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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健康上海建设，擦亮中医金字招牌
———虹口区启动“国医强优”三年行动计划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作为中

华民族的原创医学， 中医药是我国医药

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中医药在“健康中国”和“健康上海”

建设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为全面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

药法》和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

规划纲要（2016-2030 年）》，今年，上

海市人民政府印发 《上海市中医药发展

战略规划纲要（2018-2035年）》。

该 《纲要》 明确指出， 到 2020

年， 建立与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

适应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人人享有优质

的中医药服务。 到 2035年， 全面建成

与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

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中医药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实现现代化。 在该 《纲要》 的

指引下， 虹口区中医药领域正积极答

题，主动作为。

奚氏脉管病诊疗、 国家级中医重点

专科、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盛氏六脉”诊疗、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

卫生服务示范区……虹口区的优质中医

药品牌很多，荣誉更多，如何把这一颗颗

中医药领域的“珍珠”串起来，打造一条

虹口的健康中医药文化“项链”，是虹口

区正在思考、探索并实践的。

日前，《虹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虹口区 “国医强优” 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的通知》正式发布，期

望在新时代继续擦亮虹口中医金招牌，

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中西医结合

示范城区。

时针慢慢指向中午 12 点， 在上
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脉管科， 主任
医师曹烨民的专家门诊前依然等待
着不少患者。

“病人来一趟医院不容易，排不
上号让他们回去 ， 心里肯定不好
受。 ”曹烨民掰了掰手指，每周一的
专家门诊，有 30 位病人预约，加上加
号的患者，常常要到下午 1 点才能结
束门诊。

去年 3200 多名病患在这里得到
有效治疗。 上海、浙江、海南、黑龙江
……全国各地的脉管病患者辗转各
地， 最终汇集到上海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脉管科。 火爆人气的背后，是患
者们对虹口区优质中医药品牌的认
可。

曹烨民看门诊有个习惯，每次看
病都不戴手套。 有些老人的糖尿病
足已经肿得很大，伤口也已经溃烂，

曹烨民每次都会把手洗得干干净
净，摘下包扎的纱布看脚伤，之后再
对自己的双手进行消毒。 多年来，曹
烨民主创的 “糖尿病足肌腱变性坏
死－奚氏筋疽诊疗方案”， 已被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认可， 在全国推广验
证。

“如今，我们已建立 30 多种不同
的脉管病诊疗临床工作。 ”曹烨民介
绍， 目前医院正积极打造脉管病中
西医结合诊疗中心， 建成多专业优
势突出的中西医结合脉管病优势学
科群和多学科综合治疗（MDT）团队。

“同时，集结老中青三代的脉管病防

治网络体系也已搭建完毕，我们希望
能继续发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脉管
病科的优势和引领作用。 ”

这边厢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曹烨
民，那边厢，“盛氏六脉”的第四代传
人、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医师
胡智海也在紧张忙碌中。 11 人的针
灸团队、5 间针灸治疗室平均每天都
需接诊 400 余位患者。 去年一年，病
患突破 8 万多人次，创下新记录。

“盛氏六脉”诊疗是上海近现代
针灸领域中特色项目之一。 胡智海
介绍，“盛氏六脉” 可诊疗 70%以上
的杂症，如失眠、抑郁、便秘、多囊卵
巢综合征等，应用范围相当广泛。

距今已有百年历史的 “盛氏六
脉”诊疗，已入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 胡智海直陈，如今在虹口区政
府“国医强优”计划支持下，“盛氏六
脉”诊疗成立了项目保护小组，并配
备专用资金，将进一步挖掘与深入研
究，使其成为上海极具特色的中医针
灸项目之一。

据虹口区卫生计生委介绍，“国
医强优”三年行动计划的发展目标是

希望经过三年建设，使虹口区的中医
医疗服务体系更完善，中西医结合的
特色优势更突出，人才队伍结构更合
理，中西医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中西
药传承与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持续打
造全国中西医结合发展的示范区和
人才高地。

