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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長久以來，臺灣的健康照護擁有五項世界之最，包括最方便、

最自由、最經濟、最有效率，以及滿意度最高，是令人引以為傲

的臺灣奇蹟。為維持及提升此項傲人成績，2008 年馬總統之醫療

政策提出「全民健康十項主張」，其中第十項主張「醫藥生技產

業研發補助倍增，加速中醫藥科學化」，期望以政府力量促進醫

藥生技產業之發展與整合，以提昇全球性競爭力，鼓勵中西醫合

作，加強中醫藥教育，並加速中醫藥之科學化與現代化。中醫藥

教育紮根於數以千計的中醫古代典籍，若根基不穩，中醫藥教育

怎能發芽茁壯？然而，古文之艱深以及中國文字之多重字義解

釋，讓典籍解讀常常差之毫釐而失之千里；因此，缺乏整理與導

讀的艱澀典籍，往往令有心研讀中醫典籍之人士望而卻步，而致

使中醫藥教育無法普及於民眾。 

有鑑於蒐集完善之中醫藥典籍資料是從事中醫藥典籍研究的

基礎工作，而典籍研究成果則是中醫藥理論、實證醫學、臨床應

用與研究上最基本且迫切需要的參考依據，將其資訊化以增益其



應用方式更是加速中醫藥現代化與發展的捷徑之一，行政院衛生

署中醫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在民國八十四年十一月一日成

立時，即設有資訊典籍組，專責中醫藥資訊與典籍之規劃及管理

工作。隨著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在本會的規劃及推動下，進行

固有中醫藥典籍的整理、編纂、研究與編印出版，並藉由數位化

與資訊化的工作，促成中醫藥新典籍之發表與傳揚。 

先人的智慧寶庫，有賴於後人的傳承與發揚光大。此次出版臺

灣中醫藥典籍研究計畫成果叢書之十七至十八，包括「華佗中藏

經之研究」、「產後缺乳之中醫藥典籍彙編」，並將「中醫藥典

籍查詢系統開發之研究」委託辦理計畫成果出版為「中醫藥典籍

查詢系統」電子資料庫，共計三項出版品，以方便中醫藥各界的

使用，對從事中醫藥教學、臨床、研究及著作等方面有莫大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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