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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鸿毅

新时代，医学教育步入以创
新发展为主题的新阶段。不久前
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
要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
批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
人才和创新团队的新目标。中医
药教育需要顺势而上，通过建立

“大专业、大学科”的新形态，使中
医药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在推动现代医学模式转变过
程中不断发展。通过培养中医药

特色创新人才，使中医药在活态传承
中实现现代化创新，让“中”味更浓，

“医”效更好。
实现中医药守正创新的起点是明

晰中医药自身的学术范式，通过对中
医古典医籍精华的深度挖掘与现代转
化，从历史文化视角中构建现代中医
药知识体系，遵循并且尊重中医药自
身的思维特点和认知规律，实现符合
中医自身特点的“迭代”与“自创”。因
此，中医药教育要从思想上正视并准
确把握中医学的科学内涵，通过创新
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学科专业和人才
培养，运用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阐明

中医药学的机理，建立起中医药学与
现代科学有效沟通的桥梁。有必要大
胆改革现有中医药核心教材和课程教
学内容，使传统的“六经之旨”与“当世
之务”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构建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必须
突出多学科协同。《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
见》明确提出，要以“新医科”统领医学
教育创新，体现“大健康”理念和新科
技革命内涵，强力推进医科与多学科
深度交叉融合。中医药学自诞生之日
起，就具有融哲学、科技、临床与健康
养生文化为一体的多学科特性。作为

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经典著作——
《黄帝内经》，本身就是一部集医学、哲
学、人文、历法、天文、地理、数学、气
象、心理、生物等学科知识的大成之
作。当前，在中医药院校教育中，亟待
打通和建构中医药核心学科之间的知
识网络，尤其须注重与西医学的汇聚
创新，与现代信息技术学科的融合融
通，要主动对接“新工科”“新农科”“新
文科”，推进跨院校、跨学科人才培养
合作机制，支持医学院校联合开展九
年制中西医结合教育，加大临床诊疗、
生命科学、药物研发、人工智能、材料
工程、医疗器械等多学科与专业建设，

让中医药的现代表达更为透彻，更能
汇聚一大批中青年才俊。

现代医学模式从对疾病的关注转
变为对健康的关注，这一转化趋势恰
与中医学不谋而合。当下，中医药教
育也正在探索新的“天地人”模式，通
过新时代的“天气”和中医、西医、现代
科学、社会文化、人工智能等其他学科
共建的“地气”交汇融合，共同培养立
于中间的医学“人”，以期将人才培养
以及科学研究的成果更好地应用于推
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大命题。

（作者系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副
局长、上海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

多学科融合，培养中医药创新人才

医学教育一席谈

（上接第1版）
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数

据显示，2020年重点监测品种使用强
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呈现“三降三
增二不变”的状态：下降的分别为喹诺
酮类药物、青霉素类/酶抑制剂、头孢
菌素类/酶抑制剂，增加的为碳青霉烯
类、四环素类、三代头孢菌素，没有变
化的是糖肽类、四代头孢菌素。另外，
在儿童用药方面，门诊处方抗菌药物
使 用 率 2020 年 较 2019 年 下 降
3.56%，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下
降5.95%，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强
度下降4.65%。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数据显示，
2020年全国重点耐药细菌检出率与
2019年相比，除喹诺酮类耐药的大
肠埃希菌、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肺炎
克雷伯菌、万古霉素耐药的粪肠球
菌没有变化外，其他耐药细菌的检
出率均有所下降，下降最明显的是
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降
幅达2.3%。

全国真菌病监测网首次调研了全
国性临床真菌实验室建设和能力基线
情况，全国770家医疗机构参与了调
研。全国真菌病原学回顾性监测数据
显示，我国真菌临床分离株以酵母菌
为主，占总体的93%，其中念珠菌属
占97%。

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常务副
所长林丽开在对《中国抗微生物药物
管理和耐药现状报告（2021）》进行解
读时表示，中国在各项国家科技计划
中，在微生物耐药机制、新型抗菌药物
研发、耐药菌疫苗开发、技术改造及平
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重点部署。
2016年以来，获批上市7个新抗菌药
物，其中1.1类抗菌药物3个（苹果酸
奈诺沙星、可利霉素、康替唑胺）。同
时，建立了抗微生物新药快速发现和
评价技术平台，布局了感染性疾病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研发了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疫苗。

“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了《遏制
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通过5年多
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邓海
华指出，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引领下，随
着中国深化医改的持续推进，一系列
与药品临床使用相关的规范性文件陆
续出台，规范药学服务、药师审方点
评、智慧药学等信息化手段的应用，这
些都有利于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
促进合理用药。

本次启动会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医政医管局和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
局主办，健康报社承办，国家卫生
健康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耐药评
价专家委员会和中国兽药协会协
办。活动通过两个直播平台同步进
行线上直播，累计 50余万人次在线
观看。

