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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
头，作为一名神经内科的小医生我
已经来到北京地坛医院 3 个春秋
了。在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的两年
中，我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最
近，由于疫情反复，我们纷纷进入
了应急区，再次投入战疫。

除了严上加严的院感规定，和
细之再细的工作要求，在一线工
作，令我治愈的时刻都是和患者简
简单单的日常交流，为病人送去人
文关怀，不仅让患者面对疾病时更
放松，也更能让我体会到作为一名
医生的价值与意义。

应急区总是充满各种意外，但
也充满了爱。我曾遇到一位脑梗死
患者，当时情形危急，患者被快速
转运到隔离病房。“头晕、步态不
稳”，核磁提示是危险的后循环梗
死。我在这时临危受命，进入隔离
区，医治这位脑梗死患者。

在熟悉的病房又干上了老本
行，只不过这次的挑战加剧。

在进入病房进行一套简简单单
的神经科查体后，我已像蒸桑拿般
大汗淋漓。但时间不等人，随后，
我又详细地询问了患者的病情，发
现患者在病房中存在饮水不足的情
况。病人尴尬地冲我笑了笑，不好
意思地解释道，以前的运动量和现
在没法比，平时又不爱喝水，定下
的喝水目标实在是难以达到。

此时，患者的血管情况着实让
我们捏了一把汗，多处血管狭窄，
加上入水量不足，极容易出现病情
反复甚至再次梗死的情况。急中生
智，我们协调后勤人员，为病人做
了可口的汤羹送到病房，以增加入
水量，加之间断补液提高入量，而
每日的出入量结算也成了我们最关
注的事情。时刻关注着，终于，在
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患者的病情逐
渐好转，血管狭窄的问题也得到了
解决。患者康复出院时，他一遍遍
地感谢着日夜照顾他的每一名医护
人员。

病毒无情，但无法拦住我们与
患者共抗病魔的决心和一片爱心。
又是一个平凡的白班，护士着急地
呼唤：“大夫，xx 床小朋友发烧
38.8℃，饭都喂不进去了，家属着
急呼叫。”我急忙去查看患儿的情
况，小朋友紧闭双眼、小脸通红，
可能是连哭闹的力气都没有了，就
蔫蔫地躺着，孩子妈妈在旁边急得
手足无措，“饭也喂不进去，水也
喂不进去，早上还能玩一会儿，现
在就这样了，怎么办呀！”我快速
查看了患儿的生命体征后，又向孩
子母亲仔细了解了孩子的一些情
况，紧接着请来了儿科医生会诊，
等待的过程中，我尽快帮孩子降低
体温，避免高热惊厥等严重发热并
发症。

打电话、写会诊、陪同查看小
患儿，输液、降温、喂药。一系列
事情忙活下来，不知不觉已经到了
下午。小朋友的体温终于慢慢降到
了 37.4℃，也有精神吃吃喝喝、玩

玩玩具了，我的心这才放松了下来。
过了两天，再次查房的时候，小

朋友跑了过来，微笑着谢谢我们，还
对我们说：“以后我也想成为像大白
一样的叔叔阿姨。”那一刻，我真切
地感受到了肩头的使命，和被信任的
那种幸福。

我们总说医学是传递善良、救护
病者、体现人生价值的职业。人生事
业，最堪与付。然而我认为，与其称
之为职业，不如视之为使命。关注病
人的生活点滴，多一些关怀，少一些
冷冰冰的嘱咐，患者康复后的笑容和
发自内心的感谢，就是我们想为之守
护的使命。

3年前，我为成为地坛医院的一
员感到骄傲和自豪，现在这份自豪中
又多了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医”
心向党、踔厉奋进，我将不忘初心使
命，砥砺奋发前行，用我们的热情与
关怀，与病魔斗争，带给更多患者温
暖与希望。

（作者系北京地坛医院医师）

隔离病房中爱的治愈力
崔 健

“疫情发生以来，在各级医疗
救治实践中，中国始终坚持中西
医结合、中西药并重，充分发挥
中医药特色优势，筛选出‘三药
三方’等临床有效方药，对提高
治愈率、降低重症率和病亡率、
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发挥了重要作
用。”日前，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就中医药医疗救治工作有关情
况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
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
长米锋如是说。

