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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索晓灿）日
前，教育部公布了2018年全国高
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和审
批结果。经过层层推荐、专家
评议，以及教育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审核，洛阳职业技术学
院、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均获批
设置中医学专业，修业年限为
3 年。

据悉，洛阳市中医药学校开

设有中医、中药等专业，是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教育部批准的河
南省中等职业教育中唯一的中
医类专业点，每年招生 500 人。
2017年年初，洛阳市中医药学校
划归洛阳职业技术学院管理。

作为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前身
之一的信阳卫生学校，1975~1999
年曾举办中专层次中医学专业；
1999~2003年与南阳理工学院合

作办学，开展过中西医结合大专
层次人才培养，培养了中医相关
专业毕业生2189人。

据了解，获批设置中医学专
业后，洛阳职业技术学院、信阳
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8 年开始招
生。

目前，河南省开设本科以上
层次中医类专业（其学历作为报
考中医类别相应医师执业资格

的依据，下同）的高校有河南中
医药大学、南阳理工学院；开设
专科层次中医学类专业的高校，
除了刚刚获批的洛阳职业技术
学院、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外，还
有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理工大
学、河南推拿职业学院、南阳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郑州澍青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漯河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等。

从2004年10月启动中医药治疗艾滋
病试点项目算起，河南省中医药防艾工作
至今近14年了。近年来，由河南省中医药
防治艾滋病临床研究中心、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艾滋病临床研究中心负责
全省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培训、管理工作；
39名省级巡诊专家承担全省22个县4586
名艾滋病患者中医药救治项目的管理任
务，省级巡诊专家每月定期赴各项目县巡
诊，每年累计巡诊486次……2017年12月1
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徐立然
团队提出的“中医药延缓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发病、降低抗病毒治疗不良反应和机会
性感染发生率的方案研究”获得了国家

“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立项，为河南
中医防艾工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黑暗中摸索出的

中医防艾之路

十年磨一剑。这“一剑”，却磨得异常
艰辛。回想开展中医防艾工作的十几年，
河南省中医药防治艾滋病临床研究中心、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艾滋病临
床研究中心主任郭会军说，中医防治艾滋
病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2004 年国家
启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后，河南
成为第一批参与该项目的省份。

“当时，从来没有人接触过中医防治
艾滋病工作，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
知道方向在哪儿，该从哪儿去做……”郭
会军说，他们邀请国医大师张磊、国家级
名老中医毛德西等，坐在一起讨论、摸索，
这才初步确定了方向。为了进一步了解
艾滋病患者的实际情况和就医需求，他们
深入发病率较高、患者较为集中的驻马店
市、开封市、商丘市、周口市、南阳市等，实
施观察治疗，摸索经验。当时交通不便，
对于稍远的县，专家们往往走上一天才能
到达艾滋病高发村。

郭会军说，那个时候，村民们“谈艾色
变”，患者和家属也躲躲闪闪，避之不谈，
专家们就深入艾滋病患者家中，对患者和
家属做思想工作，采用患者分时就诊、村
外就诊等办法，这才获得了艾滋病患者的
基础资料。由于艾滋病患者大都出现发

热、腹泻、肺部感染、真菌感染、带状疱疹、
肿瘤等，患者体质差、基本丧失劳动能
力。经过多次讨论，河南中医防艾专家们
确定了研究方向，总体围绕如何提升艾滋
病患者免疫能力和生存质量，研究中医体
系如何在艾滋病防治中发挥作用。

中医防治艾滋病能不能发挥作用？
效果怎么样？确立这样一个谁都没开展
过的研究方向，郭会军的心是忐忑的，但
治疗艾滋病患者的决心却是坚定的。课
题开展初期，专家们根据所掌握的基础资
料，逐步向前推进，观察症状，改进治疗方
法，统计治疗效果。实践出真知，专家们
的努力没有白费，十几年的实践表明，他
们最初确立的研究方向和治疗方案是正
确的，中医防治艾滋病的确疗效显著。

“俺得这个病7年了，最初发现自己得
这个病时感觉天都塌了，现在一直坚持服
用中药，效果非常好。”在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定期前来复查的艾滋病患
者明明（化名）向记者表达了长期接受中
医药治疗的感受。

理论创新＋疗效验证

艾滋病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高

“通过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
心、高级别循证医学临床研究，结合中医
药临床辨证施治，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取得
了较好的疗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副院长、河南中医防艾学术带头人
徐立然告诉记者，多项课题研究结果显
示，接受中医药疗法的艾滋病患者症状体
征明显改善，生存质量显著提高。

