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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数智赋能 传统中医药搭上现代传统中医药搭上现代““高速列车高速列车””
哈薇薇

300多名乡村中医
被选入县级以上医院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1954 年 10 月 20 日，《人民日

报》的头版发表社论《贯彻对待中
医的正确政策》，时任沧州专区第
二人民医院院长的雷爱光读后陷入
了深思。因为在当时，社会上普遍
重视西医，却忽视中医。这篇社论
恰恰为中医、中医药正了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直
侧重西医临床和西医立院的雷爱
光，开始重新审视中医和中药。
多年的临床实践，让他看到了很
多民间“土药方”效果明显、费
用低廉，百姓更乐于接受。一些
医术高的老中医大多没有学历，
他们扎根农村，热情服务百姓。
那时的地区医院还没有中医科，
更没有中医医生，如何不拘一格
引进中医人才、在医院建立中医
体系、发挥中医中医药优势，为
老百姓提供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
案成为摆在雷爱光面前的迫切问
题。

与此同时，这一年，沧州专
区卫生科组织多家医院人员，深
入沧州广大农村，访问老中医，
最终在全区几千名中医中，吸收
了 300多名群众口碑好的中医进入
到专区医院和各县医院。

雷爱光引进中医的做法，让
一些人想不通。他们认为“中医
不科学”，疗效慢，不能解决病人
的根本问题，把中医中药引进医
院不合时宜。如何纠正对中医中
药的片面甚至错误看法，雷爱光
决定身先士卒。他虚心向老中医
学 习 ， 并 号 召 全 院 职 工 学 习 中
医。他还运用中医在治疗坏疽、
乙型肝炎、乙型脑炎等方面取得
的显著疗效证明中医、中药的价
值。渐渐地，人们看到了中医之
长，从根本上破除了怀疑、转变
了态度。

沧州市中心医院陈秀春撰写
的 《一代名医雷爱光》 中介绍，
1956 年，专区第二人民医院 （原
沧州博施医院） 和专区第一人民
医院合并为专区人民医院，雷爱
光任院长。在雷爱光的主导下，
医院建立了中医科，初设病床 20
张，主任为田鹤梅，并先后开设
了 中 医 内 科 、 妇 科 、 脉 管 炎 门
诊。同年，东光县的王连芳、衡
水市武强县的郭锡侯等中医也被
选入医院。

最终，在雷爱光的大力倡导
下，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在
沧 州 专 区 人 民 医 院 全 面 铺 开 。
1958 年 12 月，医院被国家卫生部
授予“全国中医中药先进单位”。

传承大医精神
中西医结合迎来大发展

上世纪 50年代末期，在国家政
策的鼓励下，全国掀起了西医学习
中医、中西医结合的热潮。

这股复兴中医的春风也吹到了
中西医汇通学派先驱张锡纯的故里
盐山，后辈中医刘振邦欢欣鼓舞。
多年来他痴迷张锡纯研究，遣方用
药中，处处透露着《医学衷中参西
录》的精髓和辩证思想。虽然一生
无缘得见大医，但他有幸与张锡纯
之孙张铭勋一起，共同参与整理编
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地首
版《医学衷中参西录》（共八卷）。

在编纂整理的过程中，刘振邦
对“衷中参西”思想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也将这种医学传统潜移默化
地传给了后代子孙。2003年，刘振
邦的长孙刘建从盐山县中医院调入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进入 21世纪后，我国中西医结
合事业取得了新的进展，并得到国
家更充分的肯定以及政策法规更有
力的支持。好的时代加上好的政
策，使得刘建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
深研张锡纯，体悟“衷中参西”思
想，著书立说。如今，他已经成长

为中医博士、张锡纯再传弟子。
刘建说，张锡纯所处的时代，正

是“西学”盛行之时。一些新派医家
以维新自诩，炫耀西医医术高超，指
责《黄帝内经》陈腐荒谬。有的中医
急于自辩、反击，有的中医则主张取
西医理论、用中医的方法。于是中西
医“互相牴牾，终难沟通”。但张锡
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沟通中
西”，自成一家。他既肯定中医，也
肯定西医，无门户之见。对于外来文
化的渗透和撞击，张锡纯以博大的胸
怀，欣然接纳，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
下难能可贵。

