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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二 己亥年六月初七

国产生物可吸收支架在河南全面应用

专科护士成护士成长新方向

“ 应 用 经 方 治 疗 男 科 疾 病
时，要注意主抓方证、异病同治
的策略……”6 月 18 日，河南省
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的仲景
学堂，邀请河南省中医院（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西
医结合生殖中心主任孙自学前
来授课。

孙自学是河南省首届名中
医，师承河南著名专家门成福、

王自平、褚玉霞等，如今他又将
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自古以来，师带徒一直是中
医药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院校教育

更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名
老中医学术思想及诊治经验就
这样一代代传承，中医药事业也
在传承中不断发展，亦不断探索
与变革。

70 年 间 ，全 省 中 医 药 事
业 发 展 的 巨 变 ，浓 缩 在 一 个
个 数 字 里 ；一 组 组 数 据 的 变
化 ，反 映 了 河 南 中 医 药 发 展
的 历 史 ！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田
胜）“随着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河南
的护理工作面临人员供给不足、个人
素质亟待提高等问题，广大护理管理
者在工作中坚持质量和底线意识的同
时，要注重护士的个人成长问题，培养
高素质的专科护士，护佑广大群众身
心健康。”7 月 6~7 日，由河南省护理学
会主办的河南省现代医院护理管理高
峰论坛暨护士长培训班在郑州举行，
与会专家在会上纷纷表示。

目前，临床医学专科分支越来越
精细，因此更加需要护理的专科化发
展，也就更需要具有专科护理岗位资
质的护士参与临床的多学科合作和独
立开设护理门诊，进行临床会诊和开

展健康教育。
河南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张红

梅说，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健康
意识的提高及优质护理服务的逐步深
入，护理学科正在向多元化、专科化发
展。在医院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办
护理专科门诊，由专业护理专家专门
为患者提供 PICC（经外周静脉置入中
心静脉导管）护理、造瘘口（膀胱、结
肠）护理、压疮管理、高血压病管理、糖
尿病管理、产后护理等，不仅方便了患
者，使患者得到了及时、周到、标准的
护理服务，而且护理专家的劳动价值
得以体现，也极大地提高了护士的职
业价值感。另外，专科护士承担的工
作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健康教育、慢性

病管理，比如糖尿病门诊、高血压病门
诊，专科护士可以为这些患者提供相
关的医学、护理学和疾病防治、饮食、
运动、自我监测、自我管理、心理调适
等相关知识，可以为患者建立健康档
案，以便查询记录进行治疗。护理专
科门诊的开展从医院管理的角度看也
提高了专科护理质量，拓展了护理内
涵，提升了优质服务质量。目前，国内
外已有很多专科护士在承担危重症患
者的专科护理、患者的健康教育、护理
教育和研究以及开设护理诊所满足延
续护理需求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和卓有成效的成绩。管理者要认真思
考如何为专科护士提供更广阔的发展
平台。

本报讯（记者史 尧 通讯员朱
之韵）3年内，整个支架就可以完全降
解为水和二氧化碳，体内不再有异
物，避免了金属支架永久留存体内带
来的极晚期安全性风险，这就是生物
可吸收支架NeoVas（生物可吸收冠状
动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与传统
支架的不同之处。近日生物可吸收
支架NeoVas在河南上市，标志着国产
生物可吸收支架/PCI（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在河南进入全面应用阶
段。

据华中阜外医院副院长、全国知
名专家高传玉教授介绍，冠心病被称
作“人类健康第一杀手”，全世界每年
增加170万“支架人”，中国每年新增

约33万“支架人”。可是这个拯救心
脏的支架却是“外来物”，一旦进入
人体后就要终身携带。目前，临床
99.9%的患者使用的是第三代金属
药物支架，它的主要材料是钴铬合
金、不锈钢。这些材料的支撑性能、
柔顺性比较好，可以把血管的狭窄
处支撑起来，同时能释放抗增殖药
物，防止支架里面堵塞，被广泛应用
于临床。

“但金属药物支架仍不是最完美
的支架，在极个别患者身上出现过一
些远期临床隐患。”高传玉说，他和团
队一直关注这种新型的可吸收支架，
也经过多次实验研究证实其可用性，
早在今年4月就已经成功完成了河南

省首例及第二例生物可吸收支架植
入手术。这种新型支架植入人体后，
经过血运重建、支架降解吸收和血管
修复3个阶段之后会完全降解，血管
的弹性舒缩功能得到恢复，实现从

“血管再通”到“血管再造”的飞跃，使
患者得到更大更多的全生命周期获
益，为医生提供更加卓越、丰富的产
品与解决方案。这一优势也许可以
给予年轻患者未来更多的选择。

“这款生物可吸收支架对目标人
群目前没有特定要求，但对病变条件
做出了严格规定。以简单病变最为
适用，通常适合60岁以下的患者。若
血管弹性差、有钙化病变等则不适
合。”高传玉说。

