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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近日，中国援厄立特里亚第
17 批医疗队中医专业医生
陈宗金收到一封来自厄立
特里亚交通通信部部长特
斯法塞拉西的感谢信。

特斯法塞拉西在信中
说，中医针灸与推拿不仅缓
解了他因疾病遭受的痛苦，
也为他本人及其家人带来
了健康与希望。

原来，特斯法塞拉西 4
年前出现了右臂、右侧腰
部、右髋部及背部疼痛。在
此期间，特斯法塞拉西曾接
受过多次检查，并多次住院
治疗，但疼痛一直未见明显
缓解。

在中国援厄立特里亚
第 17 批医疗队抵达阿斯马
拉的第二周，特斯法塞拉
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医
疗队驻地寻求帮助。经过
陈宗金不到一个月的针灸
和推拿治疗，特斯法塞拉
西的疼痛症状得到明显缓
解。

在特斯法塞拉西到医
疗队驻地求诊的那天，中国
援厄立特里亚第 17 批医疗
队队长韩东明为其组织了
一场涵盖医学影像、脊柱外
科、中医等多个专业的多学

科会诊。讨论结果确认，特
斯法塞拉西的疼痛与常年
伏案工作密切相关。中医
认为：常年案牍工作，积劳
成疾，损及足太阳膀胱经及
手太阳小肠经，经脉不畅，
经筋失于濡养，久而为痹，
筋 脉 痹 阻 不 通 故 发 为 疼
痛。基于这一判断，韩东明
当场指派陈宗金为特斯法
塞拉西提供中医针灸与推
拿治疗。

据介绍，自抵达非洲开
始，中国援厄立特里亚第17
批医疗队就将多学科协作
诊疗模式作为提升医疗援
助服务的核心策略，旨在为
患者提供更为精准和全面
的治疗。

收到感谢信后，陈宗金
等队员深受鼓舞。他们认
为，这封感谢信不仅是对个
人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整个
医疗队的鼓励和激励。医
疗队中医专业组将继续发
扬中医针灸推拿的专业优
势，让更多厄立特里亚人民
体验到中医的独特魅力。

目前，由于特斯法塞拉
西见证了中医疗效并极力
推崇，其夫人因膝关节肿胀
和疼痛也正在接受医疗队
提供的中医治疗。

智慧中药房智慧中药房：：
实现优质中医药服务共享实现优质中医药服务共享

本报记者 丁 玲 杨 须 侯少飞 乔晓娜

以建设智慧共享中药房为
抓手，赋能中医药服务能力提
升；在紧密型医共体间推进智慧
抓取、统一配送等共享服务，全
力保障基层群众用药安全……
这两年，河南省各县域有关中医
药服务的信息化、科技化探索不
断深入。

2019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的

《关于在医疗联合体建设中切实
加强中医药工作的通知》明确，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县级中医
医院建立中药饮片供应中心和
共享中药房，统一中药饮片采
购、调配、炮制、煎煮和配送服
务”。2023年，国家发布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中医
馆服务能力提升建设标准（试
行）》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也可与上级中医医院或有合格
资质的药品经营企业等进行合
作，采取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
提供中药饮片的配送、代煎、代
送服务”。

当智慧化遇到中医药会擦
出怎样的火花？连日来，记者走
访了巩义市总医院、唐河县中医
院、郸城县中医院，探访智慧共
享中药房带来的变化。

共享：
让中医药扎根在基层

“药是热的，心是暖的。线
上开处方，免费配送到家。现在
在家门口看中医真是越来越方
便了。”7月3日16时25分，巩义
市民李女士拿到温热的中药时
感慨地说。

7 月 3 日上午，李女士因身
体不适在巩义市孝义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开了 7 服中药后，

选择了代煎服务。
7 月 3 日 10 时 47 分，李女士

的处方通过智慧共享中药房系
统传送到巩义市公立中医院审
方中心。13 时 26 分，中药煎煮
完成；16时25分，配送到家。

李女士享受到的正是巩义
市总医院智慧共享中药房为医
共体成员单位提供的中药代配、
代煎和物流配送服务。

2019 年 5 月，巩义市被确定
为国家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试点县。同年 12 月，巩义市人
民医院牵头，与市公立中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4 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5 家乡镇卫生院和 310
家村卫生室组成紧密型医共体，
成立巩义市总医院。

