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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

“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全链条精准
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中西医结
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
一大特点，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中发挥了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就近期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救治有关情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吴振斗，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副组长、广州
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副
院长张忠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
司司长李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
司副司长邴媛媛等出席发布会并答
记者问。

中医药为主治疗德尔塔变
异毒株有效

记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
变化，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疫情临床
救治的举措有哪些变化？

邴媛媛: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层
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组织
中医专家边救治边总结，联合国家卫
生健康委制定发布了第三到第八版
的国家诊疗方案，筛选了“三药三方”
为代表的一批有效方药，既有通用
方，也有针对不同病情不同证型的方
剂，还有中成药，体现了辨病辨证的
统一。各地在治疗过程中以国家诊疗
方案为基础，规范化、同质化开展中
医治疗，同时依据中医“三因制宜”、
辨证论治原则，分类施治、精准用药、
确保疗效。

针对各地疫情发生情况，我们
及时组织中医专家对临床救治经
验进行总结，对诊疗方案进行完
善。比如今年下半年发生的疫情，
多由德尔塔变异毒株引发，我们组
织国家中医专家会同疫情发生地
的专家，对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患
者的中医治疗方案进行综合分析。
再比如针对近期部分地区有不少
儿童病例的情况，我们组织中医专
家结合儿童的临床证候和小儿的
生理特点组织制定中医治疗儿童
患者的治疗方案。同时对临床救治
中形成的专家共识和临床经验，我
们通过视频形式对全国进行培训，
指导各地的中医治疗工作。可以说
目前中医参与新冠肺炎疫情救治
的深度和质量不断提高，也取得了
明显效果。

张忠德：事实证明，虽然疫情病
毒毒株在不断变化，但中医药为主治
疗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比如，2021年
5~6月，广州疫情过程中，我们收治
本土病例166例，其中，单纯使用中
医药治疗的患者达到了118例，占比
超过了71%，成功阻断了57例有重
症倾向的患者往重症转变，效果非常
好。所以中医临床诊治疾病，需要对
患者的主要证候特点进行分析总结，
最主要的是要寻找到疾病的核心病

机，确定治疗方案。中医药治疗疾病
有多成分、多环节、多靶点的作用特
点和优势。对于国内出现境外输入的
奥密克戎病例，我们也非常关注，我
们还是要抓住疾病的核心病机、证候
演变规律，根据中医几千年的疫病理
论，结合发病季节、地域、人的体质特
点进行辨证论治。

中医药在新冠肺炎康复期
的综合干预优势足

记者：一些患者出院后，躯体上
会出现一些功能障碍，中医药在康复
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张忠德：在临床救治过程中，我
们发现，新冠肺炎患者达到了第八版
的出院标准以后，部分患者还会出现
干咳、乏力、胸闷、汗多或者肺部炎症
没有完全吸收的症状，而且一部分患
者睡眠障碍、饮食、情绪等方面问题
也比较普遍。这部分患者从中医角
度分析，属于肺脾气虚、正虚邪恋，
除了给予健脾益气、养阴解毒的中
药之外，还要配合中医药外治法、传
统运动和心肺康复训练，比如太极
拳、八段锦、针灸、药物贴敷等疗法，
效果比较理想。

针对患者失眠、焦虑等精神症
状，中医辨证属于肝气郁结、血不养
心，分别给予疏肝理气、养心安神的
中药治疗，同时配合中医药的外治
法，可以有效改善病人的睡眠、焦虑
和抑郁的情绪。比如，今年7、8月在
江苏开展的240例病例的随机对照
显示，在现代心肺功能的康复基础
上，辨证使用中药、针灸、太极拳等综
合康复方案，可以改善失眠、乏力、食

欲不振、咳嗽等症状，明显提高了这些
患者出院后3~6个月的心肺功能，促
进了肺部炎症吸收，减少了核酸的复
阳率，显示了中医药在新冠肺炎康复
期的综合干预优势。所以，建议出院的
患者，如果仍然有症状，可以继续服用
中药，坚持用太极拳、八段锦等运动疗
法，促进康复，减少远期的后遗症。

加强中医药国际交流 助推
中医药“走出去”

记者：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中
医药已成为国际交流合作的特色名
片，如何助推中医药“走出去”？