在沧州，张锡纯是一张闪亮的
中医药名片，更是一面中西医结合
的旗帜。他的“衷中参西”思想在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得到了全面继
承和发展。

2017年 6月，张锡纯学术思想
研究室在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正式
成立，刘建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

去年在市委、市政府以及卫
生部门的指导下，沧州中西医结
合 医 院 在 南 川 老 街 建 设 了 国 医
堂 。 国 医 堂 以 张 锡 纯 的 字 “ 寿
甫”为名，在二楼设立了“寿甫
大讲堂”，定期邀请相关专家作专
题讲座，传播张锡纯的学术、人
文思想。经过半年多的运营，现
如今南川老街中医药文化展示区
已 然 成 为 我 市 中 医 药 文 化 新 地
标 、 中 医 药 文 化 爱 好 者 的 打 卡
地，同时也是我市对外宣传、展
示大医张锡纯的窗口和平台。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书记
赵建勇说，因为沧州是大医张锡纯
的故里，所以发展中西医结合，沧
州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沧州中西
医结合医院建院 43 年来，一直把

“中西医结合”作为立院之本，将中
西医结合思想贯穿到每个科室、融
入到每位医护人员治疗、护理过程
中，在心脑血管、肿瘤、糖尿病等
疾病治疗中，摸索出了一条中西医
结合的新路子，获得了良好的疗效
和口碑。

中西医结合并非简单叠加
须真正优势互补

当下，中西医学的汇聚和交融
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越
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认识到，两种
医学体系的相互沟通、相互渗透、
相互成就，已经成为中国医学现代
化的强大推力。而中西医结合并非
简单的叠加或并列，而是要实现真
正的融合。

近年来，沧州在中西医结合的
道路上做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显
著成绩。

市卫健委中医科科长苗欣介绍
说，在中西医结合解决重大疑难疾病
上，依托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重
点专科技术优势，全面整合各重点专
科、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名中医
工作室及临床科研项目等优势资源，
加强中西医结合特色优势重点专科建
设。在积极推进中医药技术方法和现
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上，我市建立综合
医院、专科医院中西医结合会诊制
度，开展新发突发传染病、重大疑难
疾病、常见病、多发病等中西医临床
协作和联合攻关。

同时，在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
方面，我市也走在了前列。

苗欣说，沧州与京津冀多家名
院、名科合作，加强我市中西医结合
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加大“西学中”
人员培训力度。针对临床常见病、多
发病的基层实际需求，开展针灸、推
拿、康复等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并建
立中医类别全科医师转岗培训机制，
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符合条件的人
员进行转岗全科医师培训。

但也应看到，我国中西医结合
事业已经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中西医并重阶段，因此如何充分利
用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有利
时机，补短板、强优势、出亮点，
推动我市中西医结合事业再迈上一
个崭新台阶，应该成为未来努力的
目标和方向。

4月25日，在全国2024数字中
医药推进现场会上，黄骅市中医医
院智慧共享中药房项目建设作为数
智中医典型案例，代表河北省在会
议现场进行展示和推广。

黄骅市中医医院作为沧州市建
设智慧共享中药房首批试点，依托
县域中医医共体建设，借助“互联
网+物联网”技术，创新中药药事
服务模式，建设“统一平台、统一
审方和统一煎送”服务的智慧共享
中药房，解决基层医疗机构中药房
的运营难题，让中药药事服务实现
从“以药品为中心”到“以患者为
中心”的转变。

何为智慧共享中药房？如患者
在乡镇卫生院看完病，医生会把处
方通过信息化手段，传到智慧共享
中药房；通过医师审方后，药房人
员将药材配好精心熬制，将煎制的
中药直接配送到患者家中，优化了
药房的工作流程，降低了中药师的
工作强度，有效缩短了就诊和等待

取药流程，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
验。

满足百姓需求就是数字化变革
的重心。据了解，智慧共享中药房
由黄骅市中医医院牵头，会同5家
乡镇卫生院、1 个社区服务中心、
53个村卫生室等医共体成员单位，
一起分工协作，形成了县乡村三级
紧密联系的服务体系和工作框架；
采用中药饮片采购、审方、煎制、
配送、追溯、监管“六统一”模
式，打通中医就医流程信息化建设
和 基 层 中 医 药 服 务 “ 最 后 一 公
里”，让一张张处方、一包包汤剂
搭上“数智”快车道，让患者吃上