巩义市总医院相关负责人
在走访与调研中发现，基层医共
体成员单位存在中药专业技术
人员普遍不足，中药饮片品种数
不达标、基础养护措施不全、包
装破损、存放时间过长，药品损
耗较大等问题。

而中药饮片用药的安全，除
了处方的合规外，还要求中药材
的存储、炮制、煎煮等多个环节
符合要求。

依托巩义市公立中医院建
成 的 智 慧 共 享 中 药 房 应 运 而
生。

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
技术，巩义市总医院打造了包含
处方流转、审方、调配、煎煮、配
送等全链条的综合性中药药事
服务平台，依托市公立中医院建
成智慧共享中药房，实现中药统
一采购、统一存储、统一审方、统
一煎煮、统一配送。

巩义市总医院智慧共享中
药房确立了“1+N”模式，即以市

公立中医院智慧共享中药房为
中心，在乡镇选择中医业务量较
大的卫生院设立 3 个分中心，覆
盖全市所有区域，为医共体成员
单位和患者统一提供中药调配、
代煎和配送服务。

巩义市公立中医院副院长
刘云峰说，巩义市总医院智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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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在巩义市，这样便捷的
中医药服务，在郸城县、唐河县
同样存在。

2023 年 5 月，郸城县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可以共用的中药
房——郸城县智慧共享中药房
建成投入使用。该药房由郸城
县中医院管理，借助郸城县中
医智能云服务平台，乡村医生
在村卫生室即可完成中医问诊
和开方，经中医院处方审核小
组审方后，完成配药、加工和送
药到家服务，实现“基层诊断开
方、县级审方抓药、快递送药到
家”，让群众享受到高质量的中
医药服务。

在唐河县，当患者在村卫生
室、乡镇卫生院或者中医院问诊
时，医务人员通过张仲景经方云
人工智能云平台，进行智能采集
（望、闻、问、切四诊信息，以及舌
象等信息），将采集到的信息上
传到云端，系统模拟张仲景以及
历代名医的诊疗思维进行辨证
分析，从而给患者推荐出疗效可
靠的处方。处方上传到唐河县
中医院智慧共享中药房的后台，
由该院中医师对处方进行审核，
审核完成可以直接在线点击“配
药、煎药”，并进行智能化配送。
县城内患者的中药 4 小时可以
送达；乡镇患者上午看病、晚上
可以吃上煎送的中药，下午看
病、第二天中午可以吃上煎送的
中药，真正实现了“不出家门就
能吃上中药”。

安全：
处方全流程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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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日，记者走进巩义市总
医院智慧共享中药房调配中心，
一股中药香扑鼻而来。黄连、党
参、金银花等中药材琳琅满目、
分类有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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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医共
体成员单位医师开具的处方，通
过该系统传送到审方中心，由前
置审方系统按照配伍禁忌等规
则对处方进行拦截审查，由中药
师再次审核后进行确认，并根据
药物的不同性质设定浸泡、煎煮
时间，然后分配到各区域分中心
打印带有条码的处方。

调配中心配好的代煎药品
转入煎药中心进入浸泡环节，由
煎药人员扫码浸泡。浸泡时间
达到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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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煎煮。煎煮结束后，工作人员进
行扫码打包，药品进入配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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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总医院中医药学部
主任焦天枢说。

据巩义市公立中医院院长
白龙伟介绍，从医生开具处方到
审方、配药、复核、浸泡、煎煮、包
装、配送等 7 个环节均需层层扫
码，全流程可追溯。自智慧共享
中药房启动运行以来，患者就医
时间也由原来的 30 分钟~120 分
钟，缩短到 15 分钟左右；累计流
转处方 39268 张 177904 剂，为群
众提供了触手可及的中医药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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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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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县中医
院党委书记肖俭说。

郸城县智慧共享中药房建
成运营以来，服务人次不断增
加，服务范围持续扩大，基层医
生开展中医诊疗服务的积极性
明显提高，目前已实现了全县
100%的村卫生室都能提供中医
诊疗服务。2023年，全县基层中
医处方量日均230张；2024年，截
至 6 月，全县基层中医处方量提
升至日均600张。

