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形成中药炮制内外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格局

把传承中药炮制作为主要抓手

当前，中医药发展迎来
新时期。然而，我们通过查
阅文献、专家咨询、临床用
药调研等发现，由于中药炮
制品性能缺乏统一标准，目
前存在着临床医生未规范
选择与使用炮制品，引起炮
制品种有日趋减少的现象，
影响了中药炮制品的临床
应用与传承创新发展，这在
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药炮
制的发展。我们应通过补
短板、强弱项、扬优势，加快
形成以从中药材采收到形
成中药炮制品为内循环、
以中药炮制品临床应用及
临床疗效评价为外循环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从
而促进中药炮制传承创新
发展。

以双循环发展格局
促进中药炮制传承创新

□陈天朝 赵新红

6 中医药周刊·视界2021年8月2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 云 美编：李 云YIYAO WEISHENG BAO

中医人语

推动中医药发展是时代赋
予我们的责任，中药炮制传承与
创新要主动引领内外循环深度
互动和联动发展，以不断提高中
药炮制品临床疗效为介入点来
打通内外循环，通过创建中药饮
片处方的用名、煎煮、临方炮制、

包装等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
准规范，采取中药饮片片型与创
新新型饮片等举措，逐步改变中
药饮片“方对、症准、药不灵”的
现象，为巩固中药炮制国内市场
地位、不断走向国际市场奠定坚
实基础。

传承是基础，创新是动力。
正如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炮制分
会主任委员贾天柱所言，只有以
传承促创新，以创新带传承，传承
与创新才能成为有泉之水，有本
之木，才能源源不断，生生不息。
因此，我们当代中医药人要明确

新时代中药炮制传承创新发展的
前进方向和根本任务，以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韧劲，加快形成炮制
双循环发展格局。同时，更要主
动引领、积极参与更高层次和水
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让中
药炮制作为一种科学、技术及文

化纽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服务
人类的美满愿景，以期为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医药智
慧与力量。

（作者分别供职于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北承德
医学院附属医院）

传承是基础、手段、过程、根本，没有
传承，就无所谓发展。中药炮制技术作为
具有中国特色的制药技术，已被列入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中药炮制的许多理论和技术
还不能用现代科学来阐释，依然要以传
承为主。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胡昌江指出，要一
以贯之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是创新的
根本。在传承内容方面，应对炮制文献、
炮制技术、炮制文化、人才传承等主要内
容进行传承；在如何传承方面，可以采取
系统学习、全面掌握、继承整理、挖掘提
高等方式进行传承。

究其原因在于，中药炮制在中华民族
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浩如
烟海、不计其数、富有特色的经典专著、学
术思想、学术观点，如果不加以整理、挖掘
并传承，对于中药炮制的发展将是不可估
量的损失。正所谓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
发展。

2019 年 10 月，在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中药材质
量控制，促进中药饮片和中成药质量提
升，加强中药质量安全监管。由于中药
材是中药产业链的源头，是中医药传承
精华、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发
展的物质基础。因此，要通过收集整理
中药材传统知识、保护中药材生物遗传
资源、推进新品种培育与品种保护、建
设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加强中药材质量

等级标准研究、进一步规范中药材市场
秩序等重大举措，全面提升中药材内在
质量。

同时，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简称《药典》）某品种“性味与归经”与
“功能与主治”项下的信息作为基本性
能，结合《中药学》《方剂学》《中药炮制
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等权威
教材中记载的临床应用作为主要依据，
通过汇总、整理、分析、推理等手段，获取
炮制品的性能信息，从而建立中药炮制

品性能统一标准，以纠正其药性与功能
不统一之乱象。同时，通过探明炮制原
理与创新炮制理论，创建中药炮制技术
传承基地，建立健全中药炮制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等重大创新举措，充分发挥中
药炮制团队人员的工匠精神，逐步形成
更多的中药炮制新理论、新技术、新规
范，逐步完善炮制技术，不断增加炮制品
的品种与应用形式，从而不断推动中药
炮制内循环高质量发展，逐步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由于临床疗效是检验炮制品质量
的唯一标准，因此，要不断面向临床实
践，以中药炮制品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为导向，以提高临床疗效为出
发点与落脚点，尽管目前尚无在现代循
证医学理念指导下开展临床疗效评价
的经验可资借鉴，有学者已进行积极探
索与实践，比如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胡昌江提出，
探索建立能够体现中医药特点的“功能
与主治”相关测定方法和指标，通过开
展基于临床功用的药效物质筛选研究、
在现有指标成分的基础上增加生物活
性研究，充分借助现代数据挖掘技术，
将传统评价指标、含量指标和生物活性
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建立基于中医临床

