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 

在嚴重感染性疾病的診斷與治療 

 

簡   介 

全球超過一半以上人口曾經使用傳統醫療，世界衛生組織、美

國食品藥物管理局與歐盟亦陸續公布傳統醫學及中草藥相關之法

案及措施，世界衛生組織並於 2002 年 5 月 26 日發表「WHO 

Traditional Medicine Strategy 2002-2005」，且隨後又發表「WHO 

Medicines Strategy 2004-2007」，而且在該組織第 56 次之大會中作

成決議，敦促各會員國調整、採用和實施世界衛生組織所發布的

傳統醫學策略，對傳統醫學發展，具極重大的意義，也因此全世

界對於各種傳統醫學發展更加關注，各種學術與法規制度之研究

風起雲湧，大家在此領域無不全力以赴。 

台灣是全世界第一個將中醫藥成為國家健康保險總額支付的

國家。希望未來中醫的發展能更現代化，中藥能更科學化，在相

關的診療作業上有更標準的作業流程，中醫病名有分類手冊，能

與西醫的診斷互相對照，就好像一對男女在談戀愛的時候如果雞



同鴨講，彼此間不能對話，很難辨證，就沒有辦法把輔助及另類

醫療與主流醫療法做謀合。希望透過中、西醫對話論壇，「傳統

醫學」與「現代醫學」能結合，為台灣民眾帶來更好的生理及心

理的全人照顧。 

中華醫藥促進基金會為促進中醫之現代化與中藥科學化，嘉惠

國人，毅然挑起此一重責大任，接受本署中醫藥委員會之委託，

相繼於 2004 年至 2005 年舉辦七場「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的對話

論壇」，邀請國內中西醫之專家學者，召開以「病人為中心」的

一系列對話活動，且將成果集結成冊，以供各界參考使用。 

第十四次論壇於 2007 年 9 月 2 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召

開，主題為「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在嚴重感染性疾病的診斷與治

療」，內容也非常精彩，編輯成本論壇專輯（十四）。希望此書

有助於中西醫藥之研發與應用，現代化與科學化，兩者之間，截

長補短，替代與整合，相輔相成，提昇我國醫療水準，造福國人，

進而擴展至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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