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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药物合理使用临床须知国家基本药物合理使用临床须知
（（中成药中成药）》）》新书发布会举行新书发布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 许冬
冬）12月18日，《国家基本药物合
理使用临床须知（中成药）》一书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发
布。本书的受众为全国各级医疗
机构医务人员，尤其是“西学中”医
务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一份极具价
值的参考资料和实用指南，为促进
国家基本药物合理使用，推动建立
科学用药习惯起到积极作用。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我国医
疗卫生体系的重要基石，对于保
障公众基本用药权益、促进合理
用药、控制医药费用等方面有着
极为关键的意义。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药物政策与食品安全处处长
董薇说，中成药作为我国传统医
药的瑰宝，在河南省临床治疗中
发挥着独特且不可或缺的作用。
河南省一直高度重视药物政策与
基本药物制度工作，积极采取多
种措施，加大基本药物的配备使
用力度，强化合理用药培训与监
管。希望借助本书的发布，进一
步推动河南省医疗机构在中成药
合理使用方面形成更加科学、规
范的诊疗模式，提升医疗服务质
量和效率。

2019 年 2 月，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委托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编印《国家基本药物合理使用临
床须知》，在原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主任、药学专家阚全程的指导下，
李晓萍、王娟团队负责整理、编辑
中成药部分。经过4年多时间的
打磨，《国家基本药物合理使用临
床须知（中成药）》现已出版发行。

本书内容参考《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20年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中药
成方制剂卷》（2020年版）、《国家
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中成
药）》（2018年版）、药品说明书、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报道及相
关文献报道，对 2018 年版《国家
基本药物目录》收载的 268 种中
成药的临床应用、不良反应、禁
忌、注意事项等进行了系统核查、
介绍，确保编写内容的准确性、科
学性、实用性。

本书涵盖了各类常见病症的
中成药应用要点，从方剂配伍到
辨证论治，每一个章节都经过了
反复推敲与论证；每个品种项下
【方解】，是根据君、臣、佐、使之法
分析方剂配伍，既体现中医药特
色，也便于医生了解中药组方配
伍之精妙；每个品种项下【临床应
用】，既有疾病名称，又有详细症
状描述，便于医生精准对症用药，
力求做到科学严谨、通俗易懂，以
便更好地服务于临床一线，提高
中成药的治疗效果，保障患者的
用药安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
副书记、副院长赵杰介绍，合理使
用药物尤其是中成药，需要具备
精准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
验。本书将大大助力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以及全国医疗同仁提
升中成药的临床应用水平。在未
来的医疗工作中，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将积极组织全体医务人
员深入学习本书内容，将其中的
理念与知识融入日常的诊疗工作
中，为推动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

新发展贡献力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育

处副处长王秀玲说，本书将为医
学教育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帮
助医学生和年轻医务人员更好地
掌握中成药的知识和技能，培养
他们的临床思维和实践能力，对
于促进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深
入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西学中”医务人员的代
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疼痛
科主任樊肖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本书为“西学中”医务人员学
习中医药理论提供了清晰的框架
和丰富的素材，对于疼痛科来说，
有利于提高中西医结合诊疗水
平，规范中成药的临床应用。未
来，希望在更多的中医药学书籍
中增加临床案例分析，详细分析
中西医各自的诊断思路、治疗方
法及协同作用，展示中西医结合
的优势和应用方法，从而提高医
务人员的临床实践能力。

（本文图片由许冬冬拍摄）

12 月 12 日~13 日，“健康基层
行·药师在行动”乡村振兴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走进上蔡县，也标志
着 2024 年“健康基层行·药师在行
动”乡村振兴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今年，“健康
基层行·药师在行动”乡村振兴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共走进八地，分
别是舞阳县、洛宁县、登封市、南乐
县、柘城县、灵宝市、上蔡县以及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以下简称哈
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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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健康基层行·药师在行动”乡村振
兴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新增了“药师进校
园”环节。在这个环节里，药师们通过 PPT
（图形演示文稿软件）演示、互动问答和案例
分析等形式，向学生们讲解药品的基本知识，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用药观念。

