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2月25日 星期四

15
编辑 祝瑞 校对宋院红

提到中医，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一把草药
一根针”“一举一动慢吞吞”。殊不知，市中医
院从未停止过开拓创新。

人们需要什么，他们就努力给什么。除了
“名医、名科、名药、名术”，医院还在提升服务
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疾
病优化治疗为导向，围绕防治结合、中西结合、
针药结合、内服与外治结合、治疗与早期康复
结合开展多学科一体化服务，简化了诊疗流
程，降低了医疗费用，提高了疗效。

为了肩上那份“弘扬中医”的责任，医院承
办了“郑州市中医经典讲坛”，邀请中医大家讲
授《黄帝内经》《伤寒论》；开展“学经典、精医
术”征文活动，固本强基，提高医师水平；每月
举办市民体验日，把草药房搬到广场上，让百
姓掌握常用中草药的常识，把医院的各种药茶
让大家尝尝；“名中医团”“专家讲师团”，到社
区、院校和村镇，把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给大
家讲讲。仅 2015年，专家团义诊、巡讲 200多
次，受益群众数万人。

实行信息化，让就诊更便捷。医院与银行
合作，推出银医“医卡通”，一张卡片记录电子
病历、处方、检查单、检查结果，储值后可实现
检查、取药窗口自助交费，检查报告自助打
印。此外，医院还在门诊大厅、功能科大厅、化
验窗口、取药窗口安装多台自动查询充值设备
及胶片、报告打印设备，安排志愿者协助患者
操作。从此，就诊不用再拿着精心保存许久的
病历本，不用再各诊室、检查室间来回奔波，不
用再排长长的队，只要手持卡片，坐在候诊区
安心等待叫号即可。从市民脸上的微笑，可以
看出他们心中的满意。

互联网时代，有句话叫“人群在哪里，我们
就在哪里”。作为一家 58年的老牌中医院，郑
州市中医院思想很“潮”，早早地抓住移动互联
网机遇，试水“微”服务。2015年 4月 30日，郑
州市中医院微信服务号“郑州市中医院”正式
上线。通过 10 天的红包游戏，粉丝一下增至
6000 人。活动结束后，粉丝数量依然持续上
涨，秘籍就是：这个服务号，真正开通了诸多服
务功能。在反复思量后，医院率先将后台与
HIS系统互联，实现了预约挂号、缴费、排队、
查询、咨询的功能。市民在微信服务号注册
后，使用“医卡通”就诊，缴费后自动提醒排队
序列；检查结果出来后微信自助发送通知；卡
内余额不足时，可以使用微信缴费；开设家庭
账户功能，一个微信号可以管理五张“医卡
通”，在外地也可为父母、家人预约就诊。此
外，医院借鉴微商模式，实现部分中医体检诊
疗项目、特色保健产品的微信支付。

他们还不满足于此。在内部管理上，医院
开通企业号，及时推送通知，定期发送简报及
文件，推动无纸化办公，节省能源。在借鉴了
江浙医院的先进经验后，他们还计划开展微信
实时导诊，不仅包含位置导诊，还有专家推荐、
症状导诊。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是全面
推进健康郑州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关键
之年。郑州市中医院将主动适应新模式，以专
病建设为切入点，以突出特色为着力点，以协
同创新为提高点，适医改、调结构、促发展，将
充分挖掘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这一独特
的卫生资源，积极构建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
努力打造区域性中原中医药医学中心，让人民
群众享受更多的优质中医医疗服务。

国家级重点专科脑病科——
构筑脑梗塞超早期溶栓绿色通
道。急性期——手术、微创、介
入、中药，提高抢救成功率。恢
复期——“中原帖式飞针”，原创
功能针刀治疗神经系统损伤引
起的痉挛、上肢和手功能障碍、
异常步态、吞咽障碍、言语障碍
临床效果显著。

