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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新闻

让中医药文化之花绽放燕赵大地
——看我省如何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

我省二级中医儿童医院
建设有了基本标准

□通讯员 吴寅莹 记者 张淑会

我省是中医药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中
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历代名医辈出，流派纷
呈，有中医鼻祖扁鹊、寒凉派创始人刘完
素、创立脏腑辨证说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
素、擅用健脾升阳法补土派代表李杲，也有
独重气血的王清任、衷中参西的张锡纯等，
这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医学名家也都给我
们留下了相关遗迹，如内丘县太子岩扁鹊
庙、安国市药王庙、保定市刘守真庙等。

“中医药不仅是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
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
源、重要的生态资源，更是优秀的文化资
源。”省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介绍说，深入
挖掘、整理弘扬这些资源，打造具有河北特
色的中医药文化品牌，提升我省中医药的
社会影响力，一直是我省中医药文化建设
的重中之重。

充分挖掘中医药文化积淀，
开发利用好中医药文化资源

扁鹊庙、扁鹊主题公园、扁鹊中医院、
扁鹊大道、扁鹊历史文化传承区⋯⋯在内
丘县的大街小巷，扁鹊文化元素无处不有。

众所周知，内丘县是扁鹊的生前封地、
行医圣地，也是扁鹊中医药文化的发祥地。

如何开发利用这一优秀的文化资源
呢？内丘县提出，要围绕深入挖掘扁鹊历
史文化、发展中医药旅游项目、振兴中医药
产业三个方面做文章，为中医药事业发展
搭建新平台，推动当地中医药文化发展。

近年来，内丘县成立了扁鹊文化研究
会，编写了《华夏医祖扁鹊》《扁鹊的传说》
等书籍，通过举办扁鹊文化节、扁鹊学术思
想传承发展大会、冀港澳台中华传统医药
文化大会等，深入挖掘扁鹊文化，并多渠道
筹集专项资金，用于扁鹊文化开发和品牌
运作。

在此基础上，内丘县还将扁鹊文化融
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将其与县域规划相
结合，建设了扁鹊文化产业园，谋划实施了
一批大健康新医疗产业项目。同时，坚持
政府主导，建设了“中国—内丘扁鹊中医
城”，展示中医药文化魅力，打造河北乃至
全 国 知 名 中 医 药 文 化 旅 游 中 医 体 验 目
的地。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独特标识，更是一
个城市的灵魂。如果扁鹊文化是内丘县的
独特标识，那对“千年药都”安国来说，“草
到安国方成药、药经祁州始生香”就是她的

“灵魂”。
到安国，中药材交易市场是必去之

地。“数字中药都不仅仅是中药材的集散
地，开展中药材交易，更多的是中医药文化
的推广、传播。”数字中药都讲解员赵雪娇
告诉笔者，中药都核心圆二层及中央交易
大厅二层都建了中医药文化展区。

“你看，这些中医药古典书籍都是宝贝
呢！这是以前人们炮制中药的工具和从各
地收集的名贵中药材标本。这些展品会定
期更换。”“这是一个时光长廊，长廊隧道滚
动播放着我国 108 位从远古至清代中医领
域不同建树的医学名家的生平介绍及著
作，包括扁鹊、孙思邈等。”“我们建的这个
环幕影院，采用 5D 技术专门放映‘探秘中
医药’，向参观者展示中草药的起源和功
效，解读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

为 让 人 们 感 受 到 深 厚 的 中 医 药 文
化，安 国 还 以 药 王 庙 为 中 心 ，开 发 建 设
了 药 王 庙文化景区，传播受过皇封的药
王——汉代武将邳彤的事迹和对中药业发
展作出的贡献。修建了我国中药药业专题

性博物馆——安国中药文化博物馆，详尽
展示我国的中医药历史、安国的药业发展
史、药文化与人们的生活等。

在我省，很多地方和内丘、安国一样，
都依托其深厚的中医药文化，深入挖掘其
历史内涵，努力做大做强中医药相关特色
品牌，全面提升中医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从而更好地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

