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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医药科研工作存在
科研项目数量不多、层次较低、
体系和机制不够完善、科研队伍
力量薄弱、经费保障不足等诸多
问题，这些均影响了中医药科研
工作顺利开展，特别是在基层中
医药机构中，此类问题尤为突
出。《中医药法》中专门针对中医
药科学研究做出规定，中医药工
作者应抓住这个机遇，采取诸多
措施为中医药科研工作“添柴加
火”，努力推进科研工作再上新
台阶。

首先，我国中医药文化底蕴
深厚，开展科研工作有独特优
势。同时，由于中医药学与西医
药学在诊疗方法等方面有所不
同，科研项目也有着明显区别。
对此，中医人必须创新思路，努
力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科研
发展之路。中医人应在传承中
医药文化的同时，不断探索与创
新，以突破性科研成果赢得更多
群众的认同。中国中医科学院
研究员屠呦呦就是凭借坚持不
懈的精神，发现了青蒿素，这种
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
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同时，屠呦
呦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成为中医药科研工作中的佼
佼者。

其次，随着社会的快速发
展，中医药事业应不断发展，以
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目
前，发展中医药事业，仅靠“吃
老本”已难以立足，只有通过开

展科研工作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同时，
各级中医药职能部门，应及时完善中医药科
研工作机制，鼓励中医人大胆创新；中医药职
能部门要加大中医药科研经费投入力度，加
强中医药科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以壮大中
医药科研队伍，确保科研工作持续、平稳发
展；中医科研人员应选准科研项目，将现代科
学技术融入独特的中医药疗法中，力求研究
出新成果。

再次，中医人在科研的道路上应拒绝浮
躁。当今，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最忌讳的就是
功利化，科研工作者在研究工作的道路上要坐
得了“冷板凳”，应不为名利做科研工作。目
前，我国的科研水平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
有一定的差距，但中国的许多领域已经达到了
世界领先水平。因此，中医药科研工作者只要
坚持正确的科研发展方向，中医药大发展就有
希望。

最后，科研工作者必须对科研有兴趣。只
有兴趣爱好与工作真正结合起来，科研工作者
才能够在工作中体会到真正的快乐，才能够有
更大的动力去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总之，中医药研究者应凭借中医药事业发
展的东风，勇于克难攻坚，勤于科学研究，进而
研究出新成果，不断提升中医药的影响力、认
知度与可信度，进而为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
标谱写新篇章。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医学情报研究所）

如果说国家鼓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用
药需要配制和使用中药制剂，支持应用传
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对中药制剂的发展
意义重大，那么，备案制管理将大大提高医
疗机构配制中药制剂的积极性，推动医疗
机构中药制剂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生产
新药或者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应当取得
药品批准文号，即实行批准制管理。根据
风险分级管理的原则，鉴于医疗机构使用
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与使用现代工艺
配制的制剂相比风险相对较低，《中医药
法》明确规定，对这类制剂实施备案制管
理，而不是此前的批准制管理。也就是说，
仅应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向
医疗机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即可配制，不
需要取得制剂批准文号。

中药制剂备案制管理规定实施后，将
缩短医疗机构取得制剂批准文号的时间，
在手续上表现为更快捷、更方便。此外，医
疗机构中药制剂多为临床验方，备案制管
理将促进医务工作者尽可能地收集经方、
验方，并将其用于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开
发。

当然，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改为备案制
管理后，并不意味着对中药制剂不再实施
监管，而是改变监管方式，将实现更加合理
有效的监管。这样的监管，包括医疗机构
自身加强对备案的中药制剂品种的不良反
应监测，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报告，还
包括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备案的中药制剂品种配制、使用的
监督检查。对已经确认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药品，国务院或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采取停止生
产、销售、使用的紧急控制措施，并应当在5日内组织鉴定，自鉴定
结论做出之日起15日内依法做出行政处理决定。

上述规定，都是为了中药制剂备案制管理更好地实施，在为
医疗机构、患者等带来便利的同时，确保中药制剂安全，更好地服
务于人民健康。

需要注意的是，除仅应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外，
其他药品还应当按照《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实行批准制管
理。