辐射：
推动区域中医药发展

从“人等药”到“药等人”，传
统的中医药就医模式正被智慧
化的现代技术所改变。

郸城县通过中医智能云服
务平台及专业化的采集设备，让
信息采集更加精准，治疗更加有
效。通过信息共享，将就诊和药
品进一步分离，医生的定位更多
是诊疗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药
品的售卖者，让基层医生更加专
注于提升自身诊疗服务质量和
效果。

对于智慧共享中药房所带
来的影响，巩义市总医院党委书
记乔来军说，以智慧共享中药房
为抓手，构建集药采、审方、调
配、煎煮、配送等全环节为一体
的区域中医药服务体系，会起到
中心带动，以点拓面的辐射作
用，对于推动区域中医药服务高
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巩义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
记、主任李争妍说，共享中药房
作为一种新型服务模式，是推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一种体
现。近年来，巩义市通过不断完
善药事管理和药学服务，加强信
息系统平台建设，基层医疗卫生
机 构 的 处 方 合 格 率 由 以 前 的
89.4%提升至目前的95.8%，群众
用药安全感显著提升。

→7月11日，在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郑州大学附属脑
病医院）工会开办的暑期爱心托管班上，专业老师正在为孩
子们授课。

据了解，该院工会连续 4 年将暑期爱心托管工作作为工
作重点进行推进，通过与市青少年宫合作全天托管，或利用
医院场地开办托管班等形式，让孩子“暑”有所托、让职工安
心工作，给孩子一个丰富多彩的暑假生活，为职工解除暑期
孩子无人照管的后顾之忧。

丁宏伟 张 莉 王昆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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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员杨 波）日前，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要求各地落实国
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

《关于印发开展助产技术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的
通知》等文件，严格规范助产服务，提高助产服
务质量。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要规范助产服务资源调整，各助产机构
要对照国家标准，在责任落实、设置要求、技术
规范、人员配备、房屋场地、设备药品、规章制
度、质量管理等方面，按照填平补齐的要求进行
自查，限期半年进行整改。各地要强化助产服
务规划布局，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结合编
制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医疗机构设置
规划，对本辖区内助产服务资源进行规划整合，
确保助产服务供给，有效满足孕产妇需求。各
级妇幼保健机构、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承担
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任务的公立医疗机构原则
上应保障产科持续服务，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统筹调整医疗资源的除外。人口 30 万以上
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 2 家公立医疗机构
能够开展助产服务，人口 30 万以下的县（市、
区）原则上至少有 1 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开展
助产服务。推动市级妇幼保健院达到三级水
平，县级妇幼保健院全部达到二级水平，有条件
的县级妇幼保健院达到三级水平。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对照标准加强对
助产机构的能力建设和政策支持，构建促进助
产机构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各级公
立医院要认真落实《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强化公益属性，完善内部
分配制度，调动产科医务人员积极性，努力使
综合性医院产科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
医师薪酬平均水平，严禁向产科和产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
标，产科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
业务收入挂钩。省卫生健康委将通过“河南省妇幼健康监管
系统”收集助产机构和助产人员信息，建立河南省助产机构
及助产人员库，每年对助产机构相关信息在官网进行公布，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方便群众有序就医。

75 年风雨兼程，75 年砥砺
奋进。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5 周年，《医药卫生报》推
出“强国复兴有我·医者岁月”
主题征文活动，热情讴歌全省
卫生健康行业的沧桑巨变，生
动讲述中原儿女追赶时代大潮
的感人故事，展现个人命运与
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密不可分、

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欢迎全
省卫生健康系统广大干部职工
踊跃参与。

征文要求：围绕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5年来全省卫生健
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
生的历史性变革，结合个人亲
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所感，用
小故事折射大主题，唱响主旋

律、弘扬正能量。文章要求原
创，主题鲜明，文笔流畅，字数
不超过2000字。

联系人：李歌
投稿邮箱：258504310@qq.

com。请在“邮件主题”处注明
“强国复兴有我·医者岁月”征
文。

联系电话：（0371）85967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