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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个国家级项目成功立项今年首个国家级项目成功立项今年首个国家级项目成功立项
本报讯 （记者哈薇薇） 近

日，由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医药适宜技术六脉疗法》代表
性传承人梁建军申报的一项科研
项目获批立项，成为今年河间市
中医药领域首个国家级科研项目。

此次获批项目的科研课题主

要针对脑中风患者的康复治疗，
通过穴位埋线、长效针灸刺激，
联合运动康复训练，达到肢体功
能康复的目的。

梁建军表示，将围绕项目积
极开展学术研讨活动，把科研成
果应用于临床，造福百姓。

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康复科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康复科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康复科

入选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入选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入选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
本报讯 （记者哈薇薇） 近

日，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康复
科正式入选为省级中医优势专
科建设单位。

此次获批，是继该院皮肤科
成为省级重点中医专科后的第二
项中医发展成果，擦亮了盐山县
寿甫中医医院的特色品牌。

市卫健委市卫健委市卫健委

组织中医全科医生组织中医全科医生组织中医全科医生
转岗理论培训转岗理论培训转岗理论培训

本报讯 （记者哈薇薇） 近
日，我市 2024年中医全科医生
转岗理论培训在沧州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正式开班。

此次培训，共有 250余名学

员参加。理论培训共 160学时，
结束后，将组织学员进行考试，
理论考试成绩计入学员总成绩。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还将组织学
员开展临床实践。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开展中医药文化宣讲活动开展中医药文化宣讲活动开展中医药文化宣讲活动
本报讯 （记者哈薇薇） 日

前，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
“弘扬中华瑰宝，传承中医药文
化”中医之美系列宣讲活动。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放化疗
二科、肿瘤热疗整合医学中心主
任袁香坤，从中西医结合治疗肿

瘤的初衷、背景出发，着重讲到
了“防、康、控、生、护”五位
一体的中西医结合肿瘤康复模式
以及“火龙罐综合灸疗”和“中
药头疗”的创新应用，宣讲活动
展现了中医药特色优势在这一学
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杏林动态

南大港产业园区南大港产业园区南大港产业园区

“““旗舰中医馆旗舰中医馆旗舰中医馆”””送服务到百姓家门口送服务到百姓家门口送服务到百姓家门口

说起去中药房取药，人们可能会想
到这样一幅场景：等待的人群，忙碌的
中药师，尤其是在医疗条件相对薄弱的
基层，这种现象更是普遍。但是，现在
一种全新的中医药服务模式——智慧共
享中药房，正在悄然改变这一现状。

自动调配 代煎代送
便民共享让中医药扎根基层

“线上开处方，免费配送到家。药
是热的，心是暖的，现在在家门口看中
医、吃中药是越来越方便了。”拿着温
热的中药，渤海新区黄骅市的市民李女
士感慨地说。

8 月 7 日上午，李女士因身体不
适前往渤海新区黄骅市骅中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就医，大夫给她开了 7服中
药，但是她并未取走中药，而是选择
了代煎服务。

与李女士就医同步，中药处方通过
智慧共享中药房系统线上传送到黄骅市
中医医院审方中心。经过审核后，由中
医院进行中药煎煮。当天下午，医院的
配送中心就把煎好的中药送到了李女士
家中。

李女士享受到的正是黄骅市中医医
院智慧共享中药房为医共体成员单位提
供的中药代配、代煎和免费的物流配送
服务。

接到处方单后，智慧共享中药房是
如何运转，并最终将煎好的中药送到患
者手中的呢？

走进黄骅市中医医院智慧共享中药
房煎药中心，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面而
来，几名医务人员正忙着对照处方单调
配中药饮片。

记者在智慧共享中药房配方煎药智
能管理系统中看到，医共体成员单位医
师开具的处方，通过系统传送到审方中
心，由审方系统对处方进行初步审查，
再由中药师审核确认，并根据药物的不
同性质设定浸泡、煎煮时间。浸泡时间
达到后，煎药人员通过扫码器对个人工
号和处方条码以及煎药设备条码分别进
行扫描，然后进入煎煮环节。煎煮结束
后，医务人员对药扫码打包，随后进入
配送环节。

煎药中心运用的是智能化煎煮系
统，可以根据中药“先煎”“后下”“一
煎”“二煎”的特殊要求进行煎煮。“智
能化煎煮的好处在于能够避免人工煎煮
可能带来的误差和污染，保证煎煮质
量。”黄骅市中医医院负责煎药的中药
师介绍说。