《中医药法》第三十二条
医疗机构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应当依法取得制剂批准文

号。但是，仅应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向医疗机构所
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即可
配制，不需要取得制剂批准文号。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备案的中药制剂品种的不良反应监测，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报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
备案的中药制剂品种配制、使用的监督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刘国福）为
了广泛开展中医药知识科学普
及活动，推进全市中医药文化科
普进基层工作，近日，驻马店市卫
生计生委在泌阳县召开全市中
医药文化科普进基层工作现场
推进会。驻马店市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张伯恩、泌阳县副县长侯
杰出席会议。各县（区）卫生计生
委分管中医工作的副主任、中医
股股长及泌阳县各医疗机构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指出：全市中医药科普
文化进基层工作自开展以来，各
县（区）卫生计生委高度重视，建
立组织，制订方案，注重宣传，各
项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但
也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工作进
展不平衡、上报材料不及时、工
作资料不充足、社会宣传氛围不
浓厚、长效工作机制没形成等方
面的问题。会议要求：一是切实
加强领导。要高度重视中医药
文化科普进基层工作，充分认识
其重要性，建立组织机构，明确
工作队伍，安排专人负责；要把
中医药文化科普进基层活动列
入年度工作计划，定期制定中医
药文化科普进基层年度工作目
标，保障经费及时投入，切实把
这项工作抓紧、抓好、抓实。二
是制订工作方案。要按照《河南
省中医药文化科普进基层工作
方案（2015～2020 年）》要求，结
合各自工作实际，制定切实可行
的实施方案，并抓好落实工作。
三是制定工作标准。要按照《河
南省中医药文化科普进基层工
作标准》要求，从加强组织领导、
绘制中医药文化墙、中医药文化
科普知识进村入户、中医药科普

读物进农家书屋、推广中医药养
生保健方法、组织开展中医健康
大讲堂、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培
训、组织中医下乡巡诊、中医药
科普影视作品进乡村和强化宣
传引导等方面，认真做好中医药
文化科普进基层工作。四是注
重创新工作。既要按照《河南省
中医管理局关于转发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办公室中医中药中国
行——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
动实施方案（2016～2020）的通
知》要求，做到创新活动有特色，
积极开展中医经方进单位、进社
区、进家庭活动，开展中医健康
大讲堂、名中医义诊、中医名家
先进事迹报告会等形式多样的
系列宣传活动；支持名中医开办
健康大讲堂、讲好中医故事，传
播中医药文化和健康知识，让广
大群众知中医、用中医、信中医，
提高群众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五是建立奖惩机制。驻马店市
卫生计生委将对中医药文化科
普进基层工作任务完成较好的
单位和领导进行表彰，并在安排
专项资金、推荐申报省级重点项
目以及中医药适宜技术项目资
金等方面给予扶持；对不能按时
完成工作任务、项目经费预算执
行不到位的单位和领导进行通
报批评，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
责。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泌阳
县中医药科普文化进基层工作
专题片，各县（区）卫生计生委负
责人介绍了中医药文化科普进
基层工作开展情况；同时，参会
人员集体到该县杨家集镇、赊湾
镇卫生院和小郑庄村、孟岗村卫
生室进行了现场观摩。

今年9月30日是新郑市人民
医院建院 65 周年及解放路院区
正式投入使用两周年。两年来，
解放路院区依托新郑市人民医院
先进的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机制，
统筹医疗资源，以互利共赢为导
向，以更加灵活、更加契合患者实
际的方式为群众服务。

当天上午，新郑市人民医院
解放路院区举行了“慢性病防治
用品免费发放、儿童健康小药箱
发放以及为患者过生日”等搬迁
两周年纪念活动。

“祝您生日快乐、祝您生日快
乐……”对于呼吸一病区西 1 床
的患者靳老先生及其他科室的两

位患者来说，这一天也同样是一
个特殊的日子。当天上午，新郑
市人民医院解放路院区副院长赵
丽霞等医院相关领导及呼吸内科
的医务人员唱着生日歌，捧着生
日蛋糕，来到靳老先生的床前，为
他庆祝65岁生日。

一年前，靳老先生曾在该院
接受胆囊切除手术。一个月前，
他又因患间质性肺炎、混合型结
缔组织病就诊于该院。靳老先生
住院期间，医务人员根据其病情
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和护理措
施，迅速稳定了病情。

