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中和养联体共建章程》 

 

中和养联体共建章程 

 

第一章 总则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意见》、《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关于积极发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试行）的通知》的文件要

求，积极响应“健康中国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实施方案”要

求，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和亚健康防治中的独特优势，促进中医

治未病健康工程升级，探讨和推动亚健康产业发展及服务机构规范化

建设、全国中医红外热成像技术亚健康测评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和指

导食药同源产品及百项亚健康中医调理技术在中医治未病和亚健康

预防调理中的应用，协助医疗、非医疗养生保健机构开展特色服务项

目，强化中医治未病与亚健康防治生活化的推广、开展中医药与亚健

康养生文化的科普宣传，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联合全国知名中医（中

西医结合、民族医药）医院治未病中心、亚健康专业调理机构、中医

药科研单位、中医药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中药企业、医疗器械企业、

大健康服务产品生产企业等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和养联体”，并推出

了“养联体-中和模式”。 



推出“养联体-中和模式”的目的，是通过构建以医疗机构治未

病中心和亚健康专业调理机构以及中医药科研单位、中医药大学和高

等专科学校、中药企业、医疗器械企业、大健康服务产品生产企业等

共同参与的“中和养联体”，不断发展新的“中和养联体”成员单位，

推出大家共认共用的亚健康状态功能检测评估报告和亚健康调理服

务项目的服务规范和操作指南，打通医疗机构治未病中心和社会上大

健康产业非医疗养生保健机构（不限于亚健康专业调理机构）的合作

壁垒。 

共同遵循“中和养联体章程”的相关要求，充分发挥医疗机构治

未病中心专业、权威、公益等方面的优势和非医疗养生保健机构（不

限于亚健康专业调理机构）市场拓展能力强、社区客户服务到位等优

势，在大家所在地域合作开展中医治未病和亚健康防治工作，解决大

健康产业目前在中医治未病和亚健康防治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

发展的瓶颈问题。 

第一条 政策依据 

本同盟依据《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试 

行）》等文件要求成立，响应“健康中国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 

动”，推动中医药治未病与亚健康防治体系创新。 



第二条 同盟名称 

本同盟全称为 “中和养联体”（以下简称“养联体”），由中 

和亚健康服务中心牵头，联合全国医疗机构治未病中心、亚健康专业 

调理机构、中医药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生产企业及大健康产业其他 

相关单位共同组建。 

第三条 同盟使命 

以“推动亚健康服务标准化、促进大健康产业协同发展”为使命， 

构建中医治未病与亚健康防治服务全国协作平台，助力成员单位提升

服务能力、拓展市场渠道，共同推进全民健康事业。 

第四条 工作内容 

1、构建全国中医治未病与亚健康防治服务全国协作平台，打通医疗机

构治未病中心与社区非医疗健康服务机构合作壁垒，充分发挥双方优

势，合作共赢，促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治未病工程不断升级。 

2、宣传、推广《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推进“中医治

未与亚健康防治生活化”工作。 

3、构建全国中医红外热成像技术亚健康测评服务体系，以及其

他功 能性检测技术亚健康测评服务体系。 

4、挖掘、梳理养联体特色服务项目，并进行培训、推广、应用。 

5、挖掘、梳理养联体特色居家调养项目，并进行培训、推广、

应用。 

6、推进中和养联体的各类团标制定以及推广、应用。 



7、联合开展中和养联体成员单位间的科研、临床上的合作，以

及组织科研课题的联合申报。 

8、开展经验交流，借鉴成功经验，推动本地治未病与亚健康防

治工作的开展。 

9、联合发起全国性、行业性的特色服务项目或服务包，共同拓

展市场，获取持续性收益。 

第五条 常设机构 

中和养联体项目办公室为常设机构，位于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

负责日常运营协调。 

第二章 成员分类与职责 

第六条 成员分类与职责 

类别 职责范围 

医疗机构 

成员单位 

医疗机构成员单位主要是指医疗机构治未病中心，主

要负责工作： 