“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重要内容。”采访中，省中医药管理
局负责人说，为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播，我省
明确提出，加强扁鹊文化整理研究，提升扁
鹊文化节层次，打造我省中医药文化品
牌。强化扁鹊庙、药王庙、刘守真祠等中医
药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利用，将具有历史、文
化、科学价值的中医药类项目列入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在此基础上，还将深入挖掘全省及全
国名医大家、学术流派、民间传说等中医药
文化资源，组织创作一批中医药文化科普
创意产品和文化精品等，发展中医药文化
产业。

加强中医院中医药文化建
设，打造弘扬中医药文化特色的
主阵地

来到石家庄市中医院，门诊楼二楼的
中医药文化园——杏园，一队青年志愿者
正在随着舒缓的音乐应声起舞，他们神情
庄重、动作娴熟，沉稳中还透出几分洒脱。

“志愿者表演的是我们医院正在全市推广
的传统中医药健身项目——八段锦。”

杏园的装修风格古香古色，四周墙上
除悬挂有历代名医画像和事迹简介外，还
张贴满了中医药治未病、中医药养生方面
的科普知识宣传画。目前，石家庄市中医
院将环境建设与中医药文化宣教阵地和中
医药文化旅游景点建设结合起来，初步建
成了以杏园为中心的中医药文化整体布
局，吸引市民前来参观游览的同时，也促使
医院中医药服务能力大大提升。

“中医医疗机构是中医药服务百姓的
重要窗口，宣传展示中医药文化的主阵地，
也是百姓体验中医药文化魅力的重要场
所。”省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我省高度重视各级中医医疗机构内涵建
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中医药文化的传

承发展渗透到各个管理和服务环节，并持
续开展了中医药文化建设示范医院创建活
动，努力打造弘扬中医药文化特色的主阵
地，为广大群众营造浓厚中医药文化氛围，
全方位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

——打造宣传中医药文化新环境。很
多中医医疗机构充分利用地面、墙面、走
廊、场地等空间，以文字、图片、宣传画等形
式，宣传古代名医名药和传统中医药科普
知识，充分展示深厚的中医药文化。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都建设了独
具特色的“国医馆”。

——培养中医药文化宣教队伍。结合
各自的优势特点，几乎每所中医医疗机构
都组织专门人员，不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活动。石家庄市中医
院常年活跃着中医药文化科普专家队伍、
中医药文化演讲队伍、中医养生传统功法
带教队伍等，组织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游、
中医药文化走基层、八段锦推广普及等
活动。

——开发多种中医药体验项目。在很
多中医医疗机构，每年都要组织各种公益
活动，邀请群众体验耳穴埋豆、贴敷、拔罐、
刮痧、按摩等中医适宜技术；参观医院制剂
生产流程，并亲自体验制作中药香囊、中药
袋泡茶、中医膏方；品尝养生茶、学习八段
锦、五禽戏、养生桩等养生保健操。

据介绍，自2014年起，我省每年都会遴
选一批中医医院，开展中医药文化建设示范
医院创建活动，目前已有 21 家中医院建成
了示范医院。随着中医药文化的推广展示，
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中医药、了解中医药、
使用中医药，也越来越喜欢中医药文化。

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
用科普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寻
常百姓家

近日，省中医院“艾满人间，灸护人生”
科普活动在住院楼一楼大厅举行，人们既
可咨询艾灸相关知识，接受免费义诊，还可
直接到康复科体验艾灸疗法。

艾灸到底是什么？对身体有啥好处？
“艾草是自然界阳气最足的植物，灸是补阳
气最有效的方法。”该院康复科主任张振伟
介绍说，艾灸是一种纯中医外治法，艾灸补
阳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治病养生的精华所

在，但很多人对此并不是很清楚。“我们之
所以组织这样的活动，就是想让人们在参
与和体验中更多地了解中医药，认识中医
药，使用中医药。”

“艾满人间，灸护人生”科普活动，是今
年 9 月省中医院开设“健康超市”后举办的
一项具体活动。“健康超市”每周围绕一个
健康主题，选派各科专家，根据群众需求提
供专家咨询、养生指导、义诊体验、特色疗
法等中医药服务。