7月4日，在河
南省精神卫生中心
（新乡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举办的
河南省突发事件心
理危机干预技术培
训班上，来自河南
省公安系统、教育
系统的专家以及心
理医生、社会工作
者等人员通过理论
授课、分组讨论、实
战模拟、现场分析
点评等，演练了地
震灾后公众心理危
机干预处置流程和
技巧。

黄洪勇/摄

“数说”河南中医药事业发展70年
本报记者 索晓灿

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河南省中医进修学校建于开封市大
袁坑沿街

安阳市中医院小儿科师徒合影

河南南阳医圣祠

名老中医及经验整理
▲截至 2018 年年底，全省有

“国医大师”3人，全国名中医3人，
全国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3
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34人，河南省
名中医81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河南中
医药事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
期。

1956 年，全省有名望的老中
医 445 人；由于自然减员，1961 年
底只剩250人。

1963 年，河南省卫生厅建立
了972位名老中医技术档案。

1964 年，河南确定 99 位名老
中医为第一批被抢救继承对象，
并为他们选配助手或徒弟，开始
系统继承整理名老中医经验。

1981 年，河南省卫生厅组织
50 名主治中医师，分别对 368 位
名老中医的独到经验进行总结和
整理，写成经验总结、医案 1650
篇，约 150 万字。经修订汇编，出
版了《河南省名老中医经验集
锦》。

师带徒
▲第二届国医大师唐祖宣，

首届全国名中医毛德西、崔公让
等一大批名医大家，都是中医学
徒出身。

1961 年，约有 120 名徒弟出
师。

1962 年 7 月 16 日，牵头制订
河南省中医师带徒方案（《河南省
卫生厅关于公立医疗机构中医带
徒弟试行办法（草案）》）：实行“五
统一”，即统一招收、统一教学计

划、统一考试出师、统一发出师
证、统一分配工作；中医徒弟学习
年限，一般定为5年；坚持集中上
课学理论，分散跟师学经验。方
案规定全省中医学徒1440个编制
名额，坚持出师一个、招收一个，
保持总量不变，有效地解决了中
医后继乏人的问题。

1978 年，全省从高等学校统
一招生中录取中医徒弟500名，学
习5年。

1980 年，河南确定招收名老
中医子女为中医药学徒，共计660
人；1981年增加12人。

1982 年，全省恢复中医带徒
弟制度，现有计划内中医药学徒
1170人。

2010~2018年，河南通过多个
项目培养中医人才。其中，优秀

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培养 208
人；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工作带教老师200人左右，继承
人600人左右；县级中医临床技术
骨干培训、农村在职在岗中医药
人员大专以上学历教育3500人左
右；建设各类名中医及学术流派
传承工作室118个。

中医药院校
▲70年间，通过院校教育，全

省培养了一批中医、中药新生力
量和中西医结合的医生，在防病
治病和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1953 年，河南省中医进修学
校成立。

1958 年，河南建立了河南中
医学院、河南省平乐正骨学院。

1978 年，河南中医学院和各

卫生学校中医、中药班开始扩大
招生，中医带徒弟重新恢复；开始
筹建云阳、安阳、焦作3所中医药
学校。

1982 年，河南中医学院扩大
招生名额，在校学生增加到 1700
余人。

2016 年，河南中医学院更名
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目前，该校
有中医学、中药学2个博士学位授
权一级学科，有中医博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中医学、中药学等9个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中医学、
中药学、护理学等5个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
台30个。

2018 年，全省有 16 所高等院
校设置中医中药专业，年培养中
医类毕业生约4430人。

2016 年，京豫宛三地合作创
办的仲景书院开班。仲景书院遴
选国内经方大家为导师，选拔临
床一线、副高以上职称的中医临
床骨干为学员，以书院式精修崇
典继续教育形式，开展中医经典
传承、经方临床应用的培训和实
践，为中医高端人才培养探索新
的模式和路径。

2018 年 9 月，河南省中医管

理局下发
通 知 ，要
求开设仲
景 学 堂 ，
围 绕“ 读
经 典 、跟
名 师 、作
临床”，持
续性常态
化开展学
术活动和
专题讲座
等师承教
育教学工
作。仲景
学 堂 ，面

向的不仅是全省中医药从业人
员，还包括非中医类别医师、甚至
老百姓。现在，仲景学堂在全省
遍地开花。

像仲景书院、仲景学堂一样，
全省中医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
稳步而快速，成绩显著。

