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邮编：050013 总编室：0311—67563100 广告发布编号：13010020170004 河北日报广告业务部：0311—67563302 67563303 2024年度定价：536元 印刷：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12 聚焦中医药 2024年2月7日 星期三
视觉编辑：张克峰

省中医院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病证辅助诊疗平台初步搭建完成

AI+诊断赋能中医药传承创新

名中医下乡送医传技 百姓家门口享优质服务

河北省“名中医走基层”活动惠及百余万群众

以岭药业荣获2023
中医药研发突破奖1月 25日 8时许，河北省中医院门诊

楼 4 楼的李佃贵名中医传承工作室门口，
5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来找国
医大师李佃贵看脾胃病。

排队等候中，不时有患者被安排到工
作室门口的一台“机器”前“就诊”，这
也引起了其他患者的好奇。

“阿姨，您把头放在这个固定位置，
注意往正前方看，我们采集一下您的面色
信息。”年轻医生边在电脑上操作“智能
云中医”系统，边指导前来看病的郭女士
在“机器”前摆正头的位置。

很快，一张高清面部照片就拍好了。
根据照片上的信息，该系统立即给出了郭
女士的面色数据采集报告。

“好了，您伸出舌头。”
“再卷起舌头。”
和采集面色数据一样，系统也完成了

郭女士的舌象信息采集。
接着，年轻医生在郭女士的左手腕上

戴了一个小小的设备。“这是用来检测脉
搏的，和医生把脉诊断一样。”

说话间，电脑屏幕上便出现了一个类
似心电图的脉搏图。

“望”“切”之后，该系统开始“问
诊”，郭女士回答了系统里提出的与自己
病情相关的所有问题，共12页。

完成了“望”“问”“切”流程，年轻
医生轻轻点击了系统中的“CAG 辅助辨
证决策平台”图标，系统立即根据大数据
分析，给出了郭女士一套详细的中医治疗
方案，包括“建议处方”“中成药”“中医
特色疗法”等。

这波操作让在场的很多人感叹不已，
有患者表示，“传统中医的现代化味越来
越浓，希望这个治疗方案能和国医大师李
佃贵的一样。”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
展和人们健康观念的转变，现代中医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将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科技相
结合，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支撑传统中医的

‘望闻问切’诊断方式，实现诊断程序的
标准化、数据化、智能化，一直是我们关
注和探索的问题。”省中医药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为了推动我省中医药定量
化、标准化、数字化“三化”研究，他们
以小切口回答大问题，在省中医院选择了
以慢性萎缩性胃炎 （CAG） 系统化研究
为切入点，结合国医大师李佃贵有关
CAG的治疗思想，研发制定CAG相关规
范标准、特效新药、诊疗系统。

2023 年 ， 省 中 医 院 与 有 关 企 业 合
作，开展了 CAG 中医病证辅助诊疗平台
的开发研究工作。这是省中医院承接河北
省中医药“三化”研究的项目之一。

为什么要选择慢性萎缩性胃炎？省中
医院有关负责人解释，省中医院脾胃病科
自创立以来，聚焦消化系统多发病、疑难
危重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是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
科、重点学科、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依
托科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疑难疾病

（溃疡性结肠炎） 中西医协作项目试点单
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慢性胃炎 （浊毒
证） 重点研究室的依托单位，国家中药新
药临床试验基地，河北省中医胃肠病研究
所的临床实体单位等，“诊疗经验丰富，
门诊患者量大，有利于平台建设。”

为了顺利推动这项工作，省中医院专
门成立了“三化”研究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组建了由临床、中医、
信息、药学等多学科专职科研人员组成的
项目专班，成立了由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
等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指导方案论证、
优化完善。全院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发
力，有序推动研究工作开展。同时，医院还
优化并扩大了基础设施环境，积极争取科
研立项，广泛吸纳专家意见，不断优化研究
方案，保障项目研究进展。

在此基础上，省中医院还采取“请进
来，走出去”咨询调研方式，多次邀请中国
中医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
湖北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知名专
家对项目进行深入指导，吸纳最新研究思
路方法，从而提升研究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据介绍，目前，该平台 1.0版本已初

