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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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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提出、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广西标准化协会、南宁市第十四中学、南宁师范大

学附属实验学校、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

银杉校区、南宁市盘古路小学、南宁市兴宁区金源城卓立小学、南宁市华强路小学、南宁市兴宁区三塘

镇中心小学、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樊帆、黄天述、黎宁兰、刘琳、谢宏昭、梁耀丹、尤志慧、覃曼、刘莹、沈瑗

瑗、黄林华、范玉琛、陆妃妃、苏凤鸾、罗慨、王刚、王长利、辛志军、颜贵东、杨琴、粟少卿、潘志

民、韦正龙、陆燕燕、周月莉、林敏、覃岚、韦桂秋、李春连、胡秋艳、李小年、李园婷、陈壮、覃华

芳、宋元博、黄宝菊、罗彩艳、徐梅华、苏艳、韦莹、邓美秋、马晓嫣、晏菲、梁雪莲、邓笑治、吉星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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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教育科研机构类）科普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教育科研机构类）科普服务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中

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教育科研机构类）科普服务的基本要求、科普内容、科普形式、科普服务要求、

安全管理、服务监督与改进以及档案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教育科研机构类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基地”）的科普服务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T 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base 

对中医药学术与文化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历史遗迹、文物古迹，或者是有规模、有特色的中医药文化

展示场所。 

 3.2 

科普服务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ervice 

由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教育类服务、多媒体传播服

务、基础设施服务、活动类服务、支撑服务及其他服务。 

[来源：GB/T 41555—2022,3.2]

4 基本要求 

基地 4.1 

4.1.1 应符合《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管理暂行办法》《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基本标

准（2019版）》的规定。 

4.1.2 应具备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中医药文化展示内容和相应的中医药文化产品。 

4.1.3 中医药特色明显、展示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相关展品、图片、标志、标牌等所涉及的中医药

文化知识以及中医药历史人物及事件内容表述规范、准确。 

4.1.4 应设有专门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机构，定期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活动。 

4.1.5 应设置有基地服务中心，提供信息咨询、导览讲解、宣传展示、投诉处理等设施和服务。 

4.1.6 应制定有中医药文化科普活动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投诉处理等制度。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053404E3EF458F91E06397BE0A0A9209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D89DE8E07063D08E05397BE0A0A4FAD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0714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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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人员 4.2 

4.2.1 科普管理人员 

4.2.1.1 应配备不少于 2名科普管理人员。 

4.2.1.2 应具有管理经历及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4.2.1.3 负责中医药文化科普活动的协调、组织、管理等。 

