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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是一个既古老又前沿的命题，体现了中医学先进和超前的医学思想。
中医学的理论奠基之作《黄帝内经》，最早提出“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

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此后，历
代中医名家对“治未病”不断继承创新。

200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启动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目前，我国有
173家“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单位。中医“治未病”服务即将纳入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范围，中医药技术和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儿童、孕产妇、老年人等健
康管理中。

郑州市中医院，作为一家三级甲等中医院，一直致力于推广“治未病”。早
在2009年，该院就成立了“治未病”科。经过5年来的发展，该院“治未病中心”
颇具规模，服务对象拓展到亚健康人群、健康人群，服务范围涵盖“医疗预防，
养生保健，康复防变”等方方面面，中医药各项工作都走在全省中医院前列。

这几天，市人大代表、市中医院院长刘宝琴，所想所思所谈都与中医
“治未病”密切相关，在代表、委员中卖力地“推销”她的中医药理念和见解。

积极推广“治未病”
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郑州市中医院积极构筑中医预防保健康复体系
本报记者 汪辉 通讯员 张乐 路瑞娜

这是一组令人震惊的数字。
2010年，我国慢性病卫生费用占

卫生总费用的 70%，高血压患者人数
已突破 3.3 亿，18 岁及以上居民高血
压患病率为 33.5%，60 岁及以上老人
高血压患病率为66.9%。

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年龄≥20
岁的中国人群中，有 9240万成年人患
有糖尿病，有 1.482 亿人处于糖尿病
前期。

2013年11月世界防治糖尿病日，
WHO和 IDF（国际糖尿病联盟）宣布，

全球糖尿病患者已达到3.2亿，每年导
致510万人死亡。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日益提高和中医药文化建设不
断推进，慢性病不断增加，加速了医
学模式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观念和诊
疗思维发生了根本变化，回归自然、
重视传统医学已经成为世界潮流。”
刘宝琴表示，以城市化、工业化、国际
化和人口老龄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
带给人们丰富物质享受的同时，其
快节奏、高负压也给健康带来了更

多新的问题。由于运动缺乏、不良
生活习惯、不平衡膳食、工作生活压
力、环境污染等因素引起身体机能
下降，各种慢性病的发病率呈“井喷
式”上升，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
主要因素。

“我国慢性病的井喷式爆发，比医
学界的普遍预测整整提前了 20年，如
果不加干涉，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
想。”刘宝琴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
医防重于治的传统理念，无疑具有更
为积极的意义。

环境宜人的治未病中心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领导在该院观看远程会诊

温馨服务

市中医院院长
刘宝琴

如何推广中医“治未病”？刘宝
琴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思路。

“鉴于‘治未病’的巨大价值，应
该作为一个健康工程进行推广，不
过这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需要全
市医疗机构的共同参与。”刘宝琴
说，在这方面，甘肃省的成功经验值
得借鉴。

逐步建立中医“治未病”预防保
健康复体系，在中医医院设立中医

“治未病”指导机构，在县级以上卫
生监督机构设立中医药监督科。

不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在县、区级中医院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设立中医“治未病”科和中医

“治未病”推广专员，配套医疗设备，
形成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服务三级
网络，充分利用中医医疗联合体，郑
州片医，网络平台等服务模式，上下
联动，多渠道推广“治未病”工作。

按照中医药“未病先防，已病防
变，瘥后防复”的治未病理念，坚持
以预防为主，针对中医药基本知识
与技能，向城乡居民提供中医药健
康教育、科普知识、饮食起居、文化素
养、情志调摄、食疗药膳、运动锻炼的
宣传与咨询服务，开展中医药预防保
健、康复养生、体质辨识、健康评估、
健康干预、中医传统疗法服务和中医
治未病公共卫生人才培训。

同时，对市民进行健康普查，针
对普查的具体问题，给予生活方式、
情志、膳食养生等指导，提供中医调
理方案，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

“健康问题是公众越来越关注
的问题，当下最重要的是要让对生命
的认知、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认知在群
众中得到普及，使人人都树立健康观
念”，刘宝琴表示，医院今年也要转变
观念，由以疾病为中心逐渐调整到以
健康为中心，在重视疾病治疗的同
时，更要重视疾病的预防，建立防治
结合的健康管理体系，真正
做到将疾病关口前移。

这是一项崇高的荣誉。
2013年，郑州市中医院“治未病”

中心，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首批
承担中医药预防保健及康复与临床服
务能力建设项目的试点单位，获得了
国家中管局科研课题 150万元的资金
支持。