的多维度质量评价模型。
另外，中成药临床研究已经具有成

熟模式，历代中药典籍已经对中药在临
床方面的特点做了详细阐述，虽纷繁芜
杂，但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及中医
四诊客观化研究成果等研究新方法与
新思路，都为开展中药炮制品临床疗效
评价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以创建中药炮制品性能统一标准引领内循环

以提高炮制品临床疗效为目的促进外循环

本报讯 8月16日，舞钢市
人民医院组织召开医院感染防
控工作部署会议，严格落实分
级诊疗制度和首诊负责制，将
院感管理“红线”不可碰、“底
线”不可溃、“主线”见行动的

“三线思维”落到实处，见到实
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在会上，舞钢市人民医院
院长杨星奎就河南省疫情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
有关要求进行了传达贯彻，医
院院感对发热门诊切实做到

“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坚决防止疫情输

入，压实责任零容忍，要落实院
长、主管院长、科主任一岗双责
制。同时，疫情防控督导检查
常态化，要抓违规典型、严处
罚，使院感防控工作达到降低
散发、预防暴发的目的。

该院疫情防控院感管理在
“内防感染、外防输入”等细节、
环节的卡口上下功夫，责任到
人，层层抓落实，以保障医患安
全和医疗质量（如图）；同时加
大医院感染培训力度，提升感
染防控处置能力，做到新冠肺
炎疫情“零感染”“零暴发”。

（杜如红 段泓涛 何松丽）

舞钢市人民医院

院感管理“三线思维”落实见成效

黄芪为豆科植物蒙古黄芪和膜
荚黄芪的根。其味甘，性温，归肺脾
经。黄芪的功能可益气升阳，固表
止汗，利水消肿，托毒生肌，历来被
医家誉为“补气之长”。黄芪主治内
伤劳倦，脾虚泄泻，肺虚咳嗽，脱肛，
子宫下垂，吐血，便血，崩漏，自汗，
盗汗，水肿，血痹，痈疽难溃或久溃
不敛，可用于一切气虚血亏之证。
笔者结合多年临证经验，现总结其
配伍应用体会如下。

自汗。黄芪具有益气、固表、止
汗之功效。治体弱卫虚、肌表不固
而致自汗，与防风、白术配用补气固
表之功尤其明显，比如《丹溪心法》
中的玉屏风散；亦可与牡蛎等收敛
止汗药等同用，以增强止汗的作用，
比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牡蛎
散。至于气虚阳弱而致虚汗不止
者，可与附子、生姜同用，以补气温
阳，固表止汗，如《严氏济生方》的芪
附汤。对于阴虚盗汗者，本品亦可

治之，需与黄精等滋阴降火药同用。
水肿。黄芪亦可用于治疗水

肿，具有利水、消肿之功效，适用于
脾虚失运、水湿停聚而致的肢体面
目浮肿，小便不利，多与防风、白术
等同用，比如《金匮要略》之防己黄
芪汤。临床用于治疗慢性肾炎，具
有改善肾功能作用。

疮痈。黄芪具有益气升阳、托
毒生肌之功效，有“疮家圣药”之
誉，故常用于疮疡属气血不足者。

若日久脓成不溃，则与当归、川芎、
穿山甲、皂角刺等配用，以托毒排
脓，方如《外科正宗》之透脓散；若
疮疡溃后日久，不收口者则与当
归、人参、肉桂、熟地黄、白术等配
用，可益气养血，托毒生肌收口，比
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十全大
补汤；再如小儿痘疮，属于气虚塌
陷，可与人参、肉桂、炙甘草同用，
以益气透疹。

肢体麻木疼痛。黄芪补气力
强，气足则血旺，血旺则血运行有
力，凡气血虚弱而致肢体麻木，疼
痛，半身不遂诸证者，可用黄芪治
之。比如《金匮要略》中的黄芪桂枝
五物汤，即以本品配桂枝、白芍、生
姜、大枣，以益气温经，和营通痹，治

