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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妇幼”：打造健康服务新标杆
本报记者 张治平 通讯员 吕贵德

河南推进中药院内制剂产业化

近年来，林州市妇幼保健院
将中医药与现代妇幼保健深度
融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医+
妇幼”服务新模式。从试点先行
到全省标杆，该院不仅实现业务
数据的跨越式增长，更以显著疗
效赢得群众口碑，成为河南省中
医药融入妇幼健康领域的示范
样本。

体系革新
从试点突破到跨域辐射
林州市妇幼保健院自 2019

年获评河南省首批中医药妇幼
技术试点单位后，建立“一把手
统筹、多部门协同”机制，将中医
药服务创新纳入科室绩效考核

范围，催生全员“中医热”。在制
度催化下，四年间中医诊疗占比
从 7%跃升至 48%，妇孺国医堂
2024 年接诊量达 11.4 万人次，山
西长治、河北邯郸等地患者占比
超过30%，区域外溢效应显著，成
为区域中医药服务新高地，奠定
区域中医药妇幼服务标杆地位。

技术迭代
从单一疗法到协同增效
林州市妇幼保健院通过中

西医技术融合实现诊疗突破，妇
女保健领域首创“中药灌肠+红
外理疗”技术，攻克慢性盆腔炎
难题，纳入省级技术规范并全省
推广；在孕产保健中创新应用艾

灸正胎法，配合中药泡脚、穴位
贴敷，形成特色产后康复体系；
从广西引进的小儿推拿技术，成
为便秘治疗的“明星”项目；中医
放血疗法、清热足浴包等替代方
案有效缓解退热药物短缺，验证
了中医药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
独特价值。

服务转型
从病后干预到全周期管理
林州市妇幼保健院着力构

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
务体系，创新女性健康技术（督
脉熏蒸、雷火灸），开发节气养生
产品（中药香囊、食疗棒棒糖）；
设立带状疱疹专病门诊，采取

“五运六气辨证+温针疗法”，年
诊疗量激增786%；推进社区健康
干预，在社区开展“治未病”行动
44 场，通过体质辨识、中医养生
等健康指导，累计服务4400余人
次，实现了中医药服务从医院向
家庭场景延伸。

打破瓶颈
构建“普及+精专”人才培养体系

林州市妇幼保健院构建“普
及+精专”双轨培养体系，破解中
医药人才成长瓶颈。中医夜校
开展40期系统培训，医务人员全
员参训；实施“外引专家+内培骨
干”计划，选派 23 名业务骨干赴
省级医院进修，引进 3 名市级名

中医驻院带教。林州市妇幼保
健院建立“日间跟诊、夜间研习”
机制，推动中医技能与妇幼临床
深度融合，形成“国医堂专家领
衔、三大保健部联动”的服务矩
阵。2024 年，该院中医药技术临
床使用率提升至 92%，中西医协
同病例全面增长，实现了中医服
务从局部试点到全院覆盖。

“中医药不是‘备选项’，而是
妇幼健康的‘必答题’。”林州市妇
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林州市妇幼保健院将
继续深化中西医协同创新，探索中
医妇幼标准化服务路径，让中医药
适宜技术守护更多家庭幸福。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刘 超）近日，记者从在南阳
召开的中药院内制剂研发与成
果转化交流会上获悉，河南将围
绕中药院内制剂在“产、学、研、
用”环节的“卡脖子”问题，探索
院内制剂标准化生产、市场化准
入、产业化推广等，为区域内制
剂研发、成果转化、规范量产、推
广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中药院内制剂是中医药产
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
药创制的基础。近 10 年来，国
家、河南省相继出台了大量支持

中药院内制剂发展的政策，从
“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中药制
剂、名医验方等的挖掘和转化”，
到“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中药制剂
的调剂共享、向中药新药转化”
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也让医疗
卫生机构的诉求跟着改变。

本次会议以“中药高质量发
展，推进医院制剂研发和成果转
化”为主题，旨在加快推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搭建“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平台，
增进中医药产业合作，推动中药
制剂规范量产、推广增效，更好

地服务患者、服务社会。与会专
家进一步研究了中药院内制剂
创新发展模式，结合医疗卫生机
构制剂备案、委托加工、调剂流
通、新药转化全链条服务等热
点，进行了深入探讨。

目前，河南省中医药产业已
形成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成为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发展机
制、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医疗卫生机
构中药院内制剂的研究成果和
实践经验，是推动中医药事业发
展的重要力量。”河南省中医药

管理局中医药发展处处长段瑞
昌在交流中说，“会议搭建的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交流平
台，增进了中医药产业合作。”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
员刘淑芝以《中药院内制剂研
发与转化策略初探》为题，南阳
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崔松涛
以《做好中药院内制剂工作 促
进产业化发展》为题，中药院内
制剂服务平台联合创始人袁艳
丽以《构建中药院内制剂全链
条服务体系：让中药院内制剂
传下去，活起来》为题，从院内