智慧共享中药房管理平台建设有标
准规范的中药材流通管理程序、严格的
药材追溯体系，通过手机可实现药品追
溯查询、用药提醒、饮食指南、运动指
导、健康教育、健康咨询等全方位健康
管理。

“月底前，自动调配机将上线。之
前调配药品只能靠药剂师用秤称量，速
度比较慢。随着处方量的增大，药剂师
相对不足，之前的调配方式越来越不能

满足工作的需求。而自动调配机能大大
提高药品的调配速度，一般一个中药方
只需两分钟，这是人力所不能及的。”
分管智慧共享中药房的黄骅市中医医院
副院长刘迎春说。

满足需求 智慧安全
处方全流程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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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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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建起

“统一审方和统一煎送”服务的智慧共
享中药房，解决了基层医疗机构中药房
运营过程中的难题，让中医药服务实现
了从“以药品为中心”到“以患者为中
心”的转变。

据了解，黄骅市中医医院智慧共享
中药房建成运营以来，基层医生开展中
医诊疗服务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全县基
层中医处方量明显增加。

目前，黄骅市中医医院智慧共享中
药房设有审方区、调剂区、复核区、浸
泡区、煎煮包装区、成品区、饮片仓库
等功能区域，并配置自助两煎煎药机、
中药贴标包装一体机、膏方包装机、调
膏机等多种先进设备，每日最多可煎制
中药汤剂1700多服。

满足百姓需求才是数字化变革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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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共享中药房采用中药饮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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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中
药”。

黄骅市中医医院副院长韩玲说，智
慧共享中药房成立后，通过整合资源和
中医药服务下沉，全方位提升了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解决了部分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因中医诊疗人数少、中药饮片维
护成本高、中医药资源利用不合理等问
题。

其实不仅是在渤海新区黄骅市，这
样便捷的中医药服务，在沧县也即将成
为现实。

目前，沧县中医医院的智慧共享中
药房也正紧锣密鼓地建设。医院健康管
理中心主任李晓蕾介绍说，智慧共享中
药房已经进入后期调试阶段，即将投入
使用。

届时借助智慧共享中药房系统，老
百姓将能享受到方便快捷的中医药服
务。

比如患者在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
就诊时，医务人员可以通过智慧共享中
药房系统采集包括望、闻、问、切四诊
信息等上传至云端。系统将自动模拟医
圣张仲景以及历代名医的诊疗思维进行
辨证分析，从而给患者出具疗效可靠的
处方。

处方上传至智慧共享中药房的后
台，由该院中医师对处方进行审核，审
核完成后，直接在线点击“配药、煎
药”，后通过配送中心免费配送，县域
内患者的中药当天即可送达。

创新模式 省时省力
推动全市中医药发展

“村里看中医，就能享受到县级中
医院的服务，真是太方便了。”“不用出
家门，中药就被免费送到家，智慧共享
中药房让我们老百姓既省时又省力。”
受益于智慧共享中药房的群众这样评
价。

从“人等药”到“药等人”，传统
的中医药就医模式正被智慧化的现代技
术所替代。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互联网+
中医药”服务模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加便捷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如打造智慧
中医公共信息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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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高了医疗服务
的智慧化、个性化水平，推进了医院信
息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现在，市卫健委正把目光聚焦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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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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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将继续推动智慧共享中药房
建设，探索建立中医药管理、服务全流
程的数字化支撑，努力实现中医药监管
高效化、中医药运行管理精细化、中医
药服务便捷化的目标。”市卫健委中医
科科长苗欣说。

把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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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后，天气由热转凉，阳气渐
收，阴气渐长，自然界由生长开始向
收藏转变。那么，秋季养生要注意什
么？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博士刘
建建议，秋季养生，要把握四个原
则。

润燥养阴慎进补

刘建说，秋季燥气当令，易伤津
液，饮食应以“润燥、补肺、养阴、
多酸”为原则。酸味收敛肺气，辛味
发散泻肺，秋天宜收不宜散，所以要
尽量少吃葱、姜等辛味之品，适当多
食酸味果蔬。《饮膳正要》说：“秋气
燥，宜食麻以润其燥，禁寒饮”，入秋
后宜食生地粥、莲子百合汤、雪梨银
耳汤等以滋阴润燥、健脾祛湿，可适
当食用芝麻、糯米、蜂蜜、枇杷、菠
萝、乳品等柔润食物，以调理脾胃功
能，为中、晚秋乃至冬季健康奠定基
础。