“放心药”。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互联

网+中医药”服务模式，为人民群
众提供便捷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如
打造智慧中医公共信息平台建设，
建立中医药大数据平台、中医药公
共服务平台，为百姓提供中医药健
康咨询、疾病预防、中医药知识普

及等服务。同时支持沧州中西医结
合医院智慧医院建设。建设电子病
历、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三位一
体”的智慧中医院信息系统，提高
医疗服务的智慧化、个性化水平，
推进医院信息化、标准化、规范化
水平。

市卫生管理部门还把目光瞄准中
药生产现代化，依托沧州中药制剂研
发和质量标准研究中心，加强技术集
成和工艺创新，推动智慧共建中药房
和区域医疗机构制剂中心建设，提升
中药制剂制备能力。加大对中药生产
企业市场营销、品牌塑造等方面的扶
持力度，引导其向规模化、精深化、
差异化和品牌化方向发展，做大做强
中医药产业链条。

据了解，全国中药生产线有 2
万多条，上世纪90年代基本实现了
机械化、电子化。如今，数字制
药、智慧制药才刚刚起步。随着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
术的不断涌现和发展，数智化必将

成为推动现代中药发展的新动力。
“中医药作为传统产业，一直

在拥抱现代科技。在数智赋能时
代，中医药也不会落下。”近日，
在天津举办的数智赋能大健康产业
新质生产力暨第四届中医药国际发
展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
大师张伯礼指出，中医药与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结合是必然的
发展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

未来已来，传统的中医药要搭
上现代化这一高速列车，数智化是
必选路径。只有借助人工智能、

“互联网+”等科技手段不断更新知
识、提升技能，才能更好地守护人
类健康。期待沧州加快中医药数智
化进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答
好中医药现代化之问。

岐黄纵谈

医道中西，各有所

长。以中西医汇通学派先

驱张锡纯为代表的医学先

贤，很早就开始了中西医

结合的实践，并探索出中

西医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的医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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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个百个百个“““中医阁中医阁中医阁”””服务零距离服务零距离服务零距离
本报讯 （记者傅新春 哈薇薇）

“我现在做针灸治疗都不用去大医院
了，找社区‘中医阁’的中医就能
行。”近日，在新华区县直社区卫生服
务站“中医阁”针灸的张鹏说。

2023年以来，我市加强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依托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生室建设了 100余个“中医阁”，
配备中医、中医诊疗与康复设备、提
供中药饮片与中成药，为群众提供

“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实
现基层中医药服务“零距离”，今年我
市计划再建设完成600个“中医阁”。

南川老街中医药南川老街中医药
文化展示区文化展示区

今年，中医巨匠张锡纯《医学衷
中参西录》第四期《药物讲义》出版
百年。在遣方用药上，张锡纯颇有心
得。他深入挖掘、亲自体察石膏、山
萸肉、山药等中药的药性、药效，为
后代医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论创新
和临床经验。

石膏粳米汤

1916年初，张锡纯随所在巡防营
调动，从广平移师德州。他们在邯郸
上车，向北进发。正月天寒，冷风从
破车窗吹入，寒彻骨髓，到德州时，
同行的五六人都病了。发烧，但无
汗，是伤寒。如不控制，则会入内化
热。如果出汗，当用白虎汤；如果不
出汗，说明体表仍为寒邪所闭，用麻
杏石甘汤等。

这是张仲景留下的方子，但张锡
纯没拘泥于原方。他见这些士兵都不
出汗，身上发热，就用生石膏 2两和
半两粳米碾成细末，用水 3碗熬，等
米熟汤好，趁热喝汤汁，借汤汁的热
气发汗。巧妙的是，热汤发汗，生石
膏能祛除内里的热邪，粳米能防止生
石膏伤胃，可使生石膏的药性留于胃
中，长时间发挥作用。士兵喝完热汤
出了一身汗，病也好了。