这一褒奖源于郑州市中医院在推
广“治未病”工作方面不遗余力，成效
显著。

2013年11月6日，中原报业传媒集
团大厦3楼的多功能会议厅内，100多名
记者编辑，跟着演讲的刘宝琴，一起做
着各种简便、易行、有效的工间健身动
作。在第14个记者节到来之际，郑州市
中医院医护工作者来到中原报业传媒
集团，为编辑记者们送来一堂主题为

“记者，记着健康”的义诊与健康讲座。
这台形式生动活泼、内容丰富的

健康讲座，在新闻单位引起了强烈反
响，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大关注。不
少单位见到报道后，纷纷想邀请该院
前来开展健康讲座。

这台健康讲座与义诊活动，不过
是郑州市中医院持续推广“治未病”，
向社会普及中医健康教育、普及疾病
防控活动的一部分。

2013年以来，医院坚持开展中医
养生保健体验活动，全年共举办 20多
场次，惠及民众3000余人次；医院全年
开展健康讲座52次，义诊44次，参与群
众达10200余人次；医院自编康氏脊柱
保健操，举办77次推广活动，并将该保
健操制作光盘，受益群众近万人，得到

国家中管局高度认可；为了方便群众，
医院还开展中草药快递服务。

2014年 1月 17日，郑州市中医院
启动了“走基层、送健康——医疗服
务进农村义诊活动”。刘宝琴说，该
活动将贯穿全年，利用周末和节假
日，把简便廉验中医药服务送到医
疗资源和设施较为薄弱的农村。

同时，在市卫生局的大力支持
下，该院还组建了河南省首个“区域
中医医疗联合体”，目前涵盖了 27 家
中医医疗机构；成员单位资源共享，
实现医联体内互联互通、优势互补；
借助 YY 语音平台开展郑州市中医
中药培训课堂 33 期，受众社区医生
近千人，有效地促进基层中医诊疗
共同发展。

这是一个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200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

国启动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
2008年，“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

启动。
2009年6月，《国务院关于扶持和

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
布实施，成为指导我国中医药事业科
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010年，“中医针灸”成功列入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11 年，《黄帝内经》和《本草纲
目》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2012年4月，《关于促进中医药服
务贸易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意
味着我国将用5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完
善中医药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基本建
立起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中医药
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和国际营销体系。

2013 年 10 月，国务院出台的《关
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把中医药融入国家发展健康服务业大
框架中，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2014年 1月 9日，《中医医院中医
药文化核心价值读本编写指南》印发。

……
而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卫生计生

工作会议上，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
提出“完善中医药发展政策和机制，推
动中医药事业发展”，其中包括“推进中
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和服务网络建设”。

刚刚召开的河南省中医工作会上
指出，2014年全省中医工作任务是，深
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及持续推进

“五大提升工程”，不断完善中医事业
发展政策和机制，加强各项制度建设，
争取优惠政策，凝聚优质资源，不断提
升全省中医事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国家层面更加重视中医预防保
健的作用，意味着中医‘治未病’的理
念将会逐步深入人心。”刘宝琴说，长

期推广中医“治未病”，培养健康生活
方式建立网络体系，服务百姓健康，将
逐步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降低医疗
支出，极大地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这是
一件泽被后世的大好事。

有关调查显示，中医药在公众心
目中已有了相当稳固的地位，88%的
群众都有过中医接触经历，超过 30%
的受访人群生病后会首选中医作为治
疗方式，青年人群对中医药的关注、认
知和接受程度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与此同时，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
日益提升，中医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重视。目前，已有 80多项
中医药项目被文化部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中医药已传播
到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服
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宝琴认为，无论国内、国际，如
今中医药传承创新都将迎来一个千载
难逢的发展机遇。

振奋：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躬行：不遗余力推广“治未病”

传播：构建“治未病”健康工程

堪忧：慢性病“井喷”态势

郑州市中医院
“治未病”科

该科技术力量雄厚，人才配备现有副主任
医师 1 名，中医研究生 3 名，按摩推拿师 3 名，
主管护师 1名，护师 1名，护士 2名。科室主任
张宏兼任河南省中医、中西医结合脾胃专业委
员会委员，曾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三附院进修。
开展有常规健康体检、中医体质辨识体检、动
脉硬化测定、中医药调理门诊、传统疗法门诊、
健康评估管理、中医体质与膏方养生等工作。
积极倡导“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的
治未病理念，集以中医养生、健康保健、健康教
育为一体，具备中医药特色优势，中医药服务功
能的科室。