虹口区具有两家响当当的大学
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这在全市乃至
全国罕有其匹。

其中，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
中西医结合医院创建于 1976 年，是
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三级甲
等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作为一
所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设有全
国脉管病诊疗中心和重症肌无力协
作中心，拥有国家级中医重点专科 3

个———脉管病专科、 风湿病专科、中
医外科。

未来， 依托上海中医药大学，虹
口区将充分发挥区校共建合作机制，

通过引进与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强化
人才队伍，强化本区的中西医结合特
色。

综合医院的中医药工作是整个
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综
合服务能力、 人才储备等方面也是
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

综合医院的中医药工作起始于
1954 年，从最初建立中医会诊，到逐
渐形成独立的科室已有 61 年历史。

如何在以西医为主体的综合医院
中，使中、西医发挥各自优势 ，中西
医结合，适应医学模式转变？虹口区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2015 年和 2017 年，虹口区江湾
医院和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分别成
为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示范单位建
设单位。

在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内
科，82 岁的彭培初老先生依旧坚持
每周三上午亲自出诊。 彭老治病讲
究“病的人而非人的病”，作为中国
首批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高级中医
师 ，自 1962 年从上海中医学院 （现
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彭老一生
潜心中医药，主张中西医药互补，强
调临证实践，强调临床实效，1995 年
获上海市卫生局命名的首批 “上海
市名中医”荣誉称号。

彭老问诊有个特别的习惯———

手抄病例，每个病患的名字、病况都
被他记录在小本上，几十年下来，积
攒了几百本病例。 碰到重病患者如
前列腺癌，他还会特别标记，方便日
后病例整理。

2002 年， 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开始建设 “上海市名老中医彭培初
学术经验研究工作室 ”， 在前列腺
炎、前列腺增生症及其所致尿潴留、

前列腺癌、慢性肾功能衰竭、糖尿病
等领域均已形成专病专科。

对于中医科的发展， 虹口区域
内综合医院一直很重视。 上海市第
四人民医院特别建立了独立的中医
门诊诊疗单元。将中医内科、名老中
医工作室、针灸、推拿、伤骨科、中医
肛肠科诊室和中草药房等整合在一
起。另外，将西医临床科室开展中医
诊疗项目的情况列入绩效考核内
容， 并鼓励西医临床科室积极开展
中医会诊、 使用中药饮片和中医治
疗方法。

目前，门诊、病房诊疗工作中能
够开展中药饮片、 中成药、 针灸、拔
罐、穴位敷贴、穴位熏透按摩等多种
中医药服务。中医临床科室门诊日均
诊疗 人次 占 全 院 门 诊 诊 疗 人 次

17.1%， 全院日均中药处方占全部处
方 14%；中医临床科室门诊日均中药
饮片 处方 数 占本 科 室 门 诊 处 方
71%，中药处方合格率 99%。 中医临
床科室病床使用率 98%，病房中医治
疗率 71%。 2016 年上海市中医质控
督查中，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中药饮
片处方数和中药饮片业务收入位居
全市二级综合医院第一名。

在高度重视中医科的业务发展
和文化传承工作， 全力支持中医药
工作示范单位的创建下， 虹口区探
索以区域综合医院优势临床学科为
切入点， 针对疾病诊疗全过程中的
薄弱环节，积极寻求与中医药机构、

部门的协作， 在关键问题上形成合
力，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根据 “国医强优” 三年行动计
划， 下一步虹口区将加强对全国综
合医院 （含专科医院、 妇幼保健机
构，下同）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中医
药科室进行专项建设资金投入 ，用
于保持和巩固在全国的示范先进
性， 并不断提升中医药服务的深度
与广度， 引导有条件的医疗机构积
极申报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
范单位资格。

区校同建，继续做强“中西医并重”特色
“龚医生推拿水平真高！”丁阿婆口中

啧啧称赞的龚医生，是岳阳医院推拿科副
主任、主任医师龚利。 60岁的丁阿婆承受
膝关节疾病疼痛多年，发病严重时，连上
下楼梯都十分困难。得知龚利到了家门口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丁阿婆赶忙来找
他。 通过“坐位调膝法”，丁阿婆竟能缓慢
上下楼了。