4.2.2 科普导师 

4.2.2.1 应配备不少于 2名科普导师。 

4.2.2.2 应具有深厚的中医药知识和科技、文化等方面相关知识，有良好的讲授能力。 

4.2.2.3 应具备不少于 2年中医药科普相关实践经验。 

4.2.2.4 负责中医药文化科普授课、讲座和指导科普体验。 

4.2.3 科普讲解人员 

4.2.3.1 应配备不少于 2名科普讲解人员。 

4.2.3.2 应具备中医药相关专业知识，并完成科普讲解人员教育教学、专业知识等相关培训且考核合

格。 

4.2.3.3 负责提供中医药文化科普讲解服务，讲解内容应科学准确，表达应清晰流畅，态度应文明有

礼貌。 

4.2.4 科普志愿者 

4.2.4.1 应配备不少于 15 名科普志愿者。 

4.2.4.2 应热心于科普公益事业，有团队合作意识和奉献精神。 

4.2.4.3 应具备从事中医药文化科普志愿服务工作所要求的科学素养、人文素养、身体素质和服务技

能。 

4.2.4.4 负责协助提供中医药文化科普服务。 

场所及设施设备 4.3 

4.3.1 场所 

4.3.1.1 应具备专门的中医药文化展示或互动体验场地，功能分区应合理，满足中医药文化科普活动

需要和教学要求，具有鲜明的主题特色和浓厚的中医药文化科普教育氛围。 

4.3.1.2 场地设有参观指示牌，展区配备对应的内容文字介绍，展品配备文字说明标签，提供完整的

介绍资料，方便服务对象阅读和索取。 

4.3.1.3 应保持环境整洁、干净卫生，卫生管理应符合 GB 37487的规定。 

4.3.1.4 应设有停车场，配备有管理制度、管理人员及相应设施设备。 

4.3.1.5 参观通行道路应保持畅通，设置有专门的安全应急通道，主要通道和重点部位宜设置 24
 
h、

无死角监控系统，影像资料保存至少 90
 
d。 

4.3.1.6 标志标识应明确清晰并符合 GB/T 10001.1 的规定。 

4.3.1.7 消防安全标志应明确清晰并符合 GB 13495.1的规定。 

4.3.2 设施设备 

4.3.2.1 应配备中医药文化展示所需的科普标识标牌、游览服务设施等。 

4.3.2.2 应配备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活动所需的配套设施，并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完善、更新。 

4.3.2.3 宜配备包括但不限于：仪器设备、多媒体互动设备，如：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 

4.3.3 网络平台 

4.3.3.1 应建有专门的网络平台（如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或在主办单位的网络平台上设有

中医药文化栏目等，“互联网+科普”传播体系完善，内容更新间隔应不超过 1个月。 

4.3.3.2 宜通过视频、文字、图片等形式在网络平台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活动。 

4.3.3.3 网络平台宜具备数据处理能力，支持中医药知识在线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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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4 宜提供在线资源库，包括视频讲座、互动课程和电子图书。 

4.3.3.5 宜引入人工智能辅助教学，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和资源。 

4.3.3.6 宜设立在线问答和论坛区域，鼓励服务对象间的交流和讨论。 

5 科普内容 

中医药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重要性和影响以及科学家精神。 5.1 

中医药的基础概念、理论和方法等基础知识。 5.2 

中医药科技领域的最新成果、技术及其应用。 5.3 

社会热议的中医药科学话题。 5.4 

中医药的历史和发展，人类探索中医药科学的过程和成果等。 5.5 

6 科普形式 

应根据基地自身的优势、特色，围绕科普内容开展不同形式中医药文化科普活动，宜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 

—— 科普课堂； 

—— 科普讲座； 

—— 科普展览； 

—— 科普体验活动； 

—— 科普创作。 

7 科普服务要求 

一般要求 7.1 

7.1.1 每一名科普讲解类服务人员服务不超过 50名服务对象，每一名科普体验类服务人员服务不超过

25名服务对象。 

7.1.2 有关基地内容的讲解，应有基地一致的总体要求，内容的取舍应以科学性和真实性为原则。 

7.1.3 每年应开展 2 次以上大型科普活动；针对社会热点和公众需求，结合本基地特色，每年应开展

4次以上专题科普活动。 

7.1.4 解说词内容应科学、准确、生动形象。 

7.1.5 应根据服务对象类型、科普环境特点调整服务形式及内容。 

7.1.6 宜开展“中医药文化进学校”、“中医药文化进社区”、“中医药文化进机关”、“中医药文化下乡村”
等基地外科普活动。 

不同科普形式要求 7.2 

7.2.1 科普课堂 

7.2.1.1 应结合本基地特色，开发中医药及中医药文化特色课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中医药著名人

物及其成就、中医药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中医药相关著作、特色中药的功效、特色中药的使用方法、艾

灸、推拿等特色中医技法的操作等。 

7.2.1.2 课堂讲授内容应具备科学性、普及性，通俗易懂，便于受众群体理解和接受，体现中医药文

化知识。 

7.2.1.3 “中医药文化进学校”科普课堂宜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验操作的指导，“中医药文化进社