国家级重点专科心病科——
构建心血管疾病的中医药预防、
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体系；高
龄、复杂冠心病介入治疗技术,
开通率达国内领先水平，国际高
端技术血管内超声技术，提高心
血管疾病的诊断治疗水平，研制
开发多种院内中药制剂，降低冠

脉支架术后再狭窄，冠脉内应用
参麦注射液防治急性心梗介入
术后无复流。

国家级重点专科儿科——
“妇儿一体、母子同调”，早指导、
早干预、早治疗，关注母婴身心
健康。开展小儿外治疗法、心理
疏导、健康宣教，得到家长认可。
率先开展全年龄段的儿童肺功能
检测，提高诊疗技术能力。

“治未病”中心——构筑防
治结合的终身健康管理体系，建
立“四季五部”健康管理平台，积
极倡导“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
后防复”的治未病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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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院制剂室——以中药
制剂为主，集制剂配制，新制剂
研发、科研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
制剂室。秉承“生态医疗，储蓄
健康”的理念，推出系列健康管
理产品：养生茶系列、养生膏方
系列、养生酒系列、养生香囊系
列、养生药枕系列、保健口罩系

列、健足养生鞋垫系列、开窍醒
神鼻烟壶系列、纯中药面膜系
列、养生药膳系列，包含70余种，
为广大患者的健康保健护航。

“中原帖式飞针”——弹射
进针、快速、无痛、得气明显、疗
效显著，被国家中医管理局授予

“全国中医药特色诊疗项目”。
被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国家首
批民间中医药特色诊疗项目。

常氏三绝——国术点穴、药
酒 火 功 、禅 指 揉 药 。 以“ 点 ”

“拨”手法调节和穴位选择少为
特点。利用施术的角度不同、
力度不同、配穴不同，达到舒筋
活络、消肿止痛，调节脏腑功能
的作用。

药酒火攻——以药借酒力，
酒借火力，使药物迅速渗透到病
变部位，达到修复疤痕、治疗颈
肩腰腿痛、痘痕、脱发等多种疾
病的目的。

禅指揉药——以药为媒介，
配合独门手法对穴位、痛点或关
节处进行刺激，轻揉慢捻，拢中
带摩，药化无形。

“十二五”期间，我市中医药工作借力国家、省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和市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倍增工程，统筹布局，科学发展，全市中医药工作取得了

显著进展和成效，获得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荣誉。

作为引领我市中医药发展的龙头单位，国家首批三级甲等中医院、全国首批示范中

医院、全国首批全民健康管理示范医院——郑州市中医院，围绕“防治一体、中西结合、

生态医疗、储蓄健康”办院理念，以患者健康需求为导向，崇古纳新、厚德精医，重合作、

求创新、强学科、促发展，为我市中医药事业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时，在帮扶对口基层中医院的基础上，该院积极探索中医医疗联合体区域协同发

展，并在全国首创中医妇幼医联体，在创新发展，彰显人文等方面奏响为民惠民动人乐章。

相关链接：

医院重点
专科及绝技

作为医改探索的重要一环，医联体
自诞生以来，就肩负着实现“病有所医，
各得其所”的重任。

2013年，原卫生部首次明确提出鼓
励医联体形式，全国各省市积极探索，各
显神通，医联体如雨后春笋般生机勃勃。

2013年9月，由郑州市中医院牵头，
郑州市中医医疗联合体宣告成立。如
今已有64家中医医疗机构加入，其中包
括三级医院3家、二级医院12家、一级医
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0家、诊所及中
医馆9家，覆盖了整个郑州地区，服务常
住人口802万。