此方，被张锡纯命名为“石膏粳
米汤”。

山萸肉救险

一日深夜，张锡纯被一阵急促的
敲门声惊醒，下床披衣开门，只见来
人神色紧张，连呼着“救人”，拉起张
锡纯就走。路上，才得知是村上的一
个孕妇忽然染上霍乱，又吐又泻一整
晚，胎儿流产。来前病人已经不省人
事、奄奄一息了。

来不及细想，狂奔至病人家。刚刚
跨进大门，就传来阵阵哭声。难道是来
晚了？只见屋内，病人已经殓服在身。
家属悲泣而立，见张锡纯风尘仆仆地赶
来，边抹泪边说：“没救了，没救了。”

“既然来了，让我再瞧瞧吧。” 随
即，他把手指搭在了病人的手腕上。
见虽然细若游丝，但仍一息尚存，便
说还有一线生机。

家属眼睛里顿时有了光。“张先
生，您快开方子吧。”

“只需一味药。”
“什么药？”
“山萸肉。但必须要快，病人已经

极度虚弱，等不得啊。”
这可怎么办？药铺离这里快马加

鞭也要一个时辰。时间不等人啊。这
时，张锡纯突然想到，病人家的东邻
就是他的表兄刘玉珍，而当天下午刚
刚给他开了两剂药，其中就有山萸肉。

想到这儿，他赶忙跑到表兄家，
从药中挑出山萸肉六钱，立刻吩咐病
人家属煎汤喂服，没多久，病人就开
始有了微弱的呼吸，喊她也能应声了。

与此同时，去城里药铺抓药的人
也回来了。张锡纯说，此时必须乘胜
追击，命家人将山萸肉、生山药各二
两，煎汤一大碗，让病人慢慢温服
下。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病人的精神
很快就恢复了大半。家人见病人起死
回生，抱着她又哭了一回。转过头
来，才想起自家的救命大恩人，遂千
恩万谢。

张锡纯叮嘱病人家属，虽说病人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可要调养好身
体，还需一段时日。但只要坚持每天
用生山药末熬粥，慢慢调养，就能恢
复如初。

张锡纯用山萸肉救脱的经验，屡
试屡效。他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
反复强调要去掉山萸肉的核儿，这个
经验为当代医家广泛吸收运用。

因山药拜师

民国年间，在北京通县名高崇勋
的家，其妻已经卧病在床半年了。这
一日，她的病情突然加重，似喘非
喘，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她感觉自
己恐怕将要不久于人世了，就叮嘱丈
夫：“我走后，你一定要照顾好女儿
们，这是我最放心不下的……”高崇
勋这个七尺男儿潸然泪下，女儿们更
是抱着母亲痛哭不止。

值此悲伤的时刻，正在读书的二
女儿德清突然喊起来：“爹爹，您来看
看，这书里说山药可以救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匪夷所思。
他们把 4两山药按照书中说的，煎汤
给患者服下，过了十来分钟，患者的
气息居然接续上了，症状大为减轻。
重新燃起希望的家人每天坚持用 4两
山药熬汤给患者服用。4个月后，患
者痊愈，而且身体较病前更好。

高崇勋大喜过后，找来救命之
书，封面赫然写着 《医学衷中参西
录》，而书的作者就是医界大名鼎鼎的
张锡纯。高崇勋激动不已，如此高
手，我一定要拜他为师！后来，高崇
勋终于得偿所愿。

东光县中医医院东光县中医医院

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记者哈薇薇）近日，东

光县中医医院走进树人教育学校开展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

东光县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副主任
医师霍丽丽以“中医养生”为题，讲
授了一堂特色鲜明的中医知识讲座。
内容包括“精神养生”和“娱乐养
生”，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师生们对中
医药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在学校的中医药文化展牌前，霍丽
丽结合图片，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讲解
中医药小常识，为同学们打开了一扇认
识中医药、了解中医药文化的窗口。

在中草药种植园里，霍丽丽向同
学们介绍了几种常见中药材的性质和
作用，期间还穿插讲解了中医药的发
展历程，把同学们带入了五彩斑斓的

中医药世界。
多年来，东光县中医医院通过进

社区、进学校、进工厂，利用中医药
健康知识讲座、中医适宜技术培训、
义诊等多种形式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活
动，把中医药文化送到更多人身边，
努力营造全社会认识中医药、热爱中
医药文化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