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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中药中药细说

□本报记者 王宁
通讯员 舒勤

最近，越来越多的上海居民发现，
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享
受中医特色诊疗服务了。新开设的中
医专科专病联合门诊都是由社区中医
全科医生坐诊，三级医院的主任中医
师或副主任中医师定期下沉指导。居
民们不用跑三甲医院，就能享受到大
医院专家门诊的待遇，没有比这更实
惠的事了。

中医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交融
渗透，使得中医药在民间有着广泛而
深厚的群众基础。然而，在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社区中医药服务的资源不
平衡、特色不鲜明、知名度不高。对
此，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胡鸿毅
认为，加快基层中医人才培养是中医
药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上海市多
年的实践经验证明，让中医药真正走
进基层，关键在于培养一批具备专科
特长的全科医生，创建中医特色品
牌，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中医
绝活”。

“目前，面向基层中医的人才培养
项目相对不足，尤其是接地气、基于实
际工作能力提升的培训更是匮乏。”胡
鸿毅表示，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在院
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阶段已日趋成
熟，而继续教育因培养机制不健全，成
为中医药人才职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
掣肘。他指出，要在基层中医职业生
涯发展的关键点给予充足的养分，进
行“量身定制”的支持，补上关键的“一
口气”。

胡鸿毅提出要探索“点面结合、全

专互补”的继续教育共建模式，将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与医联体建设充分融
合；通过构建“区域+专科专病”的中
医医联体，打造市级专科专病资源全
要素下沉的“一区一品牌”重点基地，
从而更好地提升中医优质资源的可及
度和感受度。

上下贯通
构建三级服务网络

医联体建设是整合区域内医疗资
源，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
医疗服务能力，完善医疗服务体系的
重要举措。胡鸿毅介绍，为深化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
2019年10月，由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龙华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
光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
西医结合医院、上海市中医医院按照
就近结对，同时兼顾传统合作关系的
主要原则，在上海市构建东、南、西、北
四大区域中医医联体。由此，由4家
市级中医医院与各区卫健委合作，牵
头区域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形成了

“市-区-社区”梯度支持的联动发展
模式。

目前，上海的所有市级医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均有中医科。胡鸿毅认
为，建立东、南、西、北四大区域中医医
联体，不但做实了社区中医药服务，
形成一、二、三级中医医疗资源协同、
优势互补的立体化区域中医药服务
网络，还充分调动了区属中医医院、
综合性医院中医科的科室力量，形成
市级医院支撑区级医院、区级医院支
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新格局，
切实满足区域内常见病、多发病和慢

性病的“防、治、康”一体化中医药服务
需求。

人才先行
加强基层队伍建设

“推进区域中医医联体建设，基
层中医药人才培养要先行。”胡鸿毅
认为，实现区域中医医联体的有效运
作，关键是“服务要素的一体化、标准
化”，核心是“人的一体化、标准化”，
实现中医药人员在市级中医医疗机
构和基层医疗机构的自由流动，或者
不同医疗机构的中医药人员达到相同
的水平。

2020年 12月，上海启动了上海
市区域中医医联体基层骨干研修
班。参加首批区域中医医联体骨干
培训的95名学员来自16个区77家
基层单位，他们在4家区域中医医联
体牵头单位的优势专科进行了为期
两个月的定向研修。研修班为全面
构建“区域+专科专病”的点面结合、
全专互补的上海区域中医医联体新
模式奠定基础，胡鸿毅将其特点概括
为9个字，即“点对点”“面对面”“实
打实”。

“点对点”，精准制订施教方案。
各个专科都成立了研修专科科室主任
或副主任领衔的指导小组，在入科研
修前对学员进行摸底考核，然后针对
其知识盲点和技能短板，制订有针对
性的个性化施教方案，以初步达到本
科室同级别职称人员同等的专业水平
为目标。

“面对面”，聆听名医学术思想。
结合牵头单位专病专科特色，上海市
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上海市名中医、重

点学科带头人、上海市中医药领军人
才围绕基层常见病症的中医诊疗与慢
病管理、中医适宜技术等进行系列学
术报告。通过“名医面对面”活动，促
进学员对中医经典与海派中医流派传
承，以及对优势病种的诊疗技术、中药
特色制剂的运用等。