抵御耐药性：
提高认识
是第一位

宝贝儿，
张嘴啊

11月18日，河北省
沧州市妇幼保健院医务
人员来到该市运河区小
王庄镇中心幼儿园，为
孩子们进行健康体检。
近年来，沧州市妇幼保
健院不断提升妇幼健康
服务能力，日前晋升为
三级妇幼保健院，沧州
地区及周边的妇女儿童
将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
保健服务。

傅新春摄

□唐传艳（医生）

近日，一段“女子在操场边身
穿白大褂及黑色丝袜”的视频引
发网友关注，视频配文写道“我们
的校医老师也太美了”。然而，上
述视频却引发质疑，有人留言“校

医怎么可能穿成这样”，还有人表示，
视频中的女子疑似曾穿着其他服装，
在幼儿园门口拍摄视频。有眼尖的人
还发现，在多个内容不同、地点相差甚
远的短视频当中，围绕该女子的“群
众”都是几个固定的面孔。

把白大褂穿出风衣的样子，看上
去很飘逸，却显得极不专业；展露白大

褂里面的丝袜、短裙、紧身衣，透露出
一丝轻浮。有人留言说，如果她真是
医务人员，脱了白大褂想怎么拍就怎
么拍，但穿上白大褂就代表着救死扶
伤、护佑生命的白衣天使形象，是很严
肃的一件事。更何况，种种迹象表明，
这很可能是网红的一次摆拍，但假如
真有人将她当成了医务人员，又将会

对医务人员产生什么印象呢？
近年来，以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

为主的小视频出了很多爆款，其中既
有客观记录医务人员担当、忙碌身影
的内容，也有真实再现医患相互协作、
温情互动的感人场景，但也出现了一
些让人担心的现象。比如，有护士边
工作边录视频，有人将女性的超声影

像录进视频中，甚至有“病媛”将病房
当成了直播带货的卖场。这些行为和
这位“美女校医”的做法一样，为了流
量，不惜损害医务人员的形象，这样的
做法令人不耻。

不装扮成医务人员或患者来吸
粉，不将医患关系当成牟利的工具，应
该成为坚守的底线，也应当成为监督
自媒体的一项重点内容。此事不能一
笑了之，若发现有人动机不纯，就应给
予相应惩戒，以正视听。

莫让网红摆拍损害医务人员形象

□景辉（媒体人）

当前正值流感疫苗、肺炎疫
苗接种季，国家卫生健康委及地
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相关接种
工作进行了部署，有的地方还对

“一老一小”人群实施免费接种。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周围老年人
群及时接种流感疫苗、肺炎疫苗
的意识越来越强。究其原因，一
是科普宣传、政策保障发挥了作
用，二是接种过疫苗的老年人感
受到了疫苗的防病效果，提高了
依从性并积极向身边的人推荐。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康
老龄化”是关键词之一。推进健
康老龄化，在满足老年人就医需
求的同时，还需要大力落实“预防
为主”方针。这其中，公共卫生服
务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新背
景下，有关部门应该针对老年群
体的需求，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进行梳理、研究和完善。比
如，探索将老年人的预防接种纳
入国家免疫规划，通过一些疫苗
的免费接种使老年人获得更多健
康保障；在经费、人力等投入上向
老年人健康管理等项目倾斜，逐
步提高服务标准、增强服务实效。

当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
容的确定，还需要考虑成本效益、
财政负担能力、可操作性等多种
因素，需要科学决策、稳步实施。
但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
景下，相应的研究、评估、规划等
工作应该更积极地开展起来。

推进健康老龄化，
公卫服务应更积极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专
家认为，疫情反弹与季节变化、病毒变
异、过早解封、疫苗接种不足等诸多因
素有关。多国近期纷纷收紧防疫措
施，加快疫苗接种，以控制疫情反弹。
专家指出，未来打好抗疫“攻坚战”离
不开防控措施、疫苗和治疗药物多管
齐下。

世界卫生组织16日发布的全球
新冠疫情周报显示，欧洲地区过去一
周每10万人新增确诊病例230例，为
全球最高；该地区当周新增确诊病例
比前一周增加8%，新增死亡病例比
前一周增加5%，是全球这两项数据
均增加的唯一地区。

这期新冠疫情周报还显示，美洲

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比前一周小幅上
升，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居全球首位的
国家是美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21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
是累计新冠确诊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
家，累计确诊47701788例，累计死亡
771013例。

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20日消息，
该国当天新增新冠死亡病例1254例，
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韩国中央防疫
对策本部17日通报，截至当天零时，
韩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187例，为疫情暴发以来第二高。