作为“丁氏推拿”的传承人，由龚利牵
头的丁氏推拿膝关节团队在传承“丁氏推
拿”流派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独特的诊
疗技术，使一大批患者收益。

今年 10月， 虹口区名中医龚利江湾
工作站正式挂牌，除日常门诊外，龚利还
承担了带教任务，中心的五名中医全科医
生成了他的徒弟。

“我每两周来社区一趟，学生们每两
周到岳阳去一次。”龚利表示，名中医工作
站为推拿技术推广应用到社区建立了有
效通道，“很多重症病人不在三甲而在社
区，对于中医推拿来说，只要大家都在使
用，便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

像龚利这样的名中医如今也能在虹
口区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见他们
的身影，这是得益于虹口区推出的“名中

医工作室（站）”建设项目，囊括上海市名
老中医李庚和学术经验研究工作室、上海
市名老中医彭培初学术经验研究工作室、

上海市名老中医东贵荣虹口区嘉兴社区
工作室在内的 20个名中医工作室 （站），

有 10 个对接全区 8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成立名中医社区工作站，为家门口的
百姓“送医上门”。

随着虹口区名中医社区工作站的建
成，一大批中医药优质服务项目也随之下
沉。 比如，北外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有陈宝元特色针灸、沈建人医师制作的中
医保健鞋垫，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自行研制的 “行瘀止痛膏”“金黄散”

“丁桂散”，嘉兴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组成中医健康教育讲师团和针伤科开展
老年骨关节病诊疗工作，让居民享受到实
实在在的便利。

但，治病带教只是一方面，对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领域建设，名中医们
想的更多。 “我希望能在未来的 3年给这
里带来 5个‘一’。 ”龚利表示，成立一个膝
关节病的专病专科，打响一个“远离膝痛，

健康行走”的科普品牌，培养一个优秀的
“丁氏推拿”接班人，出版一本关于膝关节

疾病的书籍，举办一场中医药领域专家的
大型义诊。 “让名中医的好手艺真正留在
社区。 ”

将优势中医药资源下沉社区，以期带
动中医药的基层服务力量。据虹口区卫生
计生委介绍，建立虹口区名中医社区工作
站的同时将健全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
医“医、教、研”与人才培养的专项投入机
制，不断优化中医药科室配置，完善中医
服务功能，促进设施设备配置标准化和提
升中医药人才能级水平。

目前，广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首批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
范化培养基地（基层培养基地）；北外滩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凉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是上海市住院医师中医全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社区教学基地；曲阳路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为上海市首批 50家中医药特
色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一， 凉城、广
中、嘉兴、曲阳、北外滩、欧阳等六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成为上海市新一轮中医药
特色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6年，虹口区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开
展共建合作项目， 双方约定打造优势专病
专科，在大力发展全科医学与社区医学，推
动健康产业园等方面开展多层次合作。

2017年，虹口区凉城、曲阳、广中、欧阳
和提篮桥五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牌成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虹口区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将进一步探索社
区中医药服务和全科人才培养模式。

在新时代时期的中医药事业发展下，

虹口区积极探索多方合作，引优质医疗中
医资源下沉社区，借助名医名家与医疗机
构之力， 切实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卓越的中医药医
疗服务。

发挥优势，扩大区级综合医院“中医科”影响力
鱼腥草、藿香、丹参……这些鼎鼎有

名的中药材， 你知道它们是怎么生长的
吗？ 走进位于鲁迅公园梅园内的 “百草
园”，一阵阵清幽的草药香味随风飘来。园
中，几位慕名而来的市民或附身近距离观
察，或通过中药师的讲解了解中药植物的
品种、功效。

作为虹口区首个中草药科普教育基
地，“百草园”于 2016年正式揭幕后便吸引
了大量市民驻足观赏， 面对不少还是首次
见到真容的中药植物， 市民们都觉得大开
眼界。 “像蒲公英在农村能经常见到，但像
丹参什么的就从来没见过， 真是有趣有长
见识。 ”市民喻伯伯不禁赞叹道。