“像这样的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我省
每年要组织成千上万场。”据介绍，从 2014
年起，省中医药管理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了“百院千场健康大讲堂”活动，组织全省
百余所各级中医院每年开展不少于 1000
场中医药科普知识讲座。

除省里开展的活动外，全省各地各级
中医医疗机构也要开展不同形式的中医药
科普知识宣传，重点向广大群众讲解中医
药基本常识、中医特色疗法、中医养生保健
理念和方法等。

为搞好这项活动，省中医药管理局专
门组建了由高水平专家组成的省中医药文
化科普巡讲团，在每个设区市开展一至两
场中医药科普知识讲座。各地各有关单位
也根据实际情况遴选具有一定威望和影响
的中医药专家，组建巡讲专家队伍，在当地
群众中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

在此基础上，我省很多地方还开展了
中医药文化进乡村、进社区、进机关、进家
庭、进学校等活动，免费向群众提供义诊咨
询服务，推介中医药适宜技术，以喜闻乐见
的方式向群众普及中医药文化。此外，我
省还将中医药知识纳入了中小学传统文
化、生理卫生课程。

为拓展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省卫生
计生委、省文化厅、省中医药管理局还开展
了河北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工
作。日前，省中医院等 13 家单位被评为建
设河北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这些基地集中医药文化展示、体验、
传播于一身，既要搞好中医药文化的宣传
和教育，也给群众了解和认识中医药提供
了体验平台。”省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介绍
说，这是我省首次评选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育基地。此前，我省有 5 个中医医疗机构
被评为国家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数
量居全国前列。

□通讯员 周文平 记者 张淑会

在很多大型综合性医院，肛肠科绝对
是普外科里不受重视的“小”字辈，以致不
少人认为肛肠科天地太小，在肛肠科做医
生才能施展不开。

“很多人对肛肠疾病的认识仅限于痔
疮。”省中医院肛肠四科主任宋易华说，其
实不然，肛肠疾病小到痔疮、肛瘘、肛裂，大
到结直肠肿瘤，我们常见的就达 100 多
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受饮食结构变
化、生活节奏加快等诸多因素影响，肛肠疾
病发病率不断上升。

中医辨证论治整体治疗肛肠疾病

追溯中医治疗肛肠疾病的渊源，我国
是世界上最早认识肛肠病的国家，两千多
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肛肠病治疗经验。

“在治疗方面，中医分内治法和外治
法。”宋易华说，在内治法中，金元时期李东
垣提出的湿热风燥治则和朱丹溪补阴凉血
治则至今都在指导临床。在外治法中，唐
代就发明了盐水灌肠术，宋代已有了枯痔
钉疗法和痔结扎法，并有了痔瘘专科和专

家，明代发明了肛瘘挂线术等，成功解决了
肛肠病患者的难题。

“中医在治疗肛肠疾病方面，有着独特
的优势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出身中医世家
的宋易华，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医辨证论治
整体治疗肛肠疾病的探索研究，体质辨识、
把脉问诊、口服外敷、针灸⋯⋯坚持能中医
药治疗的就暂不推荐西医治疗方案，能不
手术的就力求避免手术。“中医讲先天之
本，后天调养。手术治疗是治标，中医药调
整体质缺陷才是根本，中药联合手术才是
标本兼治。”

“我院肛肠科是我省医疗行业建科较早
的科室之一。”省中医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建院初期，医院就建立了肛肠门诊，经多年
积累，肛肠科逐渐发展成为中医、中西医结
合治疗肛肠病的国家级重点中医专科。

随着患者日益增多，肛肠科由原来一
个科室发展为现在的四个科室，每个科室
都配有高水平的中医专家。就拿新成立的
肛肠四科来说，其学科带头人是有 20 多年
临床经验的中医专家宋易华，擅长中西医
结合治疗各型肠梗阻、顽固性便秘，痔、肛
裂、肛周脓肿、复杂性肛瘘，以及结、直肠肿
瘤等，其中电针联合中药治疗术后胃肠功