制剂研发与转化策略、新药设
计与研发思路、院内制剂转化
案例、院内制剂简化审批备案
流程政策、放开委托加工生产
政策、满足患者个性化治疗需
求、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院内制剂提升医院综合实力等
多方面，同与会人员进行了交
流分享。来自湖南省、江苏省、
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
徽省、重庆市，以及河南省安阳
市、新乡市、南阳市等地的医疗
卫生机构相关负责人、专家等
参与了会议交流研讨。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

为疑似脑梗死患者查明致病真相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刘晓飞）在医学领域，准确诊断
疾病是有效治疗的关键，但有时
疾病的表象会极具迷惑性，给医
生诊断病情带来重重困难。近
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洛阳医院接诊了一位此前被诊断
为“脑梗死”的患者，却在后续的
诊疗中发现了“截然不同”的真
相。

两年前，郭某（化名）开始出
现双下肢无力的症状，且逐渐加

重，还反复跌倒。随着时间推移，
郭某的肢体动作变得僵硬，日常
生活能力急剧下降，同时还伴随
着严重的焦虑情绪。郭某在其他
医院被诊断为“脑梗死”，接受了
多次治疗，也坚持服药，然而病情
持续恶化，从最初的双腿无力到
完全丧失行走能力。

这种将运动障碍症状简单归
因于脑血管疾病的现象，在临床
上并不罕见。在老年患者的诊断
中，影像学检查发现一些缺血灶

后，医生容易陷入诊断惯性思维，
认为是脑梗死。这也是导致郭某
被误诊的关键所在。直到郭某遇
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洛阳医院脑病科五病区医务团
队。副主任医师李向前接诊后，
没有急于查看之前的影像学资
料，而是首先仔细观察患者的面
容和姿态，发现患者呈现典型的

“面具脸”，这是帕金森病的特征
性表现之一。随后，李向前又认
真聆听了郭某和家属长达两年的

求医历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
节。经过详细的体格检查，李向
前发现郭某伴有运动迟缓、一侧
肢体静止性震颤和姿势平衡障
碍，这些都不是脑梗死的典型表
现。结合影像学检查排除了其他
结构性病变后，李向前敏锐地意
识到：真正的病因可能并非脑血
管疾病，而是帕金森病。

脑病科副主任医师李鹏指导
科室医师余橦，为郭某进行了系
统的评估和美多芭药物试验（诊

断帕金森病的金标准之一）。当
药物起效后，郭某原本僵硬的身
体逐渐放松，多年未见的笑容重
新浮现在脸上。经过严格鉴别诊
断，患者最终被确诊为帕金森病，
而非之前认为的脑梗死。治疗方
案随即调整为规范的帕金森病药
物治疗，配合中医针灸通经活络、
平衡火罐调和气血。中西医结合
的特色疗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协
同效应，患者从轮椅出行到借助
拐杖行走，最终实现了独立行走。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
员张艳涛）4 月 12 日，河南省洛
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郑州院区迎来了一场医学与科
技深度交融的盛会，该院首届

“医工融合、创新发展”学术会
议，以及一系列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等成功举行。此次活动，汇聚
了省内外医学、科技领域的专
家、学者，共同为医工融合的创
新发展出谋划策。

在活动开幕式上，上海交通
大学与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科
研专项基金正式启动。该基金

将为双方合作的科研项目提供
有力的资金支持，加速医工融合
科研成果的产出，助力骨科医学
前沿研究与技术创新。

在活动现场，一系列签约仪
式依次进行。双方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在科研合作、人才培
养、成果转化等领域达成深度合
作意向，共同致力于医工融合创
新发展，推动骨科领域技术突破
与临床应用。同时，上海交通大
学郑州研究院与上海交通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海南国际医学中心也

分别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整合
各方资源，加强“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促进生物医学工程学
科发展与科研成果转化。

在学术讲座环节，来自上海
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数
字医学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上
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的
10位专家，围绕“医工融合、创新
发展”主题，进行了一系列学术
分享。内容涵盖医工交叉创新
转化、智能医疗机器人与微创精
准诊疗、中西医结合骨科优势转
化等多个前沿领域的讲座，引发

了与会者对医工融合未来发展
的深入思考。

据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党
委书记潘晔介绍，该院与上海
交通大学郑州研究院的合作，
将有力推动双方在医学研究、
临床诊疗、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工作，更是该院提升新质生产
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契
机。未来，双方将紧密围绕骨
科医学领域的关键问题，积极
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
新机制，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
医疗服务。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吴霜 郭俊彩）4 月 15 日，
濮阳市中医医院举办了第二届
健康科普能力大赛决赛。本次
大赛共有32个参赛作品，其中
表演类 8 个，健康科普视频类
18个，图文类6个。