疗血痹肢体麻木；如《医林改错》之
补阳还五汤，用本品配当归、川芎、
桃仁等活血祛瘀药，以治中风半身
不遂等。

此外，黄芪还可与瓜蒌、甘草、
麦门冬、干地黄配用，以益气、生津、
止渴，比如《千金要方》中的黄芪汤；
与火麻仁、白蜜等润肠通便药同用，
可治疗气血不足，肠燥便秘，比如

《金匮翼》中的黄芪汤；黄芪与陈皮
同用，可治疗老年便秘，比如《太平
惠民和剂局方》中的黄芪汤；同时，
黄芪与糯米、川芎同用，以益气安
胎，治胎动不安；黄芪与茯苓同用以
益气健脾、利湿泄浊，功效显著。

（作者为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学术论坛

黄芪的配伍与应用体会
□韦绪性

202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将“夯实中医药人才基础”
列在首位，凸显了中医药人才在
中医药特色发展中的奠基性作
用。中医药院校作为培养中医
药人才的主阵地，如何更好地落
实《措施》，需要统筹处理好特色
与规律、中医与西医、质量与数
量、通识与专长等关系。

统筹特色与规律的关系

随着“双一流”建设理念的
日趋深化，大学的特色化发展逐
渐成为社会共识，《措施》明确提
出“特色发展”主题主线，将“特
色发展”作为主基调，凸显了国
家层面关于中医药高等教育特
色发展的政策导向。从宏观层
面来看，中医药特色是中医药院
校的行业特征。从微观层面来
看，中医药院校的办学特色体现
在学校资源布局、学科设置和人
才梯队构建等方面。

中医药院校既要做好中医
药特色发展的“主旋律”，又要尊
崇自身发展传统和教育改革规
律，主动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形成独树一帜、特色鲜
明的办学格局。办学特色是在
尊重办学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核心竞争力，因而要
正确处理特色与规律的关系，深入研究自身优势、社
会形势和可支配资源，明确战略方向、合理配置资
源，形成相对稳定的学科特色和人才培养模式。

统筹中医与西医的关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见》指出，“中西医并重方针仍需全面落实”。

《措施》提出，“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
发展”，并对创新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健全中西医
协同疫病防治机制、完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等工作
提出了具体要求，进一步强调中医药在国家医疗、公
共卫生防疫、医学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
中医药院校要坚持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主业，继承与
发扬中医药优良传统，回归中医经典、强化中医思
维，做强中医药学科；另一方面，加快中西医结合学
科建设，以开放的胸襟吸纳现代医学的先进理念，在
课程设置、临床诊疗、实验实训等方面，不断创新教
育教学模式，引西济中、中西结合，着力培养一批中
西兼备的综合型人才。

统筹质量与数量的关系

《措施》明确指出，“中医药仍然一定程度存在
高质量供给不够、人才总量不足”的问题，对于中医
药院校而言，既要注重培养高质量中医药人才，也
要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中医诊疗服务需求。因此，
要在科学测算学校人才培养的边际效用基础上，充
分发掘学校的办学资源，制定合乎实际的招生规
模。要统筹好本硕博不同层次的中医药人才培养
规模，坚持“以本为本”理念办好中医药本科教育，
筑牢中医药人才根基；要逐步扩大硕博层次的办学
规模，培养更多高层次研究型中医药人才。要积极
推进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在推进“双一流”学科建
设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中建功立业，争创更宽广的
发展空间。

统筹通识与专长的关系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深化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
导向、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出了明确要
求。中医药院校要加快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发挥教
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着力构建宽基础、厚人文、
强临床的人才培养和评价体系。要强化中医经典教
育，以规范中医药经典等级考试为抓手，引导学生研
读经典，促进学生熟读成诵，积淀起宽实厚重的中医
药经典知识根基；要把天人合一、大医精诚、辨证论
治等中医药人文情怀融入中医药院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培育尊崇中医药文化的校园人文风尚；要构建中
医药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培养体系，
促进理论与实践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作者供职于濮阳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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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说说

您 对 中 医 药 发 展 和 中 医 教 育 的 建
议和意见，写一写关于中医药现状
与问题的文字……《中医人语》《学
术论坛》《中医院的故事》《关注中
医改革》《中医药在海外》等栏目真
诚期待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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