徐立然说，采用中医药疗法后，以感冒
为例，艾滋病患者感冒次数由平均1.28次/
月降至0.16次/月，艾滋病相关腹泻的发生
率降低24.13%，艾滋病相关肺部感染发生
率降低20.0%。同时，中医药治疗观察结果
显示，患者的免疫功能明显增强，病毒载量
逐年下降，艾滋病患者总体的年病死率降
低，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研究表明，经过
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发病
延缓，使HIV感染者进入艾滋病期的发病
率降低7.6%，延缓4年进入艾滋病期。大多
数艾滋病患者恢复了劳动能力，能够从事

一般强度的工作，提高了生存质量。
在艾滋病中医基础研究方面，河南省

开展了艾滋病中医病因病机、证候规律等
研究，提出并验证了“艾毒伤元”“脾为枢
机”“气虚为本”的中医学说，制定了气阴
两虚证、脾气虚证、肺脾气虚证、气血亏虚
证、湿热内蕴证、痰热蕴肺证、湿热蕴毒证
等7个基本证候辨证标准量表。“我们参与
制定的《艾滋病（成人）中医诊疗方案》《艾
滋病泄泻等12个艾滋病常见病症中医诊
疗方案（试行）》，已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正式发布；制定了艾滋病（无症状 HIV 感
染期）中医临床路径、艾滋病咳嗽（肺部感
染）中医临床路径、艾滋病外感发热（上呼
吸道感染）中医临床路径等，由中华中医
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颁布，这些方案正
在全国推广。”徐立然说，十几年的努力让
中医防艾工作硕果累累，这些成果对指导
中医医师诊断治疗艾滋病具有重要意
义。现在，河南中医防艾体系已经成了典
型，正被“复制”到全国各地。

在艾滋病中药制剂研究上，河南省艾
滋病临床研究中心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
法》，针对慢性腹泻和肺部感染等，已研制
出益艾康胶囊、泻痢康胶囊、清肺培元微
丸、参芪除热胶囊等13种制剂，用于河南
省艾滋病高发区患者的救治。

“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患者吃得好、睡
得香，疾病不影响正常生活。这就是我们
的心愿。”徐立然说，以2004年全部参加中
医救治项目的患者作为实验组，以同地区
未参加中医救治项目的患者作为对照组，
截至2012年10月，通过回顾性总结，发现8
年中医药治疗组病例死亡密度为3.24/100
人年，累计生存率为80.10%。未接受中医治
疗感染者死亡密度为3.91/100人年，累计生
存率为74.03%。这样的研究结果显示，中
医治疗对艾滋病患者疗效确切，其积极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

多体系共同携手

助推河南中医防艾一路前行

“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是河南省医疗
救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良好
效果。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探索，河南省

组建了一支精干的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技
术队伍，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项目管理
模式和临床救治模式，项目实施范围逐步
扩大，目前正在为6个省辖市22个县（区）
4586 名患者提供免费治疗。”谈起河南中
医防艾的历程和目前的成果，河南省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省中医管理局局长张重刚
非常欣慰。

张重刚告诉记者，在项目实施中，河
南省制定了《河南省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
试点项目质量管理与控制方案》，对病例
观察表、病程记录、处方书写、巡诊和会诊
记录、临床检测规程、人员及时间保障等
方面均进行了可控的质量管理；同时又制
定下发了《河南省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工作
手册》，凡相关管理和技术人员（包括乡村
医生），全员贯彻；连续组织检查考核，保
证了项目持续顺利实施和救治水平的不
断提高。

据了解，为了推进中医防艾工作，河南
紧密结合省情，提出了“三统一、三结合”的
工作思路，即统一组织领导、统一治疗方
案、统一观察指标；临床救治与科研相结
合、固定方药与辨证施治相结合、中医药治
疗与抗病毒治疗相结合；设立了省、市、县、
乡、村五级管理构架和医疗体系，根据河南
疫情特点和就近治疗原则，项目县中医医
院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患者所在村卫生室
为主要治疗场所，由县、乡、村三级医生组
成的治疗小组负责日常诊疗工作，省专家
组定期巡诊会诊，负责疑难病例会诊，培
训基层医务人员；建立了符合河南实际的
工作机制，河南的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试
点项目融入了全省艾防工作体系。河南
省中医管理局是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委员
会成员单位，邀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
管副主任参加中医药防治艾滋病专家组，
协调沟通项目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省卫生
计生委规划财务处协调整合专项资金，保
证了新增患者中医药治疗费用。

“这一正确的工作思路为全面实施试
点项目起到了关键作用。”张重刚说，近年
来，河南中医防艾模式已被全国肯定、推
广，但是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是一项长期任
务，中医人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还要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讯员郑 矗）近日，濮阳市
中医院成功为一位患者实施
膝关节单髁置换手术。

张老太太患有重度右膝
关节炎，已有7年之久，近期
疼痛难忍，无法行走，严重影
响日常生活。张老太太在家
人的劝说下，来到濮阳市中
医院就诊。住院后，医生对
张老太太进行详细检查和综
合评估病情后，考虑患者为
膝关节单间室骨性关节炎，
虽然已丧失保守治疗价值，
但如果进行人工全膝关节置
换，患者另一侧的正常关节
面也要同时被置换，骨质损
失多，创伤较大。