吴振斗：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
全球流行，各国人民生命受到严重威
胁。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
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在这样的特殊
时期，我们应当坚持多边主义，继续在
中医药基础理论、临床疗效、国际标准
等方面深化合作，充分发挥中医药在
参与全球疫情防控中的作用，积极同
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抗疫经验，提振
全球抗疫信心，支持和加强传统医学
领域的学术交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
代医学优势互补、交流互鉴，更好服务
人类健康福祉，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

李昱：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
国在总结国内疫情防控救治经验的基
础上，积极推动中医药参与全球疫情
防控，积极同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抗
疫经验，支持开展学术交流，为提振全
球抗疫信心，推进国际抗疫合作贡献
中医药力量。

比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支持举
办了110余场抗疫专家视频交流和直

播活动，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介绍中
医药诊疗方案，向10多个有需求的国
家和地区提供中医药产品，选派中医
专家赴 28个国家和地区帮助指导抗
疫。今年，在世界卫生组织、金砖国家、
上合组织国家支持下，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先后召开了“中医药与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国际合作论坛”“2021金砖国
家传统医药研讨会”和“2021上海合作
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发布了《支持中
医药参与全球疫情防控倡议》《2021金
砖国家应用传统医药抗击新冠疫情在
线宣言》《关于开展上海合作组织传统
医学合作的南昌倡议》，津巴布韦、乌
克兰、吉尔吉斯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
国等外国政要发表演讲，支持中医药
等传统医学参与国际抗疫合作。特别
是2021金砖国家传统医药研讨会召开
期间，全球正面临“德尔塔”变异毒株
的严峻挑战，国内专家结合临床实践
重点分享了我国中医药团队总结出的

“德尔塔”和“德尔塔+”变异毒株新冠
肺炎的核心病机和用药规律，再一次
充分展示了中医药在应对新冠病毒及
其变异毒株造成的疫情中的重要作
用，赢得普遍赞誉和高度肯定，为推动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积极
贡献。

但是，中医药在进一步推广发扬
中仍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仍存
在机制上不清楚、机理还没有能够讲
得很明白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加
强研究论证，总结中医药防治疫病的
理论诊疗规律，组织科技攻关，既用
好现代评价手段，也要充分尊重几千
年的经验，说明白、讲清楚中医疗效，
借鉴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中医药的发
展和推广。

“中国良方”为全球抗疫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陈晶

“中国心脏衰竭外科治疗已进入
人工心脏时代！”

12月 11日，在第二届重症心脏
病大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
院士、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主任、阜外医
院院长胡盛寿高兴地宣布。这一对心
衰患者而言激动人心的消息，基于一
款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心脏产品
（CH-VAD）的上市发布。

发布会当日，胡盛寿院士与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董
念国教授、华中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程
兆云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刘
苏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张
健教授等国内外心血管病领域著名专
家，以及百洋医药集团董事长、产业投
资人付钢与同心医疗创始人、董事长
陈琛博士等齐聚深圳或远程在线，共
同见证了这一里程碑时刻。

打破国际垄断的中国产品上市

作为最复杂、最精密的医疗器
械之一，人工心脏因产品制造的技
术要求高，手术难度大，素有“医疗
器械皇冠上的宝石”之称。虽然自20
世纪 90年代以来，人工心脏产品已
经经历了三代技术更迭，分别是第
一代的大体积搏动血流装置，21世
纪初的第二代轴流装置，以及最新

的第三代磁悬浮装置，但此前，全球
仅有的一款全磁悬浮人工心脏产品
来自美国雅培。这也意味着，国产磁
悬浮人工心脏的上市，打破了这一
产品的国际垄断。

记者了解到，CH-VAD是由胡
盛寿率领的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
室协同苏州同心医疗历经10年研发
而成的创新产品，其产品厚度只有26
毫米，直径50毫米，重量仅180克。这
也是我国首个正式上市的全磁悬浮人
工心脏，其主要为进展期难治性左心
衰患者血液循环提供机械支持，用于
心脏移植前或恢复心脏功能的过度治
疗。并且，与前两代相比，“全磁悬浮”
以不接触轴承的离心泵为特点，体积
更小，血液相容性更好，可以减少血液
淤滞和血栓形成，显著提升了临床治
疗效果。