米锋介绍，当前我国疫情防
控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向

“保健康、防重症”，要加强日常
健康服务，突出重点人群管理，
提供分级分类医疗卫生服务，特
别是要发挥好中医药的作用。

中医药疗效在新冠肺炎
救治中得到了有效验证

应对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工作
重心的转变，中医药能发挥哪些
作用呢？对此，全国政协常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
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介绍，经
过3年疫情防控，我国形成了中西
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中国方案，
中医药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
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患者实行分层干预。
对于轻症患者，可以选择对症的
中药进行居家治疗，减轻医疗机
构医疗资源的挤兑风险和压力。
二是发挥了中医药在治疗中的独
特优势。对于轻型、普通型患者
以中医药为主导，可以缩短病毒
清除和住院时间，缓解临床症
状。重型、危重型可以中西医结
合治疗，对于有可能转重型的患
者，及早进行中医药的干预治
疗，可以降低转重率；对于重
型、危重型的患者，开展中西医
结合治疗，可以有效阻断或减缓
重症向危重症的发展，促进重症
向轻症的转变，减少病亡率。三
是在患者康复过程中，中医药可
以对症治疗，发挥整体调节作
用。”黄璐琦说。

那么，中医药如何在阻断新
冠病毒感染从轻症转向重症的过
程中发挥作用呢？中国中医科学
院广安门医院急诊科主任齐文升
告诉记者，临床上处理好邪正虚
实的转化关系，防止病邪由表入
里、逆传或者内陷，就能阻断病
情由轻转重。

“具体来说，阻断病情由轻转
重中医药主要发挥了两方面作
用。首先，及时识别了易发展成
重症的高危人群。中医症候对于
判断病人的转重有指导意义，比
如看舌苔，舌苔由薄转厚变黄，
舌质的颜色由淡红转成紫红或者
淡暗，这是一类；高热持续不
退；大便稀溏或者几天没有大

便，且伴有食欲的严重下降，消
化功能、吸收功能变差。有的患
者还会出现明显的虚症，如精神
萎靡、一活动就喘促、语不接续、
手脚凉、出冷汗等等，这些阴阳两
虚的症候都可以作为中医判断是不
是会转重的预警指标。其次，中医
在阻断病情转重的治疗上，强调关
口前移、早期治疗。比如临床上高
热持续48小时，中药每天就要吃
两剂，每2~4个小时就要服用一
次。”齐文升介绍。

个人居家治疗，用药要
对症

那么，个人参照新冠病毒感
染者居家中医药干预指南，如何
居家选药呢？北京中医医院院长
刘清泉介绍，《新冠病毒感染者居
家中医药干预指引》里有70种中
成药，各个省市也推荐了一些中
成药，这些中成药具体到每一个
病人身上到底怎么用，实际上是
治疗方案的问题。

“如果感染者经过早期治疗，
体温恢复正常但仍咽喉疼痛、声
音嘶哑，可以使用宣肺止咳的中
成药，如急支糖浆、止咳宝、通
宣理肺丸等。如果咽喉疼痛很明
显，可使用六神胶囊、六神丸、
清咽滴丸、金喉健等缓解‘刀片
喉’。如果感染者出现乏力、呕
吐、腹泻这些中医认为湿邪的症
状，可使用化湿解表类药物，推
荐藿香正气的不同剂型。如果小
孩出现发热、咽干咽痛、咳嗽
后，症状往往进展很快，可使用
疏风解毒、清热宣肺的药物，如
金振口服液、儿童清肺口服液。
还有些孩子发烧、不想吃饭、肚

子胀、口臭、大便干结，从中医
讲属于积热、积滞重范畴，可以
用消积导滞、清热宣肺的中药，
如小儿豉翘清热口服液、小儿柴
桂退热颗粒等。此外，对于婴幼
儿来说，推拿、捏脊、刮痧等方
式均能缓解患儿的症状。”刘清泉
说。

刘清泉提醒，新冠病毒感染
的轻型患者对症服用药物 5~7天
后，大多临床症状会消失，之后
可以用饮食调整进行康复，不要
过度服用药物。

中医治疗新冠感染“南
北有别”

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印发了 《关于在城乡基层充分应
用中药汤剂开展新冠病毒感染治
疗工作的通知》，并在同种中针对
南北方地区分别给出了不同的治
疗药方。