本次大赛的参赛选手涵盖
临床、医技、药剂、行政等部门，
展现了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素

养。大赛作品涉及中医药养
生、疾病预防、慢性病管理、康
复护理等领域，内容丰富多
彩。

选手们通过视频、小品、情
景剧、图文等形式，将中医药健
康知识融入其中，使科普内容
生动有趣、易于理解，赢得观众
的阵阵掌声，为推动中医药健
康科普工作贡献力量。

濮阳市中医医院

举办健康科普能力大赛

本报讯 （记者卜俊成 许冬冬
通讯员李向红 薛伟伟）4 月 12 日，
在2025年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
分会学术年会暨河南风湿病医院建
院30周年学术活动上，来自全国各
地的中医药专家齐聚郑州，共同探
讨风湿病诊疗策略，分享研究成果，
交流临床经验，共同推动风湿病学
科融合发展，积极为健康中国建设
贡献力量。

会议分为主旨演讲、民族医药
特色优势展示、名老中医药专家经
验传承、黄河流域风湿病专场、青年
医师风采展示等五部分。第四届国
医大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儿科医院院长、中国民族医药
学会儿科分会会长丁樱，全国名中
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
会长、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阎小
萍，全国内科住院医师规培委员会
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
张奉春，岐黄学者、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刘维等来自北京、天津、辽
宁、广西、内蒙古、广东、云南、青海、
贵州、宁夏、山东、山西、湖南、安徽、
福建、河南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 45 位专家学者分别以《基于

“有故无陨”谈有毒中药在临床的应
用与研究》《自身免疫性肝病的分类
与治疗》《难治性类风湿关节炎湿热
毒蕴病机论》等为题，进行了学术交
流。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
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风湿病
学科的发展，在提高风湿病医师的
学术水平和临床诊疗能力，提高公
众对风湿病的认识和预防意识方面
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此次会
议通过对焦树德、路志正、娄多峰等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与临
床经验的分享，让经典理论在现代
临床焕发新的生机。

此次年会的承办单位之一河南
风湿病医院，由河南中医药大学退
休教授娄多峰于1995年创建。建院
30年来，该院始终与河南中医药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
面保持着深度的合作，如联合编写出版了创新教材《中医风湿病
学》，进行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共同创办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
杂志《风湿病与关节炎》；在河南中医药大学建校60周年之际，捐
赠价值30万元图书；合作共建“河南中医药大学娄多峰学术思想
研究所”等，推动了中医风湿病学科的繁荣发展。

河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医药学的
主要发祥地，《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四大经典诞生在这里，
历史上名医辈出，当代更是大家云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
病分会2025年学术年会在河南举办，是对河南中医药工作的有
力支持。此次会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风湿病诊
治传承创新”为主题，邀请了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开展高质量
学术交流。

此外，会议还举行了《娄多峰论治风湿病（第2版）》新书发行
仪式。此次会议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主办，由中国民族医药学
会风湿病分会，中日友好医院，河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
员会，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痛风专业委员
会，河南中医药大学娄多峰学术思想研究所，河南风湿病医院联
合承办。

→4月15日，在鲁山县人民医院儿科，医生张军帅利用
手机钉钉群直播的方式开展“西学中”培训。该院2021年
获批“西学中”培训基地，明确“以教促学、医教共赢”的方
向，由科教科负责组织全院临床科室非中医医师学习中
医，培养兼具现代医学与中医诊疗能力的复合型医疗人
才，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王 平 张 凯/摄

↓近日，在三门峡武强中医院，同学们正在制作中药
香囊。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40多名学生走进河南省中
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三门峡武强中医院，开展“弘
毅大课堂”社会实践活动，参观中医药文化长廊、主题文化
墙和劳模创新工作室。

朱晓娟 李东强/摄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鲁 俊 马宇超 何齐梁）4
月 10 日，息县中医院组织内
科、外科、妇产科、国医堂等科
室专家，在龙湖公园开展“中医
药文化市集”大型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中医义
诊区、养生茶饮体验区、中医
药文化展品区、中医药适宜技
术体验区等区域，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让群众近距离感受

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 义 诊 区 ，专 家 们 通 过

“望、闻、问、切”，为群众提供
个性化的诊疗服务；养生茶饮
体验区也吸引了众多群众驻
足品尝，了解中药茶饮的功
效；在古法健身推广区，太极
剑等传统健身项目备受关注，
不仅能够帮助群众强身健体，
还能够调节身心，达到内外兼
修的效果。

息县中医院

开展“中医药文化市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