能紊乱等效果显著。

中医药特色疗法可减少肠梗阻手术

前不久，家住省会的王先生在胃切除
手术后，出现了腹胀、腹痛、呕吐，根本吃不
下饭。王先生跑了多家医院，均被诊断为
术后肠粘连，且都建议手术治疗。“刚刚做
过手术，我不想短时间内再次手术。”经朋
友介绍，王先生来到省中医院，想试试中医
药疗法能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仔细查问病史及诊脉后，宋易华根据
王先生的身体状况，对其实施了穴位电针
刺激、中药穴位敷贴等中医药特色疗法，其
症状很快有所缓解，再配合口服中药，经过
一段时间的治疗，王先生的病情明显好转，
也避免了再次手术。

肠粘连是肠梗阻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其中由腹部手术引起的粘连性肠梗阻占很
大比例。据介绍，目前防止肠粘连尚无有
效方法，其治疗也多采用西医手段，如禁食
水、胃肠减压、抗感染，纠正酸碱失衡及水、
电解质紊乱等，无效的仍要手术。

“中医学认为，粘连性肠梗阻是由于阴
阳失调、气机不畅致使肠道气血痞结，通降

失调，不通则痛，气滞则胀，气逆则呕。”对
此，宋易华坚持中医辨证施治，使用中医特
色疗法，如中药保留灌肠、中药穴位敷贴、
中药热奄包、引入电针刺激疗法等，帮助很
多肠梗阻患者解除了痛苦。

肛肠四科病房试点推行“无陪护”服务

近日，笔者来到省中医院肛肠四科病
房，整个病房窗明几净，50多位住院肛肠病
患者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照料下，逐
渐摆脱了疾病的痛苦。

住院看病，却没人照顾，这给医院和患
者都带来了不小挑战。基于此，该院肛肠
四科决定试点推行“无陪护”优质护理服
务。宋易华介绍说，“无陪护”服务，就是由
经过规范培训并取得相应资质的护理员，
在责任护士的指导和监督下，为患者提供
专业的优质护理服务。

对于护理员的责任，该院肛肠四科明
确规定，协助患者起床、洗漱，为患者打饭、
换药、敷贴，为患者整理床位、搞好病床卫
生，陪患者聊天，安抚患者情绪等。“老伴身
体不好，陪护对他来说太艰巨了。”省会退
休职工张女士说，她患有严重的痔疮和肛
裂，需住院治疗，但因无人陪护，她将手术
一拖再拖。直到得知有“无陪护”服务后，
才到这里接受了手术。

有了护理员的陪护，张女士吃饭、休
息、上厕所等都有专人管理，她和老伴对此
都很满意。据了解，省中医院将根据试点
情况，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以便更好地缓
解患者无人陪护、护理不专业等问题。

肛肠“小科室”里有大作为
——省中医院肛肠四科见闻

本报讯（通讯员沈正先）为推动指导我省中
医儿童医疗机构规范发展，日前，省中医药管理
局依据有关要求，组织制定了《河北省二级中医
儿童医院基本标准(试行)》，其中明确规定，二
级中医儿童医院的门诊应设置中医综合治疗
区，至少开展针刺、推拿、刮痧、拔罐等 6 类 30
项中医医疗技术。

根据该标准，我省二级中医儿童医院的住
院床位总数应在 100 张以上。临床科室至少设
急诊科、内科、外科、五官科、治未病科等5个以
上一级中医临床科室。每个病区均应设置中医
综合治疗室，中医综合治疗室应符合本科室“中
医医院临床科室建设与管理指南”和《中医医院
医疗设备配置标准（试行）》有关要求。医技科室
至少设置药剂科（中药房设置应达到《医院中药
房基本标准》要求）、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病理
科和手术室。职能科室至少设置医疗质量管理
部门、护理部、医院感染管理科、器械（设备）科、
病案（统计）室、信息科。

在人员配备方面，该标准规定，每床至少配
备 0.88 名卫生技术人员。医院中医类别执业医
师（含执业助理医师，下同）占执业医师比例不
低于 60%；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占药学专业技术
人员比例不低于 60%。病区实际每床至少配备
0.4名护士。儿科医师中中医类别执业医师的比
例不低于 70%，并应熟练掌握 100 首以上常用
方剂和儿科常用诊疗技术操作。根据工作需要
配备其他类别的执业医师。