“作为我国第一家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全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
CH-VAD正式获批上市，标志着我
国在心血管领域最复杂的植入医疗器
械的研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CH-
VAD的研发是医工结合的典范，通过
临床工作者和研发工程师之间思想的
碰撞和融合，实现了产品性能和临床
效果之间的完美统一，作为这个产品
的见证者和临床大夫，我感到十分荣
幸。”胡盛寿表示。

代替心脏移植的唯一有效治
疗手段

心力衰竭是心脏疾病发展的终末期
阶段，也是全球唯一呈增长趋势的心脏疾
病，目前针对终末期心衰的内科药物治疗
远期效果不佳，心衰患者5年生存率较低。
而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心力衰竭
患病率和患病数量继续明显增加。据统
计，我国现阶段心血管病患病人数为3.3
亿，其中心力衰竭患者近1000万。

人工心脏是治疗终末期或重症心力
衰竭患者的有效手段，也是代替心脏移
植的唯一有效治疗手段。这种心室辅助
装置有三种用途：一是为等待心脏供体
的患者提供移植前的过渡支持；二是逆
转心脏重构，提供心脏复苏支持；三是终
点治疗，即终生心脏辅助。

“心脏衰竭也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
‘癌症’。尽管在过去的20年当中，心衰
的药物治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
上它不能够逆转心室重构，对晚期心脏
病的患者，除了选择去做心脏移植，别无
他法，而心脏移植无论是从供体来源受
限，还是它本身术后的大量治疗和后续
值得关注的各种并发症问题，都使得这
项技术本身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胡盛寿
介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心
室辅助装置的临床应用取得了长足进
步，左心辅助装置应用的数量已经远远

超过了心脏移植。
人工心脏的应用也是中国医疗专家

所期望并一直在努力的。“大量潜在的需
要救治的心衰患者是驱动这个学科、这
项技术快速临床发展的原动力。CH-
VAD的上市让我们拥有了一款全球技
术领先的好产品，也标志着中国的人工
心脏时代已经开启。接下来，更需要我们
医生付出百倍的努力，特别是推动规范
化的技术培训、安全有效切实可行的疗
法、行业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国家医疗保
障水平的不断提高等等，才能够真正让
产品成为心衰患者的福音，并将促进国
家在这个领域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胡盛
寿强调。

同心医疗创始人陈琛博士也与会
分享了CH-VAD上市的喜讯，并回首
了产品从研发至获批上市的十余年创
业历程。陈琛表示：“一款经得住时间考
验的心室辅助装置是医学界许久以来
的期待，各位专家对同心医疗寄予厚
望，这是我们的荣耀，也是一份责任。我
们一定尽心尽力为大家做好服务，持续
不断地完善产品，协助专家们推动全球
人工心脏疗法的发展，使人工心脏的适
应范围不断扩展到更早期的心衰群体。
同时，作为国际领先的产品，CH-VAD
目前已取得中国和美国多项专利，下一
步，我们也将与各位专家一起，积极推
动CH-VAD在欧美市场的应用。”

国产人工心脏上市，心衰治疗开启新时代
本报记者 刘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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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宁馨）为使
更多有康复需求的早期肢体功能障
碍患者受益，天津市残疾人康复服
务指导中心不久前专门为脑出血或
脑梗死所致肢体偏瘫、言语及吞咽
功能障碍，脊髓损伤致截瘫或四肢
瘫，颅脑创伤、颅脑肿瘤等脑部意
外、骨肿瘤及癌症骨转移、四肢骨
折术后、关节置换术后等疾病或外
伤导致肢体功能障碍患者开展康复
项目。

此康复项目为伤病在6个月以
内的肢体功能障碍患者提供帮助，

申请后可享受一定额度的康复治疗
费用减免。截至目前，该项目已为
800余名患者提供康复治疗服务。

“脑卒中等疾病发生后，早期
康复训练可大大降低致残风险。”
天津市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
医学康复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康
复中心虽隶属于残联，但不只面
向残疾人，更注重“残疾预防，
精准康复”，提倡学习掌握使用残
疾预防知识、方法，在出现一些
伤病后，早治疗、早康复，远离
致残风险。

天津市启动残疾预防精准康复工作

七 日链接 QIRILIANJIE

“说实话，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在通州开分院真是方便了我们天津
的患者。从天津到这儿很近，一路
也不咋堵车，用不了俩小时就看上
北京的大专家了！我这是真正体会
到了‘京津冀一体化’的便利啊！”

