务企业等提供技术

指导和示范，带动区域整体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水平的提升。

本项目将有助于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治未病”健康服务体

系，不仅对延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继承

和彰显中医药的传统特色，拓展中医药服务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亦有利于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医疗保障压力以及推动我

国医疗改革的进行；还能有效分流患者，减轻大医院的就诊

压力，增加基层医疗机构业务量，提高收入，具有良好的社

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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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准在粤港澳三地调研、研讨、征求意见及邀请三

地专家审定的情况

（一）工作流程

（二）编制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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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研起草研讨阶段：

标准在调研起草研讨阶段与粤港澳三地专家多次通过

线上线下双线沟通的方式展开讨论，并在临床与科普实践中

反复进行验证。同时，也通过健康教育、研究生课题开展、

义诊咨询、大学生志愿服务等方式，在推广应用中广泛征求

社会、群众的意见。

2022 年 11 月 24 日，佛山市及禅城区市场管理监督局标

准化科专家到佛山市中医院指导大湾区标准申报，听取三项

标准草案的编制情况。

2022 年 11 月，项目组与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袁方老师初

步沟通了三个标准题目和方向。

2023 年 7 月 6 日标准项目组组织了关于《中医治未病指

南 肥胖调养》标准起草工作安排的线上会议，项目组主要

成员及各起草单位负责人参与了本次会议。会议组织讨论了

各起草单位的草案和意见，遵循中医学科的自身规律，引入

国际公认的医学实践指南制定程序与方法，确定了标准的初

步内容，并规定了标准中肥胖症的术语和定义、动作要领及

注意事项等。由标准项目组工作人员进行会议总结，形成《中

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起草稿。

2024 年 3 月 19 日，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专家

在顺德指导项目组标准申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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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写标准起草稿

《中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起草稿）

2. 召开起草阶段主要研讨会

会议主题：
关于《中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团体标准起

草工作安排

会议时间： 2023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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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形式： 线上会议

参会人员：

刘继洪、黄泳、伦新、麦燕琼、徐子渠、

老广淳、钟伟泉、王聪、张子丽、吴伟凡、莫

珊、张年、徐丽华、罗树雄、李昌生、游敏玲、

詹文英、唐虹、徐光镇、苏健斌、黎焕杰、李

昕倩、郑美鸿、邓钰华、缑兆鑫等起草单位代

表及工作组成员。

会议内容：

会议组织讨论了各起草单位的草案和意

见，遵循中医学科的自身规律，引入国际公认

的医学实践指南制定程序与方法，确定两标准

的初步内容。分别规定了两项标准中的耳穴养

生保健操和肥胖调养的术语和定义、动作要领

及注意事项。使其适用于专业人士进行耳穴养

生保健操和肥胖调养教学、健康宣教、社会普

及与技术示范等。

针对中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的标准意见如

下：

标准需涵盖肥胖症的影响因素、并发症、

辨识标准等。中医治未病的内容需提及调养原

则、调养方案，专家特别强调，调养方案需涉

及生活、运动、功法、饮食、精神等方面。治

疗方法涵盖耳穴、刮痧、拔罐、中药等，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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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多样性和广泛性。在临床运用的基础上，

联合多方单位专家意见及一致性评价，围绕中

医药的特色优势，制定了保障中医临床疗效和

安全性、并具有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指南。

三、经各单位成员研讨，最终形成起草稿。

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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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征求意见阶段：

标准形成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发布征求

意见公告，在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期间，

向粤港澳三地多名专家进行为期 30 天的公开征求意见。共

收集到粤港澳三地专家有效意见 109 条。

标准项目组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组织了关于《中医治

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团体标准征求意见处理会议，项目组

主要成员及各起草单位负责人参与了本次会议。

会议将收集到的粤港澳三地专家 109条意见进行了逐一

讨论和分析，项目负责人刘继洪教授、项目组主要成员及各

起草单位负责人对意见是否采纳进行了表决，并针对有争议

的相关意见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最终，经项目负责人刘继洪教授、项目组主要成员及各

起草单位负责人决议，决定采纳粤港澳三地专家意见 106条，

未采纳粤港澳三地专家意见 3 条。由标准项目组人员根据征

求意见汇总处理表（终稿）修改标准，形成《中医治未病指

南 肥胖调养》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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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布征求意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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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征求意见收集

(1) 广东省相关单位征求意见（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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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相关单位征求意见（港）



25

(3) 澳门相关单位征求意见（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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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粤港澳三地征求意见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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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召开征求意见处理研讨会