区”、“中医药文化进机关”、“中医药文化下乡村”科普课堂宜注重实际应用和生活科普知识的普及。 

7.2.1.4 基地内科普课堂宜提供系统化的教育内容，基地外科普课堂宜提供互动性和趣味性教育内容。 

7.2.2 科普讲座 

7.2.2.1 应定期举办中医药文化科普知识公益讲座，利用全国科普日、世界传统医药日、科技活动周、

科普大行动、社会科学普及周等重要活动举办中医药文化主题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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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 宜邀请知名学者或专家进行二十四节气、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系列讲座。 

7.2.2.3 基地内科普讲座宜注重实地考察和互动体验，基地外科普讲座宜注重科学知识的普及，进行

理论讲解和案例分析，积极承担推广科普教育和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社会责任，内容选择和传播方式上

宜注重普及性和趣味性。 

7.2.3 科普展览 

7.2.3.1 常设展览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注重展品设计，展品展现中医药文化知识，具备趣味性与互动性； 

b) 注重展示形式的创新，综合采用多种展示形式； 

c) 展品符合人性化设计，寓教于乐。 

7.2.3.2 临时展览符合以下要求： 

a) 应紧跟时代发展，围绕当下社会热议的中医药文化科学话题及公众需要； 

b) 展览介绍及展品说明应科学、规范； 

c) 基地内临时展览宜注重展览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d) “中医药文化进学校”临时展览宜注重教育性和互动性； 

e) “中医药文化进社区”、“中医药文化下乡村”临时展览宜贴近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注重实用性

和科学知识的普及；“中医药文化进机关”临时展览宜注重政策宣传和专业性知识的普及。 

7.2.4 科普体验活动 

7.2.4.1 应根据中医药文化设计体验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中药材种植识别、特色中药材标本制作、

特色中药辨识应用、艾灸、推拿等特色中医技法实践、药用植物拓染等。 

7.2.4.2 应合理划分科普体验区，配备齐全、足量的道具。 

7.2.4.3 科普服务人员应提前告知服务对象相关体验活动的注意事项，在现场进行操作演示，指导服

务对象正确使用道具，达到预期体验效果。 

7.2.4.4 基地内科普体验活动的设计宜系统、深入，利用固定设施和资源。 

7.2.4.5 “中医药文化进学校”科普体验活动宜注重教育性和互动性，“中医药文化进社区”、“中医药文

化进机关”、“中医药文化下乡村”宜注重普及性和趣味性。 

7.2.5 科普创作 

宜针对中医药文化，创作科普书籍、科普视频、科普文章等作品，并具备数字化呈现方式。 

8 安全管理 

设立安全管理部门，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安全监控系统和安全保卫制度。 8.1 

建立安全风险提示制度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完善安全控制和游客应急救治体系。 8.2 

设置医疗点，配备救护人员，救护人员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且配备必要的急救药品、医疗器械8.3 

设施，医疗服务制度完善。 

9 服务监督与改进 

投诉处理 9.1 

9.1.1 应建立投诉制度，在醒目处公示投诉管理部门投诉电话、电子邮件等投诉渠道，保证渠道便捷、

畅通，由专人负责，并及时处理、反馈投诉意见，投诉处理按 GB/T 17242执行。 

9.1.2 宜有网络投诉、意见簿等便利投诉方式。 

9.1.3 受理投诉应迅速，投诉处理应及时，记录应完整。 

持续改进 9.2 

9.2.1 应建立满意度调查制度，采取问卷调查、放置留言簿等形式定期进行满意度调查（每年≥2次）。 

9.2.2 应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对出现的不合格服务进行纠正。 

9.2.3 应分析不合格服务的产生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并跟踪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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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应通过信息的收集与分析，不断创新服务与管理，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10 档案管理 

应指定专人对中医药文化科普服务全过程进行记录并按国家规定年限存档。 10.1 

在中医药文化科普服务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记录应进行汇总、分类、组卷、储存，形成统一的档案10.2 

资料。 

档案中各项记录的内容应真实、完整。存入档案的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活动方案或流10.3 

程表、活动影像、活动记录、活动满意度调查或考核情况、活动反馈和总结。 

应对档案进行电子化管理，并做好备份管理，不应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资料。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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