“实打实”，深度融入专科团队。
由科室指定一名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
带教老师，对学员进行“一对一”指导，
以提升临床工作能力为目标。此外，
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还可参与相关
临床课题的研究工作，或参与课题申
报前的准备工作。

“基层中医要吸引患者，就要在专
科专病方面做文章，发展自己的专科
专病技能，培养自己的‘粉丝’，这样
才能提升医生的职业荣誉感和获得
感。”胡鸿毅以海派中医来打比方，骨
折看石氏伤科，疮疡看顾氏外科，针
灸找陆氏针灸，月经不调找朱氏妇科
等，在过去这些都是家喻户晓的。“所
以，即使是中医全科医生，也要有亚
专长，只有这样，才能让基层中医的名
声响起来，让他们的工作忙起来。”胡
鸿毅说。

试点互聘
促进人员柔性流动

2021年年初，上海市卫健委下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域中医医联体
建设工作的通知》，其中两条为提升区
域中医优势专科专病诊治能力和开展
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与双聘，旨在通
过多举措培养一批基层优秀中医药人
才，畅通区域中医医联体内各单位间
中医药人员流通及互认途径，推进人

才培养和双聘等基层优质中医药服务
和人才的“双倍增”。

“在研修班项目中，考核成绩优秀
的学员即基层专家可被市级医院（医
联体牵头单位）聘为专病（专科）医
生，即获‘双聘’。”胡鸿毅介绍，上海
市启动的首批中医医联体基层骨干
研修项目中，共有54人通过考核并
获“双聘”。目前，区域中医医联体在
上海市实现了全覆盖，形成了专病门
诊、双向转诊、名中医工作室、强化中
医综合服务能力、人才双聘、中医适宜
技术推广、医院中药制剂应用等七大

“规定动作”。
“建设区域中医医联体，不仅是通

过培养同质化的基层中医队伍，让基
层中医掌握三级医院的专科技术，也
要促进三级医院独门院内制剂的流
通，同时促进‘急慢分治’政策的落
实。”胡鸿毅说。截至2021年4月，
中医医联体内新开设专病（专科）门诊
104个，门诊服务量38.5万余人次，在
社区及二级医疗机构开设名中医、流
派工作室30个，培训医务人员5300
余人次。

“以前部分优秀的基层医生因为
专科特色不突出，知名度不够。我们
一方面要为基层医生提供良好的学习
和工作平台，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宣传，
让更多老百姓知晓，做到‘酒香，巷不
深’。”胡鸿毅表示，基层中医骨干被
市级三甲医院聘为专病医生，是一项
有利于基层优秀中医脱颖而出的措
施，为基层医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未来，不仅是三级医院的专家下沉社
区，有实力的社区医生也可以与大专
家在三级医院联合开设门诊，真正实
现优质专家资源的流动，使更多患者
受益。

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中医绝活”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推拿科 包安 张玮

脏腑推拿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传
统医学，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就有文字
记载。直至明代隆庆五年，太医院废
黜按摩科，推拿从此长期存留民间，使
其由中医学科沦落为专业技术，理论
更是鲜有人涉及。原本以内科疾病为

优势病种的推拿，形成了当今“重伤
科、轻内科”的局面。脏腑推拿与推拿
的本源相近，一直致力于因脏腑功能
失调导致的内科、妇科以及儿科等病
症的治疗。

津沽脏腑推拿源于清末民初，至
今已传承百年。其创始人为河南省开
封府石汉卿，最早将少林内功“心、意、
气、力”的特点与脏腑推拿结合，初步
形成了津沽脏腑推拿理论的主体。
第二代传承人胡秀章完整继承了石
老的推拿技术与理论，而后又拜师于
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七代世传推拿
大师安纯如先生，学习古法腹部按
摩，撷取二者之长，融会贯通，在天津
地区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天津特色
的“津沽脏腑推拿”疗法，并于1958
年将津沽脏腑推拿技术带入天津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如今，该疗
法已经传至第五代。津沽脏腑推拿
以“大道至简”的理论体系在脏腑推拿
的发展中独成一派，其流派传承完整，
理论体系独特，强调道术结合，彰显出
独特的魅力。