（1）征求意见处理研讨会会议纪要

会议主题： 关于《中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团体标准征

求意见处理

会议时间： 2023 年 10 月 31 日

会议形式： 线上会议

参会人员： 刘继洪、杨匡洋、陈苹、黄泳、伦新、麦燕

琼、徐子渠、老广淳、钟伟泉、王聪、张子丽、

吴伟凡、莫珊、张年、徐丽华、罗树 雄、李昌

生、游敏玲、詹文英、唐虹、徐光镇、苏健斌、

黎焕杰、 李昕倩、郑美鸿、邓钰骅、缑兆鑫、

梁泳彤、唐捷怡、董承烜、陈诗慧、黄炜、李东

彩、宋少英、马晓贤、徐丽丽、姚思梦、周慧萍、

潘智斌、曾雅婷、刘心、李梦瑶、洪秋语、张芷

宁、柳婕妤、荣文雅、林碧蓝、周思贤、陈唯唯、

赵阳、岑家棵、林珊、寇禄幸、冯海韵、蔡振威

等起草单位代表及工作组成员。

会议内容： 佛山市中医院组织起草单位对《中医治未病

指南 肥胖调养》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根据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要求，公

开征求了多位专家的意见。为保证两项团体标准

的顺利发布，刘继洪主任组织召开征求意见分析

研讨会，针对各位专家的意见进行讨论和分析，

最终确定采纳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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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两项标准的主要负责人对征求意见进行讲

解，并将有关意见进行初步修改，形成初步征求

意见汇总处理表。二、针对有争议的相关意见进

行进一步讨论，最终形成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二、标准主要负责人根据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修

改标准，形成《中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

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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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形成征求意见处理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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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家审定阶段

《中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标准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 2 日和 2024 年 6 月 17 日召开了由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粤

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及项目工作组组织的专家审查

会及粤港澳三地专家审查会，会议由专家组对本标准进行最

后审定。

会议上标准负责人佛山市中医院刘继洪教授进行了《中

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标准的答辩，专家们依托深厚的

中医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标准中的技术细节进行

了逐一核查与评估并提出指导性的修改建议。

经决定，审查总体意见为通过，由标准项目组工作人员

根据审查会议专家意见继续完善《中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

养》标准。（详见审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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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写标准送审稿

《中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送审稿）

2. 召开技术审查会议

会议主题： 关于《中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团体标准

技术审查

会议时间： 2023 年 11 月 2 日、2024 年 6 月 17

会议形式： 线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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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 金世明、李慧、胡葳、邝秀英、王继红、

林钊、粟漩、汪栋材、李俊雄、郭元琦、江

林、孙志忠、刘继洪、徐光镇、苏健斌、黎

焕杰、李昕倩、郑美鸿、邓钰骅、缑兆鑫、

梁泳彤、唐捷怡、董承烜、曾雅婷、刘心、

李梦瑶、洪秋语、张芷宁、柳婕妤、荣文雅、

林碧蓝、周思贤、陈唯唯、赵阳等专家及工

作组成员。

会议内容： 一、与会审查专家简要介绍了学会开展

团体标准的基本情况包括每年召开标准化工

作会议情况，以及本次参与审查标准的前期

工作情况。

二、对《中医治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进

行答辩，由主负责人佛山市中医院刘继洪主

任进行汇报。

三、广东省及港澳的专家针对《中医治

未病指南 肥胖调养》标准的送审稿内容提出

指导性建议。

四、专家组进行讨论表决，会议结束。

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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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形成标准审定意见表



34

六、重大分歧意见处理情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并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技术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一）问卷调查

为更好地了解现在临床上肥胖调养及干预时临床医生

及相关从业人员技术指标的差异，本标准工作组以广东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治未病专业委员会中副高职称及以上的专家

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分别以电子邮件及问卷发放两种

形式对约 45 位专家进行两轮征询意见和建议。两轮调查共

计获得 96 份回执，根据回执内容及参考文献制定本标准的

技术指标。

（二）同行征求意见

为了进一步完善本标准技术指标，标准工作组通过电子

邮件或信访专家问卷调查以及会议共识的形式，向粤港澳范

围的治未病及肥胖调养专家进行了意见征求。根据专家认可

比例决定标准中的技术指标设置，认可率达到 50%以上的保

留；认可率在 50%以下的设定为不推荐，从标准中删除或根

据专家修改意见修改后保留。根据专家强推荐比例决定专家

共识推荐方案的推荐强度，强推荐率达到 70%以上的设定为

强推荐；强推荐率在 50%-70%之间的设定为弱推荐；强推荐

率在 50%以下的设定为不推荐，从标准中删除。

（三）临床一致性评价

项目起草单位共同完成一致性测试任务。共完成 306 例

一致性检测病例，测试结果与标准一致。测试者对测试均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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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测试全程无不良事件。所有测试操作人员评分均达到

90-100 分，基本都能按照标准进行操作，并认同本标准，

认为可操作性强。测试全程无不良事件，测试者对测试均满

意，测试结果与操作规范一致。

八、标准对比及采标情况分析

本标准合规引用或采用国内国际国外标准：

GB/T 13734—2008 耳穴名称与定位

GB/T 21709.3—2021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3部分：耳

针

T/CACM 1113—2018 中医治未病实践指南 超重状态调

治原则

T/CACM 1088—2018 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 耳穴

ZYYXH/T 157—2009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

GS/CACM 175—2019 中医治未病 预防肥胖专家共识

GS/CACM 215—2019 肥胖中医临床诊疗专家共识

九、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十、标准信息变更说明

本标准无信息变更。

十一、其他说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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