“头孢就酒，说走就走。”在洛宁县第一
高级中学合理用药进校园讲座现场，一名学
生的回答引来一阵笑声。讲课期间穿插了3
个互动环节。每到互动环节，只要授课专家
的话音刚落，很多学生就立刻把手举得高高
的。

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舞阳县第二实
验中学、南乐县第二初级中学、柘城县惠阳
初级中学、上蔡县尚堂小学等 7 个县、市的
学校里。

“原来药师的工作是这样的，真是长见识
了。”“我学到了到许多实用的用药知识，如感
冒时不能随意混用多种感冒药等。”“原来，从
老一辈那里传下来的用药经验，也有如此科
学的解释！”这是记者在不同的学校采访时得
到的反馈。

特殊的“课堂”之所以深受学生们欢迎，
是因为活动主办方在讲课专家的挑选上严格
把关，每站活动开始前会详细了解各个专家
的特长，尽量选择语言表达能力强、有亲和力
的药学专家担任“合理用药进校园”的讲者。
专家们会精心准备课件，力求做到内容的实
用性、针对性和趣味性。

“健康基层行·药师在行
动”乡村振兴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活动从 2019 年开始至今已
走过 5 个年头，5 年来共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32 场，受益群
众和基层医务人员达 300 万
余人次。该活动先后被省文
明办、中宣部表彰为河南省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全国优
秀志愿服务项目、河南省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示范项
目。说起 5 年来的变化，省
级、市级药师和基层药师感受
颇深。

“‘健康基层行·药师在行
动’志愿服务活动是一件利民
的事。药师在日常工作中面
对的大多是院内患者，而在
这个活动中，我们面对的是
大量的基层老百姓，等于把
药 学 服 务 延 伸 到 了 千 家 万
户。”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临
床 药 学 研 究 室 主 任 刘 耀 华
说。

自活动开展以来，郑州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主任
焦红军多次带队走进乡镇卫
生院。在他看来，基层医院特

别是乡镇卫生院由于种种原
因合理用药水平普遍较低，信
息交通渠道单一，迫切需要上
级医院药学专业技术经验丰
富的药师指导和帮扶。因此，
每到一站，他都建议让药师多
出去参加培训。

马俊田是辉县市中医院
的一名临床中药师。她说，县
级医院在临床用药方面经验
比较欠缺，尤其是在抗生素使
用方面。这个活动让他们有
机会和省级药师面对面交流，
希望专家们能够经常到基层

看一看。
“以前对药师这个角色的

认识不深入，近几年，我们医
院临床药师队伍逐渐壮大，并
参与临床工作，协助临床医生
制订治疗方案，同时也对患者
进行用药指导，大大提升了患
者的用药安全性。”柘城县人
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宋孝福
说。

点点星火，微光成炬。一
名志愿者就是一座“灯塔”，指
引着一批又一批河南药学人
义无反顾地奔走在路上。

跨越2000多公里 架起豫疆“连心桥”

今年9月26日~28日，“健
康基层行·药师在行动”乡村
振兴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跨越 2000 多公里，走进了“西
域咽喉”——哈密市。

在 3 天时间里，河南省 20

家省级、市级医疗机构的药学
专家，以专题培训、政策巡讲、
安全用药公益科普讲座等形
式，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
三师红星医院、哈密市中心医
院、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人民

医院等医疗机构的药师、药学
管理人员进行业务交流，并向
当地群众科普药学知识。

事实上，豫疆两地情谊绵
长。哈密市是河南省对口支
援地区。自2010年以来，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始终站位工作
全局，充分发挥河南省医疗卫
生资源大省的优势，通过人才
培训、技术支持、学科建设等
形式，助力哈密市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

星火燎原聚合力 文明实践“遍地开花”

临床药师进科室

用药咨询

哈密站启动仪式现场

合理用药进校园

参会专家

会议现场

以药为媒显担当以药为媒显担当 星火成炬再起航星火成炬再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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