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扩展） 

“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2021 年度科研项目 

申报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和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

见》文件精神，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推动科学研究

服务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发展的大局，在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建设中国特色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重要文章的背景下，按照《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扩展）“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2021年度项目申

报指南》经中心学术委员会审定并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申报工作即日

起启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和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实施意见》为指引，发挥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引领和

前瞻作用，2021 年度“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围绕出

土医学文献整理、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的前沿发展，鼓励开展原创性

较强的研究，鼓励通过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性和合作性研究，

为中医学术的寻本溯源和发展创新提供原创力，为四川中华优秀文化

建设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动力，以期实现返本开新、遵

古宜今的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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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内容与范围 

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中医药学的实际需

要出发，结合中心的学术凝练方向，本中心 2021年的招标项目主要

围绕以下七个研究方向以申报或委托的方式开展：（1）出土医学文

献与古汉语研究；（2）出土医学文献与文本研究；（3）出土医学文

献文物与中医学术研究；（4）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医疗史研究；（5）

出土医学文献与传统文化研究;（6）出土医学文献与疫病研究;（7）

巴蜀古医籍与巴蜀中医文化研究。 

《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 2021 年度课题指南》以方

向性条目为主，只规定研究范围和方向，申请人要据此自行设计具体

题目。只要符合《课题指南》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各方向均鼓励

申请人根据当前出土医学文献文物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重点问题，个

人研究兴趣、学术积累申报自选课题（包括重点项目）。自选课题与

按《课题指南》申报的选题在评审程序、评审标准、立项指标、资助

强度等方面同样对待。无论是按《课题指南》拟定的选题还是自选课

题，课题名称的表述要科学、严谨、规范、简明，避免引起歧义或争

议。 

 

三、项目类别与资助额度  

研究项目分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其中重点项目每项资助 2.0 万

元；一般项目每项资助 1.0万元。申报主体单位可按 1:1-1:5匹配研

究经费。 

 

四、申报具体要求 

1.为避免重复资助，不得同时将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

同项目类型、由不同申请人或经不同依托单位提出申请；不得将已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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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目重复提出申请。目前主持本中心的课题尚未结题的研究者不

能作为主持人申报今年的课题。 

2.申报一般项目负责人原则上须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或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申请重点项目负责人须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或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并获得两名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的推荐，或已取得博士学位并在相关领域有一定的研究基础。申请者

所在单位应是具有人文社科或中医药研究方向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医院和政府相关部门，或具备相关科研条件和能力的实体机构，财务

独立核算，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并在银行有单独账户的单位。 

3.本中心资助部分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以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

文物研究方向为选题的学位论文。要求：（1）专业为古汉字学、文

献学、中医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和考古学等学科；（2）学

位论文开题及学位论文研究方向均应与申报项目主题一致；（3）导

师推荐信。硕士、博士研究生申请本中心课题需填写专用申报表。 

4.申请课题须按照《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申报书》

和《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课题论证活页》（以下简称《活

页》）的要求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存在

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一经发现查实，永久取消申报资格，

通报并停止所在单位申报本中心项目两年。 

5.申请人所在单位科研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项目申报工作的组织

指导和审核，申报书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查合格、签署意见并盖

章后汇总，统一使用顺丰快递或邮政 EMS 快递报送我中心。在申报评

审中，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名义为申报事宜走访评审专家，

一经发现，取消申报资格。 

6.为保障课题申请单位和申请人权益，课题立项后申请单位和课

题组人员原则上不得更换。确因工作需要需更改者，只能实行替补并

按规定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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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结题要求 

1.项目研究时间为立项之日起两年内完成。 

2.重点项目结项要求（以下任意一项） 

（1）出版专著 1 部； 

（2）发表 SCI 或 SSCI 或 CSSCI期刊论文 1 篇； 

（3）发表中文核心期刊或 CSCD期刊论文 2 篇； 

（4）研究报告字数不少于 10000 字，同时提供地厅级及以上政

府部门或领导批示采纳的成果应用证明； 

（5）出版高质量科普读物 1本 

3.一般项目结项要求（以下任意一项） 

（1）发表中文核心期刊或 CSCD期刊论文 1 篇； 

（2）公开刊物发表论文 2 篇； 

（3）研究报告字数不少于 8000字，同时提供县级及以上政府部

门或领导批示采纳的成果应用证明； 

（4）书稿 1部。 

4.硕博论文资助项目 

（1）提供一份纸质版硕博论文，并根据硕博论文提交 2 万字以

上的研究报告； 

（2）学位论文中应标注资助项目名称和编号。 

5.最终研究成果须与预期成果形式一致，与申报项目主题相关；

非项目组成员的成果不得用于项目结项。 

6.项目所有成果应在显著位置署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扩展）‘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资助/立项课题”，