针对此病例，相关科室
专家积极会诊，决定实施膝
关节单髁置换手术，保留另

一侧关节。在手术室、麻醉
科的密切配合下，手术顺利
完成。术后第三天，患者可
以站立、行走。

据濮阳市中医院骨科专
家介绍，膝关节单髁置换术
能够保留膝关节全部的韧带
组织和其余间室关节软骨，
具有截骨少、切口小、手术时
间短、失血量少等优势，手术
后关节的屈曲功能得以迅速
恢复，使患者减少疼痛，早期
活动，减少住院时间，迅速康
复。膝关节单髁置换术对医
生的技术水平、临床经验要
求高，手术操作要求也很
高。膝关节单髁置换术的成
功实施，不仅使该院骨关节
置换技术再上新台阶，也为
骨关节疾病患者的治疗开辟
了新的道路。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员王有
震 刘国福）笔者 2 月 12 日从泌阳县卫生
计生委获悉，泌阳县荣获“全国基层中医
药工作先进单位”，成为驻马店市首个获
此殊荣的县。

近年来，泌阳县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
发展，切实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将
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作
为主要任务，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中

医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县卫生计生委、
财政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职能
部门对照创建标准，狠抓各项工作。

泌阳县将创建工作与中医药文化科
普进基层活动相结合，通过文化展示、专
题宣传、业务培训等形式，全方位开展中
医药政策法规、健康知识宣传活动，形成
了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不断加大对中
医药的扶持力度，中医药经费占总卫生经

费的10%以上，并保持每年8%以上的增长
速度；将中医药服务项目纳入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补偿范围，对中医医疗机构实
行降低中医药报销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
等倾斜政策，支持中医药特色服务；巩固
和完善县、乡、村三级中医药服务网络，全
县22个乡镇（街道）卫生院均建成标准化
的中医馆，70%的村卫生室能够规范化开
展4类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中医药人才

队伍不断壮大，全县中医执业（助理）医师
占全县执业医师总数的21%；中医药服务
利用效率得以提高，老年人和3岁以下儿
童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规范化开展；中医药
科普宣传广泛深入，增强了群众的自我健
康管理能力，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

据了解，“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
单位”评选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激
励基层政府重视中医药工作。

河南两所高职院校
获批设置中医学专业

河南中医药防艾取得良好效果
本报记者 张 琦

濮阳市中医院

关节置换术获得新突破

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讯员柳明扬）2 月 7 日下
午，商丘市中医院举办了消
防安全应急演练活动。该院
消防安全员和部分医务人员
等近100人参加。

此次演练特邀尚博消防
安全培训学校校长高军全程
指导，整个演练历时20多分
钟，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快速
高效，取得了成功。

演练结束后，高军对此
次演练进行了点评，指出了
其中的不足和消防安全应急
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商丘市中医院院长朱
伯健作总结讲话时强调，
责任大于天，各部门一定
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监
管，不断强化安全意识，不
断完善消防设施，确保医
院安全。

商丘市中医院

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近日，郑州市中医院在门诊大厅、内科门诊等患者集中的地
方定点供应防流感茶，帮助患者及其家属抵御季节性流感。

刘 旸 张丹阳/摄

本报讯 日前，沁阳市中
医院院长邓国华带领班子成
员深入帮扶村贫困户家中进
行慰问。

沁阳市中医院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把
帮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
务，及时组成由院领导任组
长的驻村工作队，与各帮扶
村及时对接，并要求该院驻
村第一书记、帮扶队员沉下
心、扑下身子，关注热点民
生问题，深入群众家中，帮
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当天，沁阳市中医院医

务人员带着大米、食用油、棉
被等慰问品，深入沁阳市柏
香镇宋庄村、王曲乡赵庄村
等的贫困户家中进行慰问。
在走访慰问过程中，该院班
子成员详细询问了贫困户的
生活条件、家庭经济来源、子
女上学、致贫原因、饮水居住
条件等情况，了解了帮扶举
措、脱贫成效等信息，并对在
帮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具体意见，让贫困户切实
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
温暖。

（王正勋 高新科 靳以锋）

沁阳市中医院

认真帮扶贫困户

泌阳县荣获“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在新春佳节即将
到来之际，河南省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河南省
中医管理局局长张重
刚带领相关职能部门
负 责 人 ，到 河 南 中 医
药大学第一、第二、第
三附属医院及河南省
中 医 药 研 究 院 、河 南
省 洛 阳 正 骨 医 院 ，看
望工作在临床一线的
医 务人员及老中医药
专家。图为张重刚在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慰问退休后仍在临床
一线坐诊的老中医药
专家。

刘永胜 张随山/摄

中医院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