靳老先生此次再次入院，一
是前来复查；二是应用第二次免
疫抑制剂。在得知靳老先生在9
月30日迎来他65岁生日时，赵丽

霞等医院有关领导及科室医务人
员为他送上真挚的祝福，以分享
医院建院65周年及新院区投入使
用两周年的喜悦。靳老先生的老
伴儿王阿姨看见护士们捧着蛋糕
进入病房，既惊讶又感动，她说：
没想到医院会给我老伴儿过生
日，非常感动！

“在我们医院，倡导让患者
放心，让患者安心。为患者营
造一个温馨、安全的就医环境，
把爱心奉献给患者。”赵丽霞这
样说，两年过去了，新院区的发
展早已步入良性轨道，环境温
馨，人心向上，社会信誉度不断
提升。这都要感谢全体员工，
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医院发展
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同时也要

感谢所有的患者朋友对医院的
信任。

另外，当天上午，新郑市人民
医院仁爱助学贫困生救助医疗机
构挂牌仪式也在该院区举行。新
郑市人民医院解放路院区院长贾
朝京在挂牌仪式致辞中承诺：“贫
困中小学生住院，华信慈善基金
将进行相应资助；每年为 200 名
品学兼优的贫困中小学生免费体
检；定期举办‘新郑市人民医院儿
童体检营’免费为中小学生进行
医学教育及体验活动。”贾朝京希
望莘莘学子把来自于社会的关爱
化为发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强大
动力，自强不息，顺利完成学业，
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让互助
的传统美德薪火相传。

新郑市人民医院解放路院区

正式投入使用两周年
本报记者 杨 须 通讯员 杨东红

编者按：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相信直觉和灵感。”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认为，在青蒿
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了她灵感。那么，灵感对于中医药科研到底有些什么作用？下面几篇文章或
许能给读者一些启发。

近日，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授予了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霍尔、
迈克尔·罗斯巴什和迈克尔·杨，以表
彰他们“发现了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
机制”。作为科学家能够通过研究生
物钟这一生命规律为人类做出贡献，
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伟大成果，我觉得
可喜可贺。

首先，认识自然规律的方式有很
多种，中医西医等诸多领域的科研人
员都在努力探寻科学真谛，只不过思
路不同而已。对于生物钟的研究，中
医也有深刻认识，该奖项公布后，很多
中医人认为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
和中医时辰认识、子午流注理论相似，
觉得这是中医学理论又一次得到了科
学验证。

其次，细想一下，这个研究给了我
们什么启示呢？对于生物钟，如今很
多人都懂，知道时间颠倒了、乱了，也
有人会用现代化知识来理解生物钟的
原理，然而，能够理解子午流注理论的
人不多，能够理解透彻、会灵活运用该
理论的人就更少了。为什么呢？因为

子午流注理论在一定时间内被人们疏
忽了，以至于关注这些中医理论的人
较少，进而理解、研究这些理论的人也
不多，导致这种看似与生物钟一样有
价值的理论被“束之高阁”了。这就是
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中医理论为什
么不能获得群众的广泛认可呢？一些
人认为，中医如同一个宝库，人们努力
打开了宝库，看到的全是文言文书籍，
晦涩难懂，比如子丑寅卯、经络运行
等，这些理论知识现代人看不懂，这就
需要管理部门采取措施向广大群众普
及这些理论知识。

再次，目前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局
限于中医系统内部，成为中医人相互
交流的语言。同时，研究阴阳五行学
说、子午流注理论、五运六气学说等，
这些中医理论的研究不容易立课题：
一是研究周期长，发表论文难，不易出
研究成果，所以关注的人少；二是对于
一些青年教师和中医师来讲，在工作
中不经常用到这些理论，就不研究、不
学习这些理论。那么，谁在关注这些
有价值的中医理论呢？我认为，大有

人在，近些年，一些致力于传承、创新、
研究中医药事业的人，特别是在《中医
药法》实施后，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传
播中医药文化知识，坚持不懈地研究
中医理论和中医疗法。因此，在今后
的中医药科研工作中，他们将会起到
中流砥柱的作用。

最后，美国科学家“发现了控制昼
夜节律的分子机制”，就验证了中医的
子午流注理论吗？其实，这是两个语
言体系的研究。中医人固守的理论体
系依然适宜传统的环境，与现代技术
环境、语言环境、文化环境有待进一步
融合。