目前拥有常规健康体检、中医体检部，中医
药调理专家门诊，传统疗法干预部三个部。中
医体检：包括中医体质辨识和中医经络检测。

中医体质辨识是根据我国汇集名老中医
“望闻问切”的经验，所继承创新出的一种中医
辨识人体健康状况的诊疗方法。中医认为，人
体的体质是先天禀赋和后天调养相结合、机体
生理功能与自然规律变化相适应的综合表现特
质，表现在“生、长、壮、老、已”的生命活动过程
中。中医自古是以生命个体为出发点，通过对
体质的辨识，探究不同体质类型与疾病的关系，
对其体质特征采取相应的中医药“三因制宜”的
疗法措施，来调整阴阳五行、脏腑气血津液的功
能失调，从而达到预防疾病和四季养生的功效。

中医经络检测是运用高科技生命全息象定
位检测技术，与古老的中医经络学说相结合，通
过对人体十二经络特定穴位经气的探测，从而
了解人体脏腑功能、气血盛衰、新陈代谢、精神
状态等指数；以及心脑血管、消化呼吸系统、内
分泌免疫系统及肝肾功能等人体各方面的健康
指标，因此为临床提供了有利的诊疗依据。中
医经络检测具有弥补西医理化检查的不足，突
出中医诊断疾病的优势，是一项中西医相结合
的有效诊病方法。

郑州市中医院
中医特色治疗手法

1.子午流注针法

遵循四季自然变化，结合阴阳五行的生克
乘侮关系，运用天干、地支理论，推算人体经络
气血与每日十二时辰变化的相关性，了解五脏
六腑功能、经脉气血变化与其相应经络穴位的
应时开阖规律，运用中医的辨证，及时实施针灸
的迎随补泻调理治疗，使脏腑功能失调、气血盛
衰得到纠正，机体恢复健康。该针法适用于一
切针灸治疗疾病，特别对一些疑难慢性顽症，往
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并具有施针安全、应
用范围广、适用病种多、疗程短、效果显著等优
点，为一种临床较好的治疗手段。

2.透灸疗法

透灸既含有量，又含有其透达肌肤，疏经通
络，调节气血的作用，故提出“透灸”这一名词。
透灸法在施灸时，要求灸感透达至深部组织。
在施灸的过程中，局部会出现肌肉的跳动、瞤动
或局部有舒适感、胀痛感、沉重感、痒感等而后
有潮红、汗出，最后在潮红的基础上会有红白不
均匀的花斑出现，这是在运用透灸方法时机体
所做出的反应。透灸时，强调以灸后病人的感
觉和机体的反应为标准，这种方法比一般灸法
的灸量大，热力可以透过深部肌肤，无痛苦。透
灸法适用于消化系统疾病、颈肩腰腿痛、失眠症
等，具有疗效确切、安全可靠等优点，不失为一
种无毒副作用的行之有效的疗法。

3.中药熏蒸

是指利用热蒸化原理把中药气化后熏蒸机
体，使中药的有效成分透过肌肤直达腠理、四肢
百骸，从而达到疏经活络、行气活血、散寒除湿、
消肿止痛等功效。临床应用于因气血不足、营
卫失调、气滞血瘀、风寒湿阻痹等病因所致的肢
体麻木、手足寒凉不温、四肢关节肿痛、颈肩腰
腿痛等病症。多年临床实践证明，中药熏蒸疗
法作用直接、疗效显著、适应症广且无毒副作
用。在改善四肢微循环的同时，使药力经皮肤
直达五脏六腑，起到滋润肌肤、补益气血、健脾
益肾、祛风散寒除湿的功效，是“治未病”养生保
健的好方法。熏蒸的同时，根据不同的体质配
合相应的药茶，调理身体。

4.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是以预防和控制疾病发生与发
展，降低医疗费用，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针对
个体及群体生活方式相关的健康危险因素，通
过系统的检测、评估、干预等手段持续加以改善
的过程和方法。基于客户的健康体检结果，建
立健康档案，给出健康状况评估，并有针对性提
出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处方），由健康管理师
提供一对一咨询指导和跟踪辅导服务，使客户
从社会、心理、环境、营养、运动等多个角度得到
全面的健康维护和保障服务。

5.足浴按摩疗法

现代医学认为：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脚
具有无数的神经末梢与大脑神经中枢紧密相
连，经常足疗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促
进新陈代谢，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神奇效
果。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均在脚上有相应
的反射区，脏腑气血功能变化均在足部有所表
现，中医历来都非常重视足部保健与治疗。该
院在继承足疗的传统疗法基础上，运用中医体
质辨识和经络测定，随之辨证的运用中药足浴
熏洗、按摩点穴推拿等调理治疗，起到促进气血
运行、调节脏腑功能、舒通经络百脉、增强祛湿
排毒等功效，从而达到扶正祛邪、活血化瘀、滋
补元气、防病治病、保健养生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