步搭建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病历收集验
证。通过建立 CAG 病例数据库和知识
库，中医病例大数据分析，以及“症—面
—舌—脉”信息采集，初步实现了 CAG
病证辅助诊断和治疗支持。

“一上午，国医大师李佃贵一点儿没
休息，接诊了 40 多个患者，仍有很多患
者要等候。”省中医院有关项目负责人
说，建立 CAG 平台，也是要解决这一问
题。AI 实际上就是医生的大脑、医生的
字典，相当于有一个“活”了几百年甚至
上千年的医生坐在你边上，只要把“望闻
问切”这些前端的事做好，然后将数据输
入系统，系统会出一个辅助的诊断和辅助
的治疗方案，国医大师在这个基础上再进
行修改，形成最终的诊疗方案。这个辅助

诊疗平台可以实现以下两个目标：一是传
承大师的经验，复制并推广大师诊疗萎缩
性胃炎的方法；二是辅助中医人才培养和
名中医经验传承，惠及广大患者。

下一步，省中医院将不断扩充 CAG
病例数据库，优化完善系统方案，努力推
动 AI 诊疗用于老百姓的诊断服务。同
时，将以慢性萎缩性胃炎系统化研究为切
入点，加快中医药定量化标准化数字化研
究进度，拓展中医药定量化标准化数字化
研究领域，开展中医药特色技术规范化研
究，形成 1+X 研究体系，研发制定规范
标准、形成特效新药及智能诊疗系统，更
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健康，促进中医药事业
传承创新发展。

（文/张淑会、高若琳）

2023 年 12 月 19 日至 20 日，我省 9 位
省市名中医来到成安县中医院和有关乡镇
卫生院，免费为患者把脉问诊、提供健康
指导和就诊建议，并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
积极向基层医生传授技术和经验，宣传普
及中医药知识。据悉，这是 2023 年以来
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中医药发展中心开展
的第8场“名中医走基层”活动。

一直以来，我省中医药系统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
工作要求，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埋头苦
干、恪尽职守，涌现出了一大批医德高
尚、医术精湛、行业认可、群众信赖的名
中医。为了利用好、发挥好名中医的作
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2023
年，省中医药管理局结合主题教育，启动
了“名中医走基层”活动，并计划用3年
时间组织省市名中医走进所有脱贫县，向
群众提供优质中医药服务。

为了增强活动的影响力和群众的获
得感，活动前，省中医药发展中心根据
省中医药管理局的要求，就基层的实际
需求进行了深入调研，并结合群众关切
的健康问题，制定了详细的活动计划和
方案。

有针对性地安排医生，组织活动内
容。在平山县举行的首站活动中，省中医
药管理局、省中医药发展中心结合当地群
众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安排了心、脑、
肾、脾胃、妇科、皮肤科以及骨伤、针灸

等多个方向的8位省市名中医以及临床专
家，为基层群众免费义诊。而在赞皇县曲
江村的活动现场，则针对当地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以及腰腿病患者比较多的实
际，邀请心脑血管、内分泌以及在针灸推
拿、康复等方面经验丰富的专家，给村民
们把脉问诊，现场教授简便易学的康复
操、健身操。

不仅仅是免费义诊。在每站活动中，
专家们还结合当地医疗机构的不同情况，

开展查房、带教、培训、病例讨论等活
动，手把手向基层医生传授中医适宜技
术、中医疗法，提升基层卫生机构的中医
药服务能力。在第三站滦平县中医院的活
动中，毛宇湘、何立、赵永辰、王鹏等4
名省市专家分别就慢性胃炎诊疗思路与方
法、面瘫病的特色治疗、老年病诊治进
展、脊柱退行性疾病的中西医循证诊疗等
内容，对县、乡两级中医药人员进行了专
业技术培训。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中医药文化
提倡的“未病先防”的健康理念深受群众
欢迎。对此，宣传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
成了每场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了使健康科普更有针对性和实用
性，每场活动前，省中医药发展中心都要
和专家们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设计，并以
现场互动、医生演示、网络直播、线上线
下结合等多种方式，进行推广宣传。在曲
阳县中医院的活动中，来自河北省中医
院、河北大学附属医院、保定市第一中医
院、保定市中医院的8位中医专家齐聚恒
山公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就支原体肺
炎、小儿肥胖、心脑血管疾病、血糖测
量、冬季养生等话题进行科普讲座，并与
观众交流互动，提供健康指导和就诊
建议。