中医从业人员
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全省

有中医从业人员4万多人。

1958 年，全省有中医 21393
人。

1977 年，全省有中医人员
9170人。

1981 年年底，全省有中医
19410人。

1983 年年底，全省有中医
22290人。

1984 年，全省中医队伍不断
发展壮大，增加到30900人。

截止到2017年年底，全省中
医从业人员9.2万人。

截止到2018年年底，河南省
注册执业中医医师数 65134 人。
其中，中医执业医师39396人，中
西医结合执业医师25738人。

中医医院
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中医

多以个体开业形式应诊，只有南
阳张仲景医院等少数中医医院，
而且规模小、医生少，设施简陋。

1976年，全省有中医医院13
所，病床1131张。

1978 年，4 所中医医院开始
兴建，恢复和扩建中医医院5所，
全省中医医院已经发展到17所。

1982年，全省有中医医院46
所，设置病床 3992 张，占全省医
院病床总数的3.2%；有职工5581
人。中医医院不仅治好了大量的
常见病，而且对许多疑难病的治
疗取得了良好效果，在防病治病
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84年，全省中医医院68所
（省级2所，地市级14所，县级52
所），病床4427张。

1986 年，中医院（门诊部）94
个，中医医院病床7554张。

2018 年年底，全省中医医疗
机构数达到 587 所，其中三级中
医医院 25 所，二级中医医院 166
所，一级中医医院382所，未定级
中医医院 14 所，登记床位 90274
张。

截止到2019年2月11日，全
省中医类诊所3631个，中医类门
诊部281个；全省有105所公立县
级中医医院。

在中医医院建设中，重点（特
色）专科的脚步稳步加快。截止到
2018年年底，全省共有国家临床重
点专科21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

点专科65个，河南省重点专科103
个，河南省特色专科164个，河南省
特色专科强化项目71个。

目前，河南正在建设 2 个中
医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医骨
伤、中医儿科），12个国家区域中
医（专科）诊疗中心。

中医科研
1959 年 3 月，河南省中医药

研究院成立，建院之初名为河南
省中医中药研究所。

1959 年，洛阳正骨研究所建
立，2006年更名为河南省正骨研
究院。

2008 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获批建设国家中医临
床研究基地，并于2016年通过国
家验收。

2018年，河南省中医院（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成为
第二批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
设单位。

2018 年，全省以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
院2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河
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省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为主，以河南省中医药研
究院和河南省正骨研究院以及部
分中医医疗机构为支撑的中医药
科学研究平台框架已初步形成。

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建生
主持研究的《老年社区获得性肺
炎证治规律与疗效评价研究及应
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医诊疗
关键技术的创新及应用》，分别在
2012年、201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
1988 年，河南省中医管理局

成立，通过深入调查，对全省中
医工作的发展战略、指导方针、
工作重点和资源配置进行调整
和规划，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
度、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并开
始组织实施。全省中医行业管
理工作全面铺开，政策导向更加
明确。全省各地市卫生局全部
设立中医科，部分县（市）设置了
卫生局中医股（科），自上而下的
中医管理体系开始建立，宏观管
理得到加强，事业发展能力和行
业治理能力稳步提升。目前，围

绕健康中原大局和中医药强省
目标，河南省中医管理局认真贯
彻落实《中医药法》和中医药发
展战略规划纲要，全面推进发展
理念创新、政策举措创新、体制
机制创新和学术理论创新，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求突破，打
造仲景文化品牌，促进中医药事
业高质量发展，着力建立覆盖生
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中医药
服务体系。

总体来看，河南初步建立
了省、市、县中医管理体制和管
理队伍，中医药发展目标、思路
进一步清晰；研究出台关于基
础设施、等级评审、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专科建设、文化建设
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科学布
局各项工作；积极参与公立医
院改革，整合细化国家各项政
策要求，协调医保、财政、价格
等部门出台具体措施，为中医药
服务争取发展空间和利好政策，
受到基层欢迎，并得到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的充分肯定，经验在全
国推广。

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
中医药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到颁布《中医药法》；从印发《中
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 年）》，到发布《中国的中医
药》白皮书；从建立国务院中医
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到召
开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座谈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医药工
作的重视与支持上升到了新的高
度。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迎来了
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

河南地处中原，历代名医辈
出，是“医圣”张仲景的故乡，是
祖国医药学主要发祥地之一。

为了达到“2030 年建成中医药强
省”的目标，河南举全省之力发
展中医药事业。

中医医疗机构数居全国第
二位，中医床位数居全国首位，
中医执业医师和中药师数量居
全国第四位，中医药服务量居全
国首位，中医药科研水平处于中

西部地区前列，全省中医药工作
位居全国先进行列……每一个
成 绩 的 取 得 ，都 让 河 南 距 离

“2030 年建成中医药强省”的目
标更近一步。

目前，《河南省实施〈中医药
法〉办法》已经纳入省人大立法
审议计划。《河南省中医药发展

战略规划（2016~2030 年）》《“健
康中原 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
相继出台，中医药强省建设目
标更加明确，指标体系更加清
晰——2020 年，中医药强省建
设初见成效；2030 年，全面建成
中医药强省。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传承

◆发展

◆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