大道至简，腹部手法精微

津沽脏腑推拿以腹部操作为主，
它有别于传统推拿，手法独特，主要包
含按法、揉法、运法、推法四个核心手
法，可起到健运脾胃、益肾纳气等作
用。这些手法看似简单，但要求甚高，
绝不是简单地用手推或拿捏。

手法需因人、因病而异，施术时要
均匀、持久、柔和、有渗透力，将“心、
意、气、力”四者相结合，以达到最佳的
疗效。如果在临证时，不明所以然就
贸然操作，虽得其形，但难赋其神，最
后只能是事倍功半、疗效不佳。正如
《道德经》云：“大道至简，衍化至繁”，
腹部推拿手法的上下、疾缓、轻重变幻
多端，动作立意深远。

首创“四层导疗”的层按法

根据病邪侵犯机体的深浅程度及

调和气机不同，津沽脏腑推拿将层按
法在腹部的施术深度分为“五层气
体”，即由浅入深分别是一为皮肤层、
二为气血层、三为经络层、四为腰肾
层、五为骨骸层；通过“四种导疗”方法
在腹部操作以产生不同补泻效果，分
别称为攻法（重泻法）、散法（轻泻法）、
提法（补法）、带法（平补平泻法、补中
有泻法、泻中有补法）。

在临床治疗时，津沽脏腑推拿以
中医传统理论为指导原则，根据疾病
的虚实进行辨证论治，通过层按法的
不同作用层次以随证补泻。值得一提
的是，津沽脏腑推拿手法的补泻使用
不会有伤正气之嫌，亦不会温补太过，
亦不存在操作过度之说，这也正是津
沽脏腑推拿的优势所在。

强调正气伐邪气，医患配合

津沽脏腑推拿在治疗过程中强调
医患之间的沟通，不仅局限于语言沟
通，更多侧重的是医患之间“气”的配

合，也就是“正气伐邪气”。即通过医
生自身的正气，来攻伐患者的邪气。
医生在做津沽脏腑推拿时，首先要心
诚心静，意念专一，以“意”运气于手掌
或手指上，最后形成一种“气力”的结
合，作用于患者相应的经络、穴位或部
位上，用来激发和调整患者体内的经
气达到扶正祛邪的作用，以保持机体
气血的调和以及阴阳的相对稳定。因
此，医生在平时十分重视自我的功法
锻炼，特别是根据手法的特点进行训
练，以提高“气”与“力”的结合。

目前，在第四代传承人、天津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推拿科王金贵教
授的带领下，津沽脏腑推拿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推拿流派。前人的思想加之
现代医学理论研究，使津沽脏腑推拿
不断焕发新的青春与活力。作为津沽
脏腑推拿项目的保护单位，天津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推拿科牵头组建
了“中国脏腑推拿联盟”，与新疆、云
南、山西等地医院的推拿科缔结“兄弟
科室”，从而推动全国脏腑推拿流派的
发展。

津沽脏腑推拿：细琢方能指下“生花”
中医药是中国的骄傲，

中医药非遗是中医药宝库中
的精华精粹。日前，国务院
批准文化和旅游部确定的第
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和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扩展项目名录中，11项传
统医药项目入选。

传播是保护中医药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措施。为
了更好地保护、传承中医药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其独
特魅力，弘扬中医药传统文
化，本版开设“中医非遗”专
栏。每期将介绍一个中医非
遗项目，内容涉及非遗的源
流、亮点和特色等，以期让更
多人了解和关注。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
“十四五”规划教材发布

日前，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
“十四五”规划教材新书首发仪式在贵
州省遵义市举行。据悉，首发的第一
批本科规划教材共126种，是国家中
医药行业主管部门主持编写、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出版的第十一版教材，覆
盖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中西
医临床医学、护理学等学科专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办公室副
主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党总支书记
宋春生介绍，为了做好教材建设工作，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办公室聘请中
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3个专业德
高望重的专家组成编审专家组，参与
主编确定，提出指导意见，审查编写质
量。特别是对核心示范教材建设加强
了组织管理，成立了专门评价专家组，
全程指导教材建设，确保教材质量。
本版教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坚持立
德树人，融入课程思政内容；优化知识
结构，强化中医思维培养；突出“三基
五性”，注重内容严谨准确；强化精品
意识，建设行业示范教材；加强数字化
建设，丰富拓展教材内容。（郭青丽）