该标准还对房屋建设、基本设备、病房每
床单元设备、信息化建设设备等提出了要求。
病房每床净使用面积不少于 9 平方米。中医综
合治疗区面积不少于 200 平方米，中医综合治
疗室面积不少于 20 平方米。至少配备 9 类中
医医疗技术设备，有与所开展诊疗业务相应的
其他设备。

本报讯（范俊利）近日，以“传承浊毒理论，
助推专科建设”为主题的首届李佃贵浊毒理论
传承与发展大会在石家庄召开，李佃贵教授以

《从浊毒理论，看中医未来》为题，为与会者详细
阐述了浊毒理论及中医发展趋势。

李佃贵教授在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上勇于
探索创新，创造性地提出“浊毒理论”，并使用

“化浊解毒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打破了萎
缩性胃炎伴不典型增生癌前病变不可逆转的传
统理论。他主持的全国首家慢性胃炎浊毒证重
点研究室，已成为中医中药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的重要科研基地，造福病患无数。2017年，他被
评为“国医大师”。

会上，来自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博士后郭刚
教授、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曹东义教授、
河北省中医院副院长王彦刚教授分别做了题为

《浊毒学说的思维创新》《浊毒化与化浊毒》《浊毒
理论在慢性胃炎的应用》的主旨报告。同时，有关
专家还就浊毒理论在原发性肝癌、肝纤维化、慢
性肾病中的临床应用及治疗方面的进展做了介
绍，并与大家进行了经验交流。

本报讯（张美美）近日，沧州中西医结合医
院传统医学科病房正式开诊，是我省首家以中
医特色治疗为主的中医经典病房。

据介绍，传统医学科以弘扬中医国粹、中医
经典理论，造福百姓为宗旨，集全国名老中医各
家经验，提出“和阴阳、重防变、怡情志、护脾胃、
参中西、消癌瘤”的肿瘤治疗理念，坚持以“中医
辨证、西医诊病、内调外治、中西汇通”的诊治方
针，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针对内科常见疾病展
开综合防治。传统医学科病房采用中药内服、中
药膏方、中药灌肠、中药熏洗、中药雾化、中药离
子导入、针灸、耳穴埋豆、穴位贴敷、热奄包、砭
术疗法、烫熨疗法等传统中医药技术项目，内调
外治，促进疾病康复。

本报讯（赵强）日前，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河北省首届名中医
张士舜专著《医学参西衷中录》第一卷肿瘤篇新
书发布会在石家庄市举办。

《医学参西衷中录》是张士舜 55 年肿瘤治
疗临床经验的总结，其核心理论是张士舜在传
统辨证论治基础上提出的辨病理论治、辨证论
治和辨病位论治相结合的“三辨论治”理论框
架。《医学参西衷中录》第一卷肿瘤篇介绍了 21
个常见肿瘤病种“三辨论治”理论框架，以及数
百个据有循证医学证据的经验用药，论述深入
浅出，浅显易懂，方便临床医生及学院学生学
习、查阅及使用。

据介绍，2016年8月6日，河北省科技成果
转化服务中心组织，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和知识
产权局支持，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等单位的7位
专家，对“三辨论治”治疗晚期肺癌临床应用研究
进行了鉴定。鉴定委员表示，“三辨治癌”疗法治
疗比单纯辨证论治疗效更好，生存期更长。

首届李佃贵浊毒理论
传承发展大会在石召开

张士舜新书《医学
参西衷中录》发布

我省首家传统医学科
病房在沧开诊

11 月 22 日，石家庄市
中医院举办中医药健康行
冬季惠民活动，由医院膏方
专家向参与群众现场讲解
冬季养生保健的中医药知
识，展示和介绍医院特色成
膏。

此 项 活 动 将 持 续 到
2018 年 1 月 18 日。其间，
石家庄市中医院将推出五
大惠民措施：到参与活动科
室贴敷或开膏方收普通诊
查费，开膏方患者凭门诊收
费单赠送本草热敷盐枕一
个，每周四举办冬季养生体
验、教做养生粥活动。此
外，还将组织两期八段锦学
习班、10场冬季养生讲座。

段晓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