此外，在涿鹿县举行的第四站活动期
间，省中医药管理局还启动了河北省中医
药健康文化“贴心进万家”活动，向广大
群众积极宣传推广中医药文化，弘扬民族
瑰宝。

据介绍，2023 年，河北省“名中医
走基层”系列活动共组织了 72 位省市名
中医，先后赴平山、滦平、内丘、成安等
8个县，帮扶指导县级中医专科41个，培
训基层中医药人员 1500 余人，现场诊疗
患者 2500 余人，同时采取线上线下方式
开展健康科普宣传，受益群众超百万。

（文/田艳勋）

近日，由中国投资协会、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主办的2024投资者嘉年
华活动在北京召开。依据过往一年公司股票表现和公司产品的市场影
响力，本次活动首度颁出系列“沃伦奖”，以岭药业凭借在创新研发方面
的卓越表现荣获“2023中医药研发突破奖”。

作为中国中药领军企业，以岭药业始终不遗余力地投入研发，其首
次系统构建了络病理论体系，形成了“理论—临床—科研—产业—教
学”五位一体的独特运营模式，并先后承担 6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
计划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6项国家科技大奖。以岭药业
建立了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络病理论创新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持续为科技人才厚植土壤。

过去5年里，以岭药业研发费用分别为3.17亿元、3.91亿元、6.54亿
元、7.92亿元、10.32亿元，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26.63%（同期营收的复合
增长率为21%)。在理论与科技结合之后，以岭药业开始源源不断地输
出中药创新产品。

截至目前，以岭药业已研发了连花清瘟胶囊/颗粒、通心络胶囊、八
子补肾胶囊等 10余个创新专利中药，其中在心脑血管、感冒呼吸系统
疾病用药领域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2020年至2023年4年时间里，以
岭药业斩获益肾养心安神片、解郁除烦胶囊、连花清咳片、通络明目胶
囊4个新药。

2023年10月，世界顶级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刊登了
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中药研究，《中国通心络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临床
疗效——CTS-AMI临床随机研究》。这一研究结果显示，中药通心络可
显著改善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的30天及1年临床预后。
该研究入选 2023 年度十大医学新闻、2023 中国心血管病学领域十大
亮点。

在此之前，“中医脉络学说构建推动微血管病变防治”入选新时代
中医药标志性科技成果（2012—2022），名列第一大类别“中医药新学说
新学科形成”首位。 （文/孙阳）

1月5日，“健康家园”联盟单位建设行动启动部署大会在河北省中
医院举办。

据介绍，该行动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中心，以科技数据信息化为
支撑，以培树生命健康意识为目的，将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实行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中西并重三大举措，做好院前预防、院中治疗和院
后指导全链条服务，形成政府主导、单位建设、社会参与的共建共享格
局，通过“健康驿站”等形式，建设全省示范“健康单位”，继而建设“健康
社区”“健康家庭”，打造具有河北特色的全民健康服务模式，推动健康
中国、健康河北建设落地见效。

“近年来，省中医院高站位、顾大局，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和健康河北建设工作部署，关注‘一老一小’‘青少儿
脊柱侧弯防控’民生工程，向党和人民交出了满意答卷。”省中医药管理
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凯表示，希望省中医院继续发挥好公益性，聚焦当
前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突出问题，完善从慢性病的预防、高危人
群筛查到早期诊断、规范治疗以及康复服务一体化的全流程管理。注
重总结工作开展中好的做法和经验，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为河北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作出新贡献。