如何充分利用区域公共活动空间的
资源优势， 打造中医药文化体育休闲区，

让百姓实实在在从中受益，虹口区一直在
探索。 依托区域内老字号中医药企业、医
院等，虹口区开展了一批有内涵、有深度、

接地气的中医药文化活动，积极推动中医
药文化走入寻常百姓家。

作为一家具有三百余年历史的民族
品牌企业， 雷允上中药饮片厂积极落实
“国医强优”战略，计划组建区中药文化展
示馆、区中药科普教育基地等，进一步提
高市民科学进补、健康养生层次，普及中
医药医疗知识。

一切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未来，

市民将有机会到雷允上膏方制作观摩区，

亲眼观摩药材浸泡、 细料加工、 压榨、收
膏、凉膏等膏方制作流程；前往中药饮片
炮制体验区，一睹老药工现场展示中药传
统炮制工艺和技能的风采， 观摩药材切
片、泛丸、研粉、簸晒、烘、焙、炒、醒、酵、凉
等传统工艺； 走进中药科普教育基地，了
解中医养生、中药调理的科学原理……

“医生，我睡不好。可以吃什么中药调
理吗？ ”“医生，我最近感冒了，中医方面能
有什么方法吗？ ”在医院中，常常会听到许
多患者有这样的主诉和需求。 对此，上海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通过组建中医青年健
康宣讲志愿者团队，将中医药知识宣讲服
务“送”进社区。 此外，虹口区还特别开设
“国医讲堂”，前往校园、楼宇、社区进行中
医药知识科普。

如今，用膏方进补养生，已得到市民广
泛认同。 但，如何引导市民合理、科学进补，

使膏方惠及更多市民， 需要普及的知识还
有很多。 对此，虹口区通过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宣讲膏方进补知识， 举办市民健
康养生讲座， 用生动实例告诉市民膏方独
特功效与中医药魅力所在。 同时，区域内部
分医院每年开展膏方节义诊活动， 通过提
供冬季养生及膏方正确服用的专业健康咨

询及诊疗服务，为广大市民答疑解惑。

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绝非一朝一夕，

虹口区正一步步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一点一滴浸润虹口百姓心灵。

同时， 虹口区也渴望加强中医药服务
能力建设，在中医药健康服务和中医文化、

国际化发展上取得重要突破。 在 “一带一
路”倡议号召下，日前，虹口区与“上海中医
药国际服务贸易促进中心”开展合作，促进
资源对接、协同发展，以打造“海上中医”与
建立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推广基地和国际
人力资源培训基地为契机，努力开发以“脉
管病”等特色优势项目为重点，推进中医药
的国际发展。 据悉，上海中医药国际服务贸
易促进中心旗下的“海上中医”健康服务品
牌，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已纳入上海市政
府“十三五”重点支持规划。

新征程蓄势待发， 谈及对未来这三年
的中医药发展重点， 虹口区希望经三年的
建设， 使虹口区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更加
完善，中西医结合的特色优势更加突出，人
才队伍结构更加合理， 中医药服务能力全
面提升，中医药传承与创新能力显著提高，

持续打造全国中西医结合发展的示范区和
人才高地， 为不断提升虹口区居民的健康
水平添砖加瓦， 让好政策真正写在人民群
众的健康事业上。

厚植土壤，让中医药文化浸润心灵

名医下沉，加强基层中医服务力量

右图为我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著名专家、 中国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病专
业委员会奠基人之一、全国中医脉管病泰斗、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奚九一教
授（已故）带领的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脉管病科团队

右图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盛氏六
脉诊疗第二代传人盛善本先生（已故）

向潘守纶医师（第三代传人）及其学生
传授关于盛氏六脉经络的学术特点及
其特有的诊疗技术

左图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
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副主任、主任医
师龚利在江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
社区居民诊疗并带教社区中医科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