2015年 1月，一个电话引起了市中
医院院长刘宝琴的思索。北京市丰台区
妇幼保健院听说市中医院中医妇幼特色
明显，专家多、专药好、专技强，想进行医
疗合作。区域不同，专业不同，能不能合
作？该不该合作？怎么合作？三个问号
摆在刘宝琴面前。双方进一步沟通并实
地考察后，问题很快有解。医联体的初
衷就是需求引导，创新发展。这个需求，
不仅是群众就诊需求，还有成员单位共
同的发展需求；创新，不仅体现在学术
上，更要体现在思想上。丰台区妇幼保
健院的音乐疏导和心理沙盘治疗优势明
显，市中医院中医特色突出，两家联合，
可以优势互补，让两地的妇女儿童都能
享有更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2015年3
月16日，郑州市中医院与北京市丰台区
妇幼保健院签署中医妇幼医联体合作
框架协议，在全国首创了“中医—妇幼”
跨界合作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医联体的
内涵，在业界备受关注。

如今，市中医院的儿科专家王晓
燕、张朝霞，妇产科专家刘丽萍、范丽丽
每个月都到丰台区妇幼保健院坐诊，会
诊解决疑难病例；对方医院的专家也到
市中医院实地指导音乐疏导和心理沙
盘治疗，让准妈妈们开心孕育、无痛生
产、无忧养育小宝贝。

“这次合作前所未有，最初我也拿不
准主意。但想想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中
医药、中医理念、中医技术的优势，可以
把中医与妇幼工作更好地结合，为妇女
儿童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谈到这次
合作，刘宝琴说，“现在二孩政策全面放
开，有过一次生育经历的妈妈们再次生
育时，除了希望母子健康平安之外，还
希望有更好的体验。有了音乐疏导和
心理沙盘辅助，妈妈们整个孕期心情舒
畅，分娩期疼痛减少；有中医儿科的保
驾，宝宝们从出生就接受全面健康评
估，全程健康管理，当然更健康。我们
两家的合作，能促进两个区域妇幼群体
的健康。”

为了让医联体基层成员单位协同
发展，医院开启远程诊疗模式。医院为
22家医联体成员单位安装远程心电、远
程影像设备，筹建远程会诊中心。利用
信息化手段、互联网技术，实现现场与
远程相结合的诊疗新模式，提升基层医
疗机构的诊疗水平。

此外，医院创新合作办医模式，与
成员单位开展“个性化”合作。郑州热
电医院医疗力量不足，市中医院对其进
行技术托管，挂牌“郑州市中医院西区分
院”，派出脑病专家周晓卿主任带上7位
医护人员长期驻扎，并派出行政、临床专
家组每月指导。不到一年，热电医院实
现了大扭转，医疗质量和就诊量有了大
提升。上街区中医院儿科医生少，市中
医院在市卫计委的指导下，与其开展儿
科学科共建，派出儿科副主任李小艳带
队入驻上街区中医院儿科，儿科主任王
晓燕每周前去坐诊，极大地缓解了上街
区儿童就诊困难。上街区中医院院长吉
喆说：“郑州市中医院与我们共建的儿科
真正给百姓带来了便捷、高效的医疗服
务，这不是培训几个医务人员所能做到
的。郑州市中医院儿科的高水平落地，
对医院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

杏林春暖 打造中原中医药中心
——郑州市中医院“十二五”中医惠民发展亮点回眸

本报记者 汪辉 通讯员 张乐 路瑞娜 文 丁友明 图

郑州市中医医联体64家成员单位，
各有各的优势和长处，能否整合资源、
合理配置，做到优势最大化，关系着中
医医联体的稳定和发展。

经过多次探讨和论证，中医医联体
内部成立了专病协作组，由成员单位的
最优势学科担任组长单位。目前，已经
成立了12个专病协作组，分别是心血管
科、脑病科、儿科、骨科、肛肠科、风湿病
科、颈肩腰腿疼、妇产科、糖尿病科、呼吸
科、消化科和肿瘤科。这12个协作组在
医联体内部形成了12个纵向小联合，负
责中医优势病种规范化诊疗方案的制定
和推广。作为牵头单位，郑州市中医院
是心血管科、脑病科、儿科等8个专病协
作组的组长单位，省名中医楚海波、王晓
燕，心病科专家尚树忠，妇产科专家刘
彦，脾胃科专家王昊，肿瘤科专家曾宝珠
等齐上阵，带领团队到基层医疗单位培
训、查房、会诊，制定并推出了冠心病、高
血压、心律失常等多个病种的规范化诊
疗方案，让郊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专

