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智慧与世界需求相结合  中医药走向世界
福建中医药大学李灿东校长

介绍，未来真正的医学，特别是

中医药学必须回归到本源，就是

以维护健康为根本目标。目前，

中医药经验传承、学术传承、文

化传承缺少共同语言，需要一种

共性的技术以更好地实现传承。

在中医药的创新中，技术装备创

新需要受到重视。针对面向未来

的中医健康理论构建。未来，我

们或许可结合中医健康状态，以

及相关的因素对疾病进行风险预

警，“维护健康还是要把被动健

康变成主动健康。”

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王吉善研究员指出，“我们应全面

贯彻《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提供高价值的医疗服

务。”高质量发展核心就是要提供

高价值的医疗服务，使得老百姓受

益。为此，要重点推进这些工作：

构建新体系、引领新趋势、提升新

效能、激活新动力、建设新文化、

坚持党的领导。此外，大数据信息

平台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

途径，还应善加利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林谦副院长介绍了中医重点专科

建设思路和实践。中医重点专科

能力建设要更加侧重中医特色、

中医临床疗效。专科中医特色包

括科室学术渊源、名老中医学术

传承、中医特色疗法等。作为一

个医院专科，除了中医特色以外，

还应重视专科综合救治能力。她

强调，未来科室建设发展方向为

在传承基础上创新、在创新中谋

求发展，坚持中医原创思维，充

分利用现代技术，提高中医治疗

心血管疑难病症的临床疗效，提

供解决心血管问题的“北中医”

解决方案。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李杰副院长认为，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核心内涵是引导公立医院

实现“三转变”“三提高”。转

变发展方式、管理模式、投入方

式，提高医疗质量、服务效率、

扩大收入待遇。其中一条主线是

坚持和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全面

领导。围绕这些，广安门中医院

做了很多实践，如党建领航，加

强队伍建设。提升医院核心竞争

力、加强专科建设，推进中医医

疗技术创新、应用，传播广安门

医院医疗服务新文化。他表示，

中医医院实现高质量发展路径有

四条：一是明确医院定位。二是

打造核心竞争力，提高服务质量。

三是实施精细化管理，提高运营

效率。四是深化薪酬改革，提高

人员待遇。

对于医教研产一体化融合发

展，湖北中医药大学吕文亮校长

有 5 点思考：第一，人才培养标

准与附属医院相融通；第二，强

调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相融通并

遵循医学教育规律；第三，调动

附属医院工作积极性，维护其实

际利益；第四，校院定期沟通协

调机制；通过政府搭建平台推动

校院合作。学校为此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第一，实质推进第一临

床学院“院院合一”。第二，完

善医教融合体制机制。第三，大

力推进科教资源融合，加强“双

师型”临床教师的培养。第四，

构建临床师资融合的体制机制。

第五，规划校区院区融合建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

教育基地马鲁锋主任指出，数字化

正成为医疗行业的大势所趋。关于

中医药数字化实践，红日药业进行

了一系列探索，发表在《重症监护

医学》（Critical Care Medicine）

的血必净治疗重症社区获得性肺

炎疗效的随机对照试验等研究结

果表明，血必净具有明确的临床

价值、较高的安全性且能很好地

降低医疗费用。与此同时，建立“大

家谈重症”多元化数字平台，实

现线上线下互联互通，为广大医

务工作者提供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全成分 ® 中药配方颗粒也进行了

一系列数字化探索实践：建立从

田间到舌尖的全程可视化溯源体

系；开展“云会议、云讲座、云病例、

云查房和MOOC”等数字化学术活

动，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互联网

中医药学院等。

中日友好医院崔勇副院长介

绍，近年来，医院在中西医结合

方面开展很多工作，如开展中西

医联合门诊、联合查房，在全院

推广优势病种中西医结合诊疗方

案，分批建立优势病种质控体系，

开展新药转化工作等，同时在实

践中也逐步建立起一套促进中西

医人才成长与融合机制，并积极

探索“西学中”和“中西互学”

模式。在学术传承体系方面，已

经建立一套完整机制。“中日友

好医院具备在综合医院开展中西

医结合的初心和能力，我们希望

用自己 38 年的实践经验来为更

多的医院提供可以复制的模式和

可参考的实践经验。”