1、所在行政区域的技术支撑； 

2、联合开展中和养联体推出的特色服务项目； 

3、提供科普等服务； 

4、对亚健康专业调理机构的客户提供咨询，提供调理

方案； 

5、对亚健康专业调理机构的客户提供红外热成像技术 



类别 职责范围 

以及其他功能检测技术的测评服务； 

6、对亚健康专业调理机构的调理效果不佳的客户提供

基于医疗技术的解决方案； 

7、相互协商后，同意开展的工作。 

非医疗机 

构成员单位 

非医疗机构主要是指亚健康专业调理机构，主要负责

工作： 

1、中医治未病与亚健康防治生活化社区推广、落地； 

2、联合开展中和养联体推出的特色服务项目； 

3、推广中和养联体推出的特色居家调养项目； 

4、和治未病中心合作给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并提供调

理方案； 

5、和治未病中心合作给客户提供红外热成像技术以及

其他功能检测技术的测评服务； 

6、和治未病中心合作给调理效果不佳的客户提供基于

医疗技术的解决方案； 

7、邀请治未病中心专家开展科普等服务； 

8、相互协商后，同意开展的工作。 

科研、教 

育成员单位 

科研、教育成员单位的主要工作： 

1、中医药大专院校、职业技能学校、科研院所承担技



类别 职责范围 

术研发、人才培养等工作； 

2、相互协商后，同意开展的工作。 

生产厂家 

成员单位 

生产厂家成员单位的主要工作： 

1、提供获评了“百项亚健康中医调理技术”的产品； 

2、大力推动“黄十字亚健康专业调理机构”的建设； 

3、大力推动“黄十字产品信息溯源平台”应用； 

4、做好养联体成员单位的成果转化； 

5、相互协商后，同意开展的工作。 

第七条 准入条件 

. 1、认可本同盟章程，从事大健康服务业相关领域的企业、医疗

机构、科研机构、亚健康专业调理机构、社会团体等； 

. 2、具备合法经营资质，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 3、行政区域技术支撑单位需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治未病中心； 

 4、社区非医疗健康服务机构必须取得亚健康专业调理机构认

证； 

 5、生产企业在中和养联体内推广的技术和产品必须获取了百项

亚健康中医调理技术证书。 

第八条 加入程序 



1、提交《中和养联体成员申报表》，按照要求递交到中和养联

体项目办公室； 

2、中和养联体项目办公室审核申报材料，7 日之内给于答复，

是否可以加入中和养联体； 

3、审核后，可以加入的单位，颁发中和养联体牌匾； 

4、新加入单位按照《中和养联体共建章程》履行职责，享有权

益。 

第九条 成员退出 

1、自愿退出：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项目办公室，30日后自行退出； 

2、除名：严重违反章程或损害同盟利益，经项目办公室核实，

除名立即生效。 

第三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十条 会员大会 

1、职权：审议年度规划、财务报告、章程修订等重大事项； 

2、表决规则：需半数以上成员出席，重大决议需 2/3多数通过。

第十一条 理事会 

1、组成：由中和养联体主席单位、副主席单位、养联体成员单

位代表、专家学者等组成，由主席单位出任理事长。 

2、职责：制定年度计划、监督项目办公室日常工作、审批合作

项目，协调重大争议。 



第十二条 专业委员会 

1、设立专项委员会，制定服务标准、推动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 

统筹学术资源对接、联合市场推广；组织行业人才培训与资质认证。 

 

第四章 成员权利与义务 

第十三条 成员权利 

1、优先参与同盟组织的特色技术服务项目培训、学术和产业论

坛、技术交流会及政策研讨会等； 

2、享有同盟成员单位的优先服务和合作； 

3、使用“中和养联体”品牌联合开展健康公益活动。 

第十四条 成员义务 

1、严格遵守《中和养联体共建章程》，履行自己的职责，维护

同盟声誉； 

2、中和养联体成员不需交纳会员费用； 

3、中和养联体成员每两年要复检一次，复检不通过的，退出同

盟。 

第十五条 健康数据保护 

1、成员须严格遵守《健康信息保密协议》，禁止泄露用户隐私

数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争议解决 

1、共建方争议优先由项目办公室协调、沟通。 

2、项目办公室协调不了的，提交理事会调解，调解不成提交会

员大会讨论、表决。会员大会的决议为最终决议。 

第十七条 章程生效 

本章程自 2025 年 3月 31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章程解释权 

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归中和养联体理事会，修订需经会员大会表决 

通过。 

 

                                     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 

中和养联体项目办公室 

        2025 年 3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