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
阴”的原则，立秋时节为人体最适宜

进补的时候，科学地摄取营养和调整
饮食，可补充夏季的消耗。如何科学
进补才能起到养生的效果？刘建建
议，可以先找中医师辨明体质，根据
体质及身体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调
补。患有胃肠道疾病、高血脂等疾病
的人，不宜摄入太多肉食，可以补充
叶类、花菜和部分瓜果蔬菜等具有清
补功效的食物，茄子、鲜藕、绿豆
芽、丝瓜、黄瓜、冬瓜、苦瓜等清淡
食物都具有清暑化湿的功效。

心境宁静忌忧郁

刘建建议，秋季情志养生也要以
“收”为要，要保持心境宁静。秋应
于肺，在志为忧，人们心情容易抑
郁。秋季情志养生方法：要心境淡
泊、神志安宁；适当增加阳光照射，
缓解或消除抑郁情绪；勤于运动，多
参加一些室外活动，如练习太极拳、
八段锦等养生操放松心情；培养兴趣
爱好，可以有效地转移注意力，改善
心境。

早睡早起防受凉

立秋后，自然界的阳气开始收
敛、沉降，人们应当做好保护阳气的
准备，在起居上应做到早睡早起。因
为早睡可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可使
肺气得以宣发。一般来说，秋季以晚
9点至10点入睡，早晨5点至6点起床
比较合适。早起，对于预防脑血栓发
病也有一定作用。

刘建说，起居养生首先要注意防
寒保暖。秋季早晚温差较大，不要贪
凉，夜晚气温低，注意增衣被，慎用
空调，以免受凉；室内温湿度适宜，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新鲜；睡眠充
足，一般 8小时左右，坚持午睡 30分
钟至 1小时，但睡眠也不宜过多；注
意皮肤保养，秋季湿热重，防止皮肤
感染。

适量运动忌过度

进入秋季，天气逐渐凉爽，是

锻炼身体的大好时机，人们可根据
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锻炼项目。秋
天人体阴精阳气正处在收敛内养时
期，故运动也要顺应这一原则，运
动量应由小到大，循序渐进。锻炼
时身体发热，微微汗出；锻炼后以
感到舒适为标准。可以选择太极
拳、八段锦、五禽戏等中医养生
操。不适合选择运动量太大的运
动，避免运动后出汗过多，容易使
邪气乘虚而入。尤其是老人、体质
虚弱者更要注意运动适度。

刘建提醒，秋季运动还要格外留
意防秋燥，每次锻炼后应多吃些滋
阴、润肺、补液生津的食物，若出汗
较多，可适量补些盐水，以少量、多
次、缓饮为宜。

哈薇薇整理

秋季怎样养生秋季怎样养生秋季怎样养生

本报讯 （记者哈薇薇） 近
年来，南大港产业园区卫计中
心立足园区实际，抢抓政策机
遇，充分利用沧州市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目的契
机，重点打造了两个“旗舰中
医馆”、 3 个村卫生室“中医
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

“简、便、验、廉”的优质中医
药服务，推进基层中医诊疗服
务迈上新台阶。

2023年 12月，南大港产业
园区一分区卫生院 “旗舰中医
馆”正式运行。馆内现有副主任
中医医师 1 人、执业中医师 1
人、助理医师1人，设置中医诊
室、康复理疗室、宣教室、中医

治未病室等科室，配备了中药煎
药机、低中频针灸治疗仪、多功
能牵引床、超声透药设备、体质
辨识设备等先进的中医诊疗设
备，为广大居民提供了精准的中
医诊疗服务。

“旗舰中医馆”的建成，在
方便群众中医诊疗的同时，还提
升了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如
今，各馆均能够为辖区居民提供
中药饮片和针灸、艾灸、火罐、
刮痧、穴位贴敷等6类10项以上
的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

目前，各馆累计开展义诊、
健康体检、中药辨识、中医药文
化宣传等公益活动 10场次，惠
及群众3000余人。

▲▲黄骅市中医医黄骅市中医医
院智慧共享中药房煎院智慧共享中药房煎
药中心药中心

◀◀医务人员手持医务人员手持
扫码枪进行煎药追溯扫码枪进行煎药追溯
操作操作

近日，泊头市卫生健康局组织开展了“中医药文化服务月”系列
宣传活动，通过举办科普讲堂、提供健康咨询、展示中医技艺等形
式，让群众近距离体验了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图为医务人员带领群众
练习中医养生操八段锦。 王同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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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家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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