学术环节由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赵海滨副院长和北京中医

药大学房山医院孙鲁英院长主持。

会议最后，陈可冀院士勉励

大家继续按照“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这八个字来做好中西医结合相

关工作，助力健康中国的实现。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

者 黄玲玲）“坚持中西医

并重，加大中医药振兴发展

支持力度，推进中医药综合

改革。”在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关于中医药的表述，

提振了所有中医药人的信

心。如何推动中医药振兴发

展？在 3 月 18 日举行的第

七届医学家年会“中西合璧 

健康中国 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高峰论坛”中，中国科学

院院士陈可冀国医大师提

出了 5 个关键词——传承、

创新、转化、应用、服务。

此外，高质量也是屡屡被提

及的一个词语。

本次会议以线上 + 线

下方式举行，在医师报直

播中心、人民日报健康客

户端、大医智道等平台同

步 直 播， 观

看 人 次 超 过

70 万。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探讨

从医学院到医院  融合发展是亮点

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中华中医药学会陆静副秘

书长在致辞中表示，推动实现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四

方面努力：第一，要从文化自

信的高度坚定中医自信。第二，

中医人要顺应时代要求，做到

守正创新，传承发展。第三，

要注重总结成功经验，加强中

医药标准建设，推动中医药的

信息化、现代化。第四，要借

助现代传播技术，提高中医药

的社会影响力。同时，做好国

际交流工作让中医药的使用成

为全人类新的生活方式。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郑丹总裁表示，如何让人们

能活得长久，活得健康是临床

专家的责任，也是医药企业的

责任。作为国内中药产业的龙

头企业之一，红日药业目前形

成了“三药三方”血必净为代

表的成品药，全成分 ® 中药配

方颗粒等产业产品集群，企业

也成为行业唯一一个获得国

家批准的中药配方颗粒关键

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红日药业目前协作共建

160 多个药源基地，并建立了

全流程的溯源系统，努力向广

大患者提供高质量的中药配

方颗粒。红日药业愿意和医学

专家一起为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而共同努力。

中国智慧要与世界需求相结合

陈可冀院士表示，“我特

别希望体现中西合璧、优势互

补，体现中国精神和国际眼光。”

他认为，转化医学的实践是继

承创新中医药国粹，并将其转

化为实际应用临床的重要环节。

“时代在进一步发展，我们也

要随之不断改进发展。”

从文化层面上看，中国的

骄傲要与世界的需求结合起来，

与临床服务结合起来。张仲景

和孔子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

的，我们是继承者，同时要有

敬畏精神，要挖掘出经典背后

的精华。例如《伤寒论》《金

匮要略》就蕴含有非常微妙的

辨证论治精神和规律，被列为

经典，指导着临床实践。“我

们应该做正确的事情，并把事

情做正确。”

从临床经验层面而言，提

倡继承创新和临床服务思维相

互结合。“另外，我们还要有格

物致知、宽严相济的精神，学

术上提倡虚心、和气相处，多多

交流与协作。”我们要以提高

优化服务质量为宗旨，将传承、

创新、转化、应用、服务相结合，

作出有利于发展中医药事业，

中西结合事业的新业绩。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

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院士

指出，回顾以往的发展，中医

药学、中西医结合走的就是紧

贴临床，借鉴现代医学的研究

成果为我所用，以疗效为基础，

守正创新这条道路。“这是一

条光明大道，应继续坚持。”

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中医

抗疫逐步深入人心。中医药不

断进步的关键是因时因地制宜，

要想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在

新时代要处理好三大关系。第

一，中医西医的关系。中医西

医各有优势，可以互补，但不

能互相取代。两种医学交叉融

合，取长补短，才能得到更好

的疗效。第二，临床与科研的

关系。第三，医与药的关系，

两者息息相关。“从事中医的

人一定要懂中药，从事中药的

也应该懂中药怎么用。”红日

药业的血必净在这次抢救重症

新冠肺炎患者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有人称之为“中药

激素”，连续多版的新冠肺炎

诊疗方案中也都有其身影。事

实证明，医和药紧密结合就会

产生新的成果，甚至有可能解

决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

开幕式由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苑医院徐浩副院长主持。

会上，“综合医院中医科

全国调研项目”“中医药文化

短视频征集项目”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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