总之，中医人必须勇于突破现状：
一是提高学习、继承、创新中医理论技
能，要把中医精华筛选出来，大胆研
究、敢于创新；二是努力适应现代环
境，善于用现代语言解释中医理论，让
人们听懂了、理解了，中医药知识也就
得到普及了。那么，中医理论既不会
停留在中医经典上，又不会被人们忽
略了。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

破解生物钟密码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

对子午流注理论的启示
□孟长海

灵感对于科学家的科学生涯来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促成新的科
学发现的共性要素。爱因斯坦曾经说
过：“我相信直觉和灵感。”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中国中医科学院
研究员屠呦呦也认为，在青蒿素发现
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
时刻给予了她灵感。

在医学中，尤其在中医药学中，灵
感主要表现为 3 种：第一，通过实践

“身临其境”的感受，从整体上把握人
体结构或功能上的变化，从而为在本
质上认识疾病提供可能。第二，通过
快速定位、把握科研目标在中医典籍
中的“知识碎片”，进行有选择、有目标
的针对性提取，文字敏感度与准确度
乃至语言能力的提高，对于洞察、体会
新发现意义非凡。第三，通过实践与
理论的“碰撞”，也可以摩擦出“火花”，
产生单纯实践与单纯理论都不存在的
新灵感，达到知行合一、运用自如的境
界。

在所有影响中医药学科学研究的
因素中，典籍中的灵感无疑是最容易

被忽视的一个方面，然而其对于中医
药科研的指导意义却又是非凡的。在
中医药人才培养过程中，尤其是研究
生教育过程中，无论是中医学术经验
师承教育还是中医现代化研究，临床
与实验都被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而影响中医药人才创新与成长最关键
的环节，即产生灵感的源泉却常常被
忽略，或不能摆在正确位置加以利
用。同时，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过程是
复杂的，如何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医古
籍这个宝库是培养人才过程中一个值
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开展
这项工作，需要的不仅是一些相关课
程（比如中医古文、内经、各家医理医
案）的设立。知识的授予远不如思维
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中医古籍中寻
找创新的灵感与突破口。翻开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前的中医书，依然感到亲
切、鲜活。中医古籍不是对自然改造、
加工而得的工具性、器械性、材料性的
科技“产品”，而是在人与自然融合、贯
通基础上形成的富有个性和灵气、生

动活泼、有血有肉的艺术作品。以灵
感思维把握中医古籍，在继承中具有
显著的创新意味，继承与创新不是截
然分开，而是融为一体的。

如果屠呦呦没有对《肘后备急方》
原文“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
取汁，尽服之”中“绞汁”一词反复斟
酌、感悟、体会，又怎么想到采用“乙醚
提纯”这一创造性方法提取青蒿素
呢？这一灵感不是把《肘后备急方》背
得滚瓜烂熟和机械地熟知生物化学知
识就可轻易得到的，其运用之妙在于
理论、实践基础上体悟性的文献搜索
和个性化的灵感思维进行有机融合。
用灵感思维继承、开发、创新中医典籍
是科研中的一个重要瓶颈，是需要在
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关键阶段应注重与
提倡的，是需要在思维和方法上给予
学生以启迪的，是中医人值得深入探
讨与研究的。那么，我们应进一步从
新的高度认识中医古籍，它是中医临
床与科研的灵感源泉，对两者都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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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开封市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齐洪喜、河南省名中医刘静
宇、开封市中医院院长庞国明

驻马店重视中医药科普进基层

现场推进会在泌阳召开

新型实用医疗技术协作
一、股骨头坏死
两项专利，五联疗法。经股骨头供血动脉直接推注或滴注用药，达到解除疼痛、控制病情

发展、促进骨质再生的目的。（专利号：ZL201320015354.4）
二、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及静脉曲张
针对下肢肿痛、沉胀、抽筋、奇痒、黑变及溃烂，采用专利技术治疗，解决深静脉反流问

题。对浅静脉曲张采用乳化剂注射治疗，一次完成，不手术。（专利号：ZL99209685.5）
欢迎协作 联系电话：（0371）63065078 张雪琴

灵感之于中医药科研工作灵感之于中医药科研工作

庆祝生日现场 杨东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