世卫组织日前指出，目前在绝大
多数国家流行的新冠病毒毒株中，德
尔塔毒株占据“绝对优势”。在9月至

10月向国际共享基因序列资源“流感数
据共享全球倡议”平台提交的842510
份样本序列中，德尔塔毒株占99.5%。

不少专家认为，欧洲疫情之所以迅
猛反弹，冬季室内活动增多是原因之
一，但过早放松防疫限制措施、疫苗接
种率有待提高等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韩国自11月1日启动“分阶段恢
复日常生活”防疫体系后，疫情出现反
弹，现有新冠重症病例数连创新高。韩
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社会战略组组长
孙映莱16日对媒体说，近期新冠重症
患者增多主要是因为60岁以上人群
和疗养院等特定场所感染病例增加。

俄罗斯副总理戈利科娃近日说，
俄疫情反弹主要原因在于部分俄民众

既未遵守防疫限制规定，也没采取预
防措施，例如未接种疫苗。大部分进
入重症监护室治疗并最终死亡的患者
没有接种疫苗，其中大多数是患有心
血管病、内分泌疾病等疾病的老年人。

目前，新冠药物研发主要围绕阻
断病毒进入细胞、抑制病毒复制、调节
人体免疫系统3条技术路线开展，多
个中国新冠药物进入临床试验，有望
成为抗疫“新利器”。据中国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日前介绍，中
国已有自主研发的新冠药物完成Ⅲ期
临床试验，正申请附条件上市。另有
多个药物在国内外开展Ⅲ期临床试
验，当前显示出积极疗效。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陈凌指出，疫苗和
药物是互补的“组合拳”关系：疫苗不
是所有人都可接种，其保护效果和持
久性有待进一步研究；一部分先天免
疫较差的人接种疫苗效果不好，药物
可保护这些人；有了疫苗保护，最终需
要用药的人会少很多，即便药物有一
定副作用，从百分比来看，绝对数也不
会很大；如能研发出更有效、保护更持
久的疫苗，药物的使用会更加减少。

近期，全球新冠疫情反弹，一些国家报告的新增确诊
病例数又创历史新高。专家指出——

全球疫情反弹 抗疫需多管齐下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兰兰 通
讯员邱浣敏）由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河北医科
大学第一医院、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历时20载共同完成的《缺血性

心脏病细胞治疗关键技术创新及临床
转化》，近日获得2020年度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项目第一完成人、苏大附一院心
脏大血管外科主任沈振亚教授介绍，
项目组创新了基于表观遗传的干细胞

筛选与分化理论；阐明了心肌修复中
优化炎性微环境的新机制；提出了心
肌结构重构与神经重构同步干预新理
念，从而建立了缺血性心脏病细胞治
疗新理论体系。项目组建立了新型的
优质细胞制备技术；创建了移植微环

境优化技术；创建了提高细胞驻留率
与存活率的细胞移植系列新技术；开
发了多模态分子影像技术，创建了细
胞移植关键技术，突破了缺血性心脏
病细胞治疗的瓶颈。

另外，项目组在国内率先开展心
脏疾病细胞治疗的临床应用，显著提
升了临床疗效；主持制定国内首部细
胞移植规范化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专家
共识，主要成果入编美国心脏协会心
衰治疗指南；完成了国内最大样本量
的缺血性心脏病细胞治疗临床转化，
创新技术在多家医院推广应用。

缺血性心脏病细胞治疗不断创新

北京呼吁

老年人尽快
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讯 （记者郭蕾 特约记者
姚秀军）11月 21日，北京市老龄办、
卫生健康委、老龄协会联合发布《致全
市老年朋友一封信》。信中表示，老年
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提高
健康意识、遵守防控要求、积极接种疫
苗，做家庭和社会的表率。

《致全市老年朋友一封信》指出，
6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
加，感染后的住院率、重症率和死亡率
显著高于青壮年和儿童，并且救治难
度大，住院时间长。老年人要积极参
加老年健康教育大课堂，主动学习疫
情防控知识，掌握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提高疫情防控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正确戴口罩，主动扫码登记，避
免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科学就医，
慢性病患者尽量减少去医院次数，病
情有变化时，优先采取远程和线上医
疗咨询。同时，年轻家庭成员要指导
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引导老年人了
解新事物、体验新科技，积极融入智慧
社会。

《致全市老年朋友一封信》还倡
议，老年人应尽快尽早接种新冠疫
苗。当前，北京市各疫苗接种点为老
年人开设了“老年人绿色通道”。

复旦发布

2020年度
中国医院排行榜

本报讯 （记者孙国根）11月20
日，由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邀请
国内同行专家担任评审的复旦版
《2020年度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和
复旦版《2020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
排行榜》发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位列排行榜前五名。全国共有
100家医院进入“复旦版中国医院综
合排行榜”，42个专科（前10名）榜上
有名。

这是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作
为独立第三方开展的公益性项目，也
是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连续第12
年发布。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
长高解春说，今年专家库人数比去年
增加了196名，共向5406名专家发出
邀评挂号函，最终收到回执3678份，
有效回复率达68.04%。本年度中国
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入评学科从40
个上升至42个，增加了结核病科和全
科医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