为什么治疗新冠感染“南北
有别”？“中医药在治疗疾病和保
障健康的过程中，非常强调‘三
因制宜’（即因时、因地、因人制
宜）。在治疗方面将南北方分开
来，是按照中医的群体辨证方
案。”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在
发布会上解释道，在这几年的治
疗过程中，新冠感染的临床症状
也确实显示出了南北方的差异。
北方地区季节寒冷，表现出来的
寒象特别重，如头痛、喉咙痛、
全身关节酸痛，整体表现怕冷；
而南方地区还比较热，湿邪较
重，降雨之后湿热之邪尤其重，
加上南方人喜欢吃健脾温补的
药，患者的体质和环境因素湿热
较重，高热、喉咙痛、咳嗽、有

痰、大便不通的比较多。按照中医
的群体辨证方案，南北方使用不同
的药方是基于对不同地区绝大多数
患者的辨证。

在中成药的使用中，很多药的
适应证有风寒和风热的区别，怎么
用药才能更对症、更有效？“对于新
冠病毒感染，不管它是风寒还是风
热的诱因，临床症状大部分都表现
出发烧、怕冷、乏力、咽喉疼痛
等。不管是风寒还是风热引起的临
床不适，运用具有解表功能、治疗
感冒的药物治疗都是有效的。”刘清
泉介绍，从临床来看，出现发烧、
很怕冷、老想穿一些厚衣服，以及
肌肉比较酸痛、咽干咽痛、乏力、
鼻塞流涕等症状，属于风寒诱因所
导致，这类疾病服用疏风解表治疗
感冒的中成药就够了，比如感冒清
热颗粒、荆防颗粒、正柴胡饮颗粒
等；有一部分人出现高烧，体温可
能达到39℃，咽喉疼痛非常明显但
没有怕冷的明显感觉，只是感觉肌
肉酸痛、乏力、咳嗽，这些症状从
中医的归属上可能是风热诱因所导
致，这时要用一些疏风清热或者化
湿解表、清热解毒一类的中成药，
如连花清瘟、银翘解毒颗粒、蓝芩
口服液、双黄连、抗病毒口服液等。

“选择中药的时候，要按照说明
书或者咨询专业医师进行服用，如
果服用1～2天，症状没有明显缓解
或者持续加重，应及时到医疗机构
就诊，千万不要盲目叠加药物。”刘
清泉提醒，一些特殊人群，如65岁
以上尤其是80岁以上的人群有慢性
基础病的、肿瘤病患者、有免疫相
关疾病的，这些人群如果感染了新
型冠状病毒以后，吃中成药时一定
要向专业医师咨询，否则可能会耽
误病情、延误病情。

发挥中医药优势 辨证施治新冠病毒感染
本报记者 陈 晶

本报讯（记者 陈晶）国家药
监局近日印发了《进一步加强中药
科学监管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若
干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
《措施》 从加强中药材质量管理，
强化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监
管，优化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
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重视中药
上市后管理，提升中药标准管理水
平，加大中药安全监管力度，推进
中药监管全球化合作9个方面作出
了35条要求。

《措施》指出，创新中药质量
监管模式。逐步构建“网格化”监
管模式，完善中药生产监管制度建
设，研究制定并监督实施《中药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逐步建立并完
善中药生产区域化风险研判机制，
针对重点企业、重点品种、重点环
节，持续加强中药饮片、中药配方
颗粒和中成药监督检查，有序开展
中药材延伸检查。进一步规范中药

饮片、中药配方颗粒和中成药流通经
营秩序，强化使用环节质量监管。

《措施》提出，加强中药质量抽
检监测。持续推进和完善中药饮片、
中药配方颗粒、中成药质量抽检，结
合监管需求和行业发展实际科学开展
探索性研究，对抽检监测数据进行综
合分析研判，依风险采取相应的风险
防控或质量提升措施，优化中药质量
公告发布工作机制，依法发布抽检监
测结果，向公众客观准确传递中药质
量安全信息。

《措施》强调，严厉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依法严查重处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生产和/或经营企业涉嫌注册、
备案造假，以及掺杂掺假、编造记录、
违规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

“窝点”制售中药假药等违法犯罪活
动，充分利用网络监测、投诉举报等线
索，联合公安、司法等部门，坚决查清
源头、一追到底，依法追究犯罪人员刑
事责任，坚守中药安全底线。