中医男科新论研讨会召开

近日，由北京延昌燕京国医学派
文化研究会主办，青岛育仁中西医结
合医院承办的首届中国中医男科新
论研讨会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会
上，中医男科专家围绕“新论”二字进
行研讨。

与会专家表示，中医对男科疾病
的认识有两千多年历史，春秋时期的
《五十二病方》可见男科病的最早记
载，《黄帝内经》就有男子生理与病理
的论述，为中医男科学奠定了理论基
础。有专家介绍，目前有些中医的疗
效不甚理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忽
视了现代人的体质在不断变化，导致
辨出的证候类型以及开出的方药不够
精准。专家们呼吁，要“师古而不泥
古”，中医应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在诊
疗上守正创新，发扬清代医家、《医林
改错》的作者王清任的实证思想，科学
创新探索，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真正服
务于新时代的男性。 （王耀堂）

□广东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
胡世云

何首乌为蓼科植物何首乌的干燥
块根，性微温，味苦、甘、涩，归肝、肾二
经。其始载于《开宝本草》，谓“久服长
筋骨，益精髓，延年不老”。《药物出
产辨》记载：“以广东德庆为正”。

未经炮制的何首乌，即生何首乌
有润肠通便、解毒消痈的作用。按要
求经过炮制后，其就变成了制首乌，目
的是减轻生何首乌的毒性，改变其药
性。制首乌有补肝肾、益精血、乌须
发、强筋骨的功效。

何首乌的炮制最早见于唐代的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云：“黑豆、何首
乌同蒸熟等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2020年版）收载了净制、切制、
清蒸和黑豆制法。何首乌净制法主要
是去泥土和去皮。何首乌不加辅料制
是指单纯加热进行的炮制方法，包括
煮、蒸、曝、炒、炙、焙等。何首乌加辅
料制，即用一味或二味或二味以上的
辅料进行炮制，历代记载辅料有白米
泔、麦麸、生姜汁、甘草、枣、牛膝等。
纵观历代医籍中收载的何首乌炮制方
法，其主要炮制工艺逐渐由净制、黑豆
制演变为九蒸九曝制。

制首乌是常用的补益药，应用非
常广泛。但何首乌引发的肝毒性近年
来时常有报道，不容忽视。《本草汇言》
道：“何首乌有微毒。入通于肝，外合
于风，升也，阳也。”清代医家陆以湉在
《冷庐医话》记载了何首乌致中毒的病
例，曰：“（服用何首乌后）未数日，腹泻
死”，分析原因为“抑首乌或挟毒物之
气能害人也，服食之当慎也”。

现代研究显示，可逆性肝损伤是
何首乌主要的不良反应之一。在何
首乌及相关制剂导致的肝损伤病例
中，约20%存在超说明书或药典规定
的剂量。这提示医生一定要辨证论
治、合理用药，提醒患者不要随意、长
期、过量服用何首乌。一般来说，生
何首乌毒性大于制首乌，应避免生何
首乌、制首乌混淆使用。对服用含何
首乌制品的患者，连续用药超过20天
时，应叮嘱患者定期复查肝功能；患者
一旦发现肝功能异常，要及时停药，避
免发生严重的肝损伤。同时，应避免
大剂量应用何首乌，一般生何首乌每
日服用剂量为 3~6克，制何首乌为
6~12克。

何首乌应用需谨慎

日前，值《安徽省中医药
条例》颁布实施一周年之际，
安徽省淮北市第二实验小学
的学生来到淮北矿工总医院
中医科，接受中医药知识科
普教育，内容涉及体验望闻
问切，辨识中药，感受针灸、
刮痧等中医疗法。

通讯员 王成元 余海林
本报记者 李春辉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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