且为成果资助第一单位。 

7.所有结题资料需按以下顺序装订提交：（1）项目结题申请表

（一式 2份，1份装订，1 份散装）；（2）项目研究报告；（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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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研究成果（著作提交原件（1 部），论文提交完整复印件（1 份），

复印内容包括期刊封面、目录、论文全文）。 

 

六、本年度申报办法 

1.本年度受理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30日截止（以邮

戳为准），逾期不再受理。 

2.项目申报需要的各种材料（包括项目申报指南、申报书）同时

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学院网页（http://gxy.cdutcm.edu.cn/）、成

都中医药大学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网页

（https://www.cdutcm.edu.cn/zgctyxwxywwyjy）以及成都中医药大

学科技处网页（http://kjc.cdutcm.edu.cn/）上发布，欢迎访问、

查询和下载。 

3.申报单位须于截止日期前将审查合格并盖章的申报书（《申请

书》一式 3 份，其中原件 1份、复印件 2 份；《论证活页》3 份；A4

纸双面打印，并左侧装订成册；《申请汇总表》1 份）寄送至四川省

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 37 号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

物研究院。同时将申报书的电子文档发送至本中心邮箱

ctyxzx@126.com。（成都中医药大学申请人统一报送科技处。） 

4.申报书由申请人单位科研主管部门审查合格、签署意见后汇

总，统一报送我中心，本中心不受理个人直接报送的申报书。 

 

七、项目经费拨付须知 

中心经费拨付需立项课题负责人提

http://k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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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立项信息与相关票据信息完成经费拨付。若因项目负责人未按时提

供材料或材料信息错误导致经费无法下拨后果自负。 

 

八、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 37 号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

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 

联系人：胡笺舒  赵洁 

电话：13880048149 19821238159 

邮编：610075 

电子邮箱:ctyxzx@126.com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扩展） 

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    

2021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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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 

2021 年度课题申报指南 

 

一、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古汉语研究 

1.出土医学文献疑难字词训诂 

2.出土医学文献用字习惯研究 

3.出于医学文献名物训诂 

4.出土医学文献的医学术语研究 

5.出土医学文献的词汇语法研究 

6.出土医学文献的语料库建设 

7.出土医学文献的汉字断代研究 

8.出土医学文献的字词辞书编撰 

二、 出土医学文献与文本研究 

1.新出土医学文献和新发现医学文本的整理研究 

2.新发现民族医药文本的整理研究 

3.中国古代涉医碑刻文本的整理研究 

4.出土医学简帛文献的专题整理研究 

5.敦煌涉医文本的整理研究 

6.西夏涉医文本的整理研究 

7.出土医药文本与传世医籍的比较研究 

8.基于出土文献的秦汉传世医典再认识 

9.出土医学文献的文本变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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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中医学术研究 

1.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中医学术成就 

2.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中医原创理论、思维 

3.出土医学文献与中医诊断 

4.出土医学文献与针灸经脉医学 

5.出土医学文献与经方医学 

6.出土医学文献与本草学 

7.出土医学文献与中医临床 

四、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医疗史研究 

1.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上古医学源流 

2.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中医思维研究 

3.基于出土医学文献的秦汉医学大事年表研究 

4.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中医学术史研究 

5.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中外医学交流互鉴 

五、出土医药文献与传统文化研究 

1.出土医药文献与传统文化传承研究 

2.出土医学文献与生命哲学 

3.出土医学文献与秦汉生命伦理观研究 

4.出土医药文献与汉初黄老学 

5.出土医药文献与巫文化、方士医学 

6.出土医药文献与战国“稷下学派”思想 

7.出土医药文献与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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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理念和方法研究 

9.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文化创意开发研究 

10.出土医学文物与历史文化 

11.出土医学文物的再发现与认识 

12.出土药物的鉴定与考证 

13.建国以来出土涉医文物的调查研究与数据库构建 

14.国外医学出土文献文物与欧亚传统医学 

六、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疫病研究 

1.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社会医疗史研究 

2.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疾病史研究 

3.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疫病史研究 

4.出土医学文献文物与疫病防治研究 

5.出土医学文物文献与疫灾流行规律研究 

七、巴蜀古医籍与巴蜀中医药文化研究 

1.巴蜀古医籍整理研究 

2.巴蜀古代医药文献与医学传承 

3.巴蜀古代医药文献及医学源流研究 

4.巴蜀中医药文化与传统哲学研究 

5.巴蜀地区少数民族医学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