“多年来，医院积极创新健康服务新模式，实施全院治未病工程，形
成‘一老一小’为主特色全生命周期服务。此次行动以健康单位联盟建
立为依托，以15项具体服务为载体，旨在将中医药发展成果融入群众的
健康生活。”省中医院党委书记孙士江致辞中表示，这是一项全院全员的
健康行动，全院医务工作者要当好活动的宣传员、健康教育的讲解员、提
供专业技术的服务员，实施过程要运转有机制、管理有举措、服务有专
员，努力擦亮主动健康服务品牌，在健康中国落地生效中引领示范。

据介绍，2024年，省中医院将全面建设“健康家园”联盟单位，并遴
选试点，依托单位职工之家建设“健康驿站”，为其配备中医药干预器
具、血压计、急救小药箱、健康膳食图等。同时，将继续面向职工及家属
开展系列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服务，包括10项基础健康服务以及15项
特色健康服务。

10项基础健康服务包括：为职工建立年度衔接、完善的健康档案；
医院每周固定一天为健康开放日，各专科均有副高以上医师出诊，凭

“健康家园”联名卡，可享受相对便捷的就医通道；对上传的个人体检报
告，集合全院专科医师在72小时内出具多学科综合检后干预方案；根
据个人家族病史、现病史等量身制定中医养生个体化干预方案；对疑难
病症，可提供3位副高以上资深中医专家问诊的预约服务；可为健康联
盟单位提供三九贴、三伏贴等团体预约上门服务及中医外治惠民活动；
对卒中、骨伤人群提供远程专业化康复指导；帮助联系院内门诊陪诊、
住院患者家属无陪护服务；帮助分诊到相关专科，由专科人员协助办理入
院；建立健康管理员服务机制，临床各科设立“健康家园”健康联络员，保
障服务有体系，运转运行有机制，服务有专人。

15项特色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合理膳食行动、健康
运动行动、实施控烟行为、心理健康促进、健康环境促进、妇幼健康促
进、青少儿健康促进、职业健康促进、老年健康促进、心脑血管疾病防
治、癌症防治、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糖尿病防治、传染病防控。

（文/周文平、刘星）

1月12日，由中华中医药学会、河北中医药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五届
燕赵医学讲坛，在河北中医药大学杏苑校区举行。

本届讲坛特别邀请河北中医药大学李澎涛荣誉教授、北京中西医
结合医院王宁元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赵进喜教授、北
京慈方中医馆贾海忠教授，作主旨报告。近400名师生参加，现场聆听
学术盛宴。

燕赵医学讲坛由河北中医药大学创办，旨在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引导科研工作者在燕赵医学流派研究领域开展高水平研究，培养中
医药科技创新人才，提升学校科技发展水平，打造有影响力的学术交流
平台。

会议期间，王宁元教授以“无之必不然——经方腹诊概要与燕赵腹
诊经验实录”、赵进喜教授以“《伤寒论》三阴三阳辨证方法与中医现代
临床”、贾海忠教授以“融合医学实践中的困惑与突破”、李澎涛教授以

“中国哲学文化在燕赵医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为题，分别从经方经典、
临证治验、学术创新、文化传承等多角度较为系统地分享了各自的理论
观点和临证经验以及对中医奥理的深邃洞悟。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
紧密联系临床，主题鲜明、思维活跃、内容丰富、精彩纷呈。会议学术氛
围浓厚，广大师生反响热烈。 （文/王潇）

省中医院“健康家园”
联盟单位建设行动启动

第五届燕赵医学讲坛
在河北中医药大学举行

国医大师李佃贵（左一）在为患者把脉诊病。 高若琳摄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
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如何把老祖宗的智慧充分挖掘出
来，并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加以保护、传
承，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为了回答这
一时代课题，2023年以来，河北省中医
药管理局等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及省领导有
关指示要求，启动了中医药定量化、标
准化、数字化“三化”研究，积极运用现
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推动传统中
医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奋力
开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三化”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在
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什
么样的困难与挑战，如何用“三化”思
维 推 动 我 省 中 医 药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针对大家关注的问题，笔者进
行了跟踪调查，敬请关注。

患者在省中医院CAG中医病证辅助诊疗平台上体验“就诊”。 高若琳摄

河北省“名中医走基层”活动走进保定曲阳县。 田艳勋摄

关注中医药“三化”研究①

【阅读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