家，得到高质量的中医药诊疗服务。
“12 个专病协作组，我们牵头了 8

个，另外的 4 个专病其实我们也擅长。
例如我们的疼痛科是全市首家中西医
结合，李振主任是中医科班出身，还是

‘帖氏飞针’第四代传人，后来自修西
医，将中、西疼痛康复理论有机融合，治
疗有些疼痛能‘一针见效’。这个针是
针灸，不是封闭。我们的风湿肾病科是
省重点专科，有许多经验值得推广。”刘
宝琴说，“但中医医联体是一个整体，我
们要整合内部优势资源，充分发挥团队
积极性，把中医药优势发挥到最大。”

为了提升专病协作水平，在市卫计
委“科技兴医”战略引领下，该院积极与
国内外知名专家团队洽谈合作，引进了
香港浸会大学骨与关节疾病转化医学
团队。未来，医院将借力这一高端平
台，开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探索
等多方面的合作，产、学、研协同发展，
在中医结合治疗骨质疏松及骨坏死方
面做深度研究。

“把十指自然放在经络采集
器上，只要与金属有接触就可以
了。”在郑州市中医院院士工作
站，工作人员小郭向记者做简单
的提示。几分钟过后，信息采集
结束，一套全面的中医体质辨识
报告呈现在了体检者的面前。

近年来，郑州市中医院上联
高端，与中华中医药学会建立
学术共建单位，与北京大学东
直门医院建立中医战略合作联
盟，更与科技部首席中医科学
家王永炎院士合作，建立了名
中医学术思想传承院士工作
站，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
研究郑州基地。以此为依托，
医院建起了三级中医远程防控
诊疗平台——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为一
级平台，郑州市中医院为二级
平台，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县级医疗机构等为
三级平台，形成国家、地市、社
区互动网络，优质医疗资源通
过网络传输到基层，满足群众
医疗需要。

“三级中医平台是中医走向
现代化、数据化、可视化、便捷化
的载体。”刘宝琴表示。

2015年起，该院充分利用中
华中医药学会学术共建基地专
家资源，在三级平台上开展名家
讲坛、名医坐诊，先后邀请王琦、
孙光荣等20余位国医大师、全国
名老中医坐诊、讲学 30余次，为
百余名疑难病患者解除痛苦，让

数百名医生通过平台实时跟师
学艺。此举让名中医学术思想
落地中原，广为传播，惠及中原
百姓健康。

名家要请，也要培养。近年
来，医院下大力气培养中医人
才，针对不同层次的人员，实施
育人“五大工程”。“师带徒”工
程——全国首创“三级拜师模
式”，科主任拜国家级名医为师，
业务骨干拜院内名医为师，社区
医生拜院内名医为师，建立科学
人才梯队。“青苗”培养工程——
对年轻人进行院内外的系统训

练。拔尖人才培养工程——选
拔各科室专业骨干进行高端进
修学习，培养学科带头人。“西学
中”工程——强化西医人员的中
医基础理论，在与临床结合中提
升技能。科技创新工程——培
育特色、优势专科，促进团队持
续发展。

在名医团队指导下，去年医
院获得省部级科研进步奖 3项；
厅局级科研进步奖 12项。获得
省级科研课题立项 1项，厅局级
科研课题立项 22项。科技创新
能力逐步提升。

打造平台
引“金凤凰”护百姓健康

需求引导
全国首创中医——妇幼医联体

集群效应
让优质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创新服务
打造便民利民“智慧医疗”

▲ 晁恩祥教授签拜师帖 ▲ 院士工作站名医会诊

◀ 市民
体验日

特色诊疗：火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