国家药监局：进一步加强中药安全监管力度

本报讯 “目前能够有效控
制、延缓近视发展，避免孩子发展
成为高度近视，较为安全、有效的
方法就是科学验配角膜塑形镜。”
1月上旬召开的大连市政协全会期
间，市政协委员、大连市第三人民
医院眼科主任赵丽君提交提案，建
议将角膜塑形镜纳入公立医院集中
采购目录。

赵丽君说，角膜塑形镜属于国
家三类医疗器械，已被写入《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
是目前眼科界公认的可控制近视进
展的方法。其不仅具有有效控制近
视进展的作用，同时可以通过夜间
佩戴，白天获得较为理想的裸眼视
力。但是，目前角膜塑形镜的推广
受到种种制约，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终端价格虚高，患者治疗负担
重；二是验配水平参差不齐，患者

安全感不强。
“目前大量技术资源主要集中在

公立医院，可为此提供更多的专业
技术指导。”赵丽君表示，应支持公
立医院开设验配中心，既有利于提
高行业规范性，又健全了公立医院
视觉健康服务内容，并通过相关数
据库的建立，树立服务标准和价格
参考，为青少年患者提供及时、安
全、高效的服务。同时，角膜塑形
镜作为三类医疗器械，应纳入公立
医院集中采购目录，这样以价换量
加之公立医院的全面参与，可打掉
中间层层加价的环节。当价格大幅
下降，使用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
也可将角膜塑形镜纳入医保报销范
畴，进一步降低青少年近视患者家
庭的医疗负担，让更多孩子的视力
及时得到保护。

（吕东浩）

大连市政协委员赵丽君呼吁：

将角塑镜纳入公立医院集中采购目录

为了把关爱老人工作做到实处，日前，北京隆福医院的医务人员来到北
京东城天颐养老院为老人们进行巡诊，并为需要就医的老人开通绿色通道。
据悉，北京卫生健康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
其中提到各区卫生健康委要指定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对口负责养老院、福利院
等机构老年人的健康监测和就医服务，建立转诊机制，确保高风险人群健康
监测全覆盖，危重症老年人得到有效医疗救治。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为老人健康保驾护航为老人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张原 李宁馨）
日前，我国首家干细胞行业协会
——天津市干细胞开发应用协会完
成换届大会。会议提出，将开展企
业、学校、医院之间的合作，将干细
胞临床应用落到实处，加快干细胞
应用的产业化发展。

“新增理事分别来自天津高校、
医院、干细胞开发应用企业以及中
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的行
业专家。”新任协会会长、南开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细胞生物
学会干细胞生物学分会委员刘林介
绍，协会将积极举办线上线下座谈
会、研讨会，讨论前沿科技及技术难
点，为会员单位创造便捷的技术交
流平台；大力开展科普公开课和系
列公益讲座，向公众普及干细胞知
识；积极参与制定行业标准，促进天
津市干细胞人才体系建设，重点开
展产、学、研、医之间的深度结合，加
速科技成果转化，将干细胞临床应
用落到实处，加快干细胞应用的产
业化发展。

“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大
力支持下，我国干细胞研发方面发
展突飞猛进，特别是近三年来，在新

冠肺炎临床治疗中，干细胞表现出突
出的辅助效果，进一步推进了干细胞
制剂的临床应用进程。”协会秘书长及
发起人之一、顺昊细胞生物技术（天
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相国告诉记者，
随着行业的发展，也暴露出能够熟练
进行细胞培养技术操作的人才短缺的
现状。下一步，协会将联合高校实验室
资源，共同推进行业技术人才的培训
工作，搭建行业平台，开展企业、学校、
医院之间的合作，开展好细胞培养技
术人才培训工作。

“合格的技术人才是干细胞产业化
发展的基石。协会未来的培训将针对细
胞的采集、培养、制备与储存等各个环
节，让学员在GMP实验室操作规范下，
熟练掌握细胞培养的全流程，培训合格
后颁发真正有技术含量的级别证书，为
细胞行业输送懂理论、重实践的操作技
能型人才，以适应干细胞产业化、标准
化的快速发展，促进干细胞技术早日落
地生根。”刘林提出，协会将组织相关业
内专家进行深入研讨，尽快制定出切实
可行的行业培训标准、培训方案，着手
教材编写、等级考核等工作，落实初级
培训，推进高级培训，真正将干细胞行
业推向规范化、标准化。

国内首家干细胞行业协会完成换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