12月18日，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通州院区正式开诊，来自天津的
高先生成了第一位看门诊的患者。
他感慨道，虽然家住天津，但几天
前得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
开诊，就立刻在手机App上预约
了中医科主任冯淬灵的专家号。同
一天，慕名前来的患者不在少数，
内分泌科、心内科、乳腺科、血液
科、消化科、肾内科、神内科、妇
产科、骨科等科室的号都挂满了，
急诊科更是在开诊后一个多小时，
就接诊了十余名患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
的建设，是医院百年发展历程中的
第三次创业，是医院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新起点。作为进驻首都副中心
的国家卫健委委管医院、北京大学
的附属医院，医院着力统筹国家级
中心、院士团队、优势学科等医疗
资源配置，引领、辐射、带动区域
医疗水平提升；着力发挥创伤急诊
急救中心、妇产中心、肿瘤综合治
疗中心、研究型病房等特色学科群
优势，努力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学科
榜样；着力推进国家创伤医学中心
主体建设进程，并构建立足通州、
服务京津冀、辐射全国的创伤急救
网络体系；着力与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紧密合作，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
力和水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
位’的讲话精神，为百姓提供全方
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在开诊
仪式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姜
保国难掩激动。

记者了解到，作为中国人自行
筹资创建的第一家西医综合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已经走过百余年
发展历程，其也是目前北京大学唯
一进驻首都副中心的附属医院。
2017年，该院与北京市通州区政
府合作，在漷县镇设置通州院区，
一期规划占地面积147亩，建筑面
积 11.9 万平方米，编制床位 800
张，可容纳日门诊量4000人次。
新院区拥有3大院士团队、2大国
家级中心、18个国家重点专科建
设项目、3个国家重大疾病多学科

合作诊疗能力建设项目、2个北京
市重点专科，以及5个北京大学研
究所和4个北京大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
正式投入使用，是贯彻落实京津冀
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希
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把学科优势和
地理优势结合起来，将北大医学的
优质资源带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将
医疗资源迅速向四周辐射。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搭载国家创伤医学中
心，通州院区要集中更多优势资
源，加速严重创伤区域性救治体系
建设，引领和推动国家创伤医学发
展，让严重创伤区域性救治模式惠
及基层百姓。”十二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院
士出席开诊仪式，并在致辞中对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新院区的建设和发
展提出了殷切希望。

正如韩启德院士所期望，虽然
刚刚开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优质
医疗资源的四周辐射效应已经显
现。来自河南的肖先生一家，也是
在开诊当天就早早赶到院区带孩子
看病。肖先生说：“孩子的病比较
复杂，我们当地医院的医生，推荐
我们来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秦炯
教授。正好赶上新院区开诊，我一
看能从手机上挂到秦教授的特需
号，这简直太惊喜了。头一天我们
从河南来到北京，今天一早就赶来
看门诊了！”

如肖先生一样，专家号也是外
埠患者来京就医的首要考量因素。
很多人关心新院区的医疗专家资源
跟本院区有没有区别？对此，姜
保国表示，在专家方面，北大人
民医院专家各院区同步出诊，为
医院各院区提供同质化的医疗服
务。通州院区的门诊均设有特需
号、专家号、普通号，在人民医
院任何院区均可以享受到医院所
有医疗专家资源。

姜保国还介绍，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通州院区将建成依托于三大医
疗中心与研究型病房，覆盖内、
外、妇、儿等各个学科的三甲医院
综合性院区。在未来，该院区将全
方位承担起城市副中心医疗卫生服
务功能，带动提升城市副中心的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并最终与周边养
老、医药等健康产业一起建成医
养、医康、医护、医产为主要链条
的国家智慧健康示范基地。

在新起点为更多人谋健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正式开诊小记

韩毅 本报记者 刘喜梅

12月15日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城管执法局、市委网信办等六个部门，联手开展为期两
个月的“健康体检乱象”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健康体检“代检”、出具虚假
健康体检证明等犯罪活动。图为12月16日，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执法人
员对有关健康体检机构的执业资质、人员资质情况等进行重点执法检查。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北京市启动北京市启动““健康体检乱象健康体检乱象””专项整治工作专项整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