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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青 蒿 素 问 世 50 周
年。4 月 25 日，在青蒿素问世 50
周年暨助力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国际论坛上，习近平主席专
门发来贺信，展示了中国领导人
胸怀天下的崇高理念，体现了中
国政府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对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回望历史，我们倍感自豪骄
傲。50年前，以屠呦呦为代表的

中国科学家从中医典籍《肘后备急方》
中汲取灵感，在成百上千种药物有效
成分中率先发现并成功提取青蒿素，
帮助我国消除了疟疾。不仅如此，我
国还向世界伸出援手，开展以青蒿素
为核心的大规模国际抗疟援助。截至
2021年年底，累计提供青蒿素药品数
十亿人份，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数万
名抗疟技术人员，为30个国家援建疟
疾防治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
显示，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有约

2.4 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
青蒿素的问世，挽救了全球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为全
球疟疾防治、佑护人类健康作出了重
要贡献。

展望未来，我们深知任重道远。
如今中医药行业的科研条件、科研环
境不可同日而语。后辈们有了更好的
工作环境，甚至出现了中医药机器人
智能实验室，可屠呦呦毕竟已年逾九
旬，这就呼唤更多中医药人俯下身、沉

下心，从老一辈科学家手中接过接力
棒，循着前辈的足迹，秉承在中医典籍
中搜寻，于中药成分中筛选，再到临床
加以验证的科研思路，不断产出更多
中医药原创科研成果，研发出更多像
青蒿素这样的原创药。“一定要实事求
是，做最原始的创新。”这是屠呦呦一
直坚持的原则和对中国中医科学院青
蒿素研究中心团队的要求，更是对中
医药后来人的寄语。

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

关键一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
世界的一份珍贵礼物。一花独放
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 4
月25日“世界防治疟疾日”前，世
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继续增加与
疟疾相关的研发投入，同时在现
有抗疟方法的推广方式上创新，
以挽救更多生命。期待中医药行
业研发出更多青蒿素式的原创
药，走出国门，造福人类，推动共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期待更多“青蒿素”佑护人类健康

社论

□健康报上海采访组

中医药的作用在此次上海抗疫中
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
学名誉校长张伯礼表示，从中医治疗
新冠肺炎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于先症
而治、截断病势。

■记者：从中医角度看，奥密克戎
变异株有何特点，上海本轮疫情有何
特点？

张伯礼：奥密克戎变异株短短几
个月就成为全球主要的流行株，传播
快、隐匿性强，近期本土聚集性疫情呈
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从中医角
度看，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新冠肺炎的
核心病因病机与之前相比没有发生明
显变化，仍属于中医疫病范畴，仅由于
地区、气候、饮食习性等因素不同，在
证候上稍有区别。

根据上海当地特点，在《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
基础上，上海同道专门制订了上海市
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方案来指导
治疗。

■记者：上海方舱医院收治了大
量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病例，大规模
使用中医药疗法。中医药对于这类感
染者有什么作用？

张伯礼：方舱医院对于分类分层
救治发挥了重要作用。无症状感染者
人数多、比例高是本轮上海疫情的明
显特点，这与奥密克戎变异株自身传
染力增强，但毒性减弱，临床症状相对
较轻等特点有关；与我国及时筛查、早
期就能发现感染者相关；也与广泛接
种疫苗有关。

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冠肺炎的症
状，但可能会有倦怠无力、舌苔腻、大
便黏滞不爽、脘腹胀满等中医证候表
现。在这个阶段及时用中医药调节免

疫功能，往往能使其不成为确诊者，也
促进核酸快速转阴。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九版）》，我们使用“三方三
药”，加上上海拟定的协定方药。从
前期使用情况看，在减少转重率、加
快出舱等方面显示出良好的效果。
同时，根据患者需求，在自愿的情况
下，给患者服用中药，比如中成药、配
方颗粒等。

■记者：上海人口老龄化较重，感
染者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基础疾病
多，感染后病情容易出现恶化。对于
老年感染者，采用了哪些中医药救治
方案，效果怎么样？

张伯礼：确诊病例中60岁以上老
年人占到三成。大部分老年人患有基
础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等。这些因素与新冠肺炎加在一起，
会导致病情进展快，容易转成重症、危
重症，需要我们格外关注。

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发病表现，
结合老年人发病特点及以往救治经
验，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九版）》基础上，对老年感染者
的治疗以加快核酸转阴、减少病情加
重、减少病亡率为目标，结合“三因制
宜”，以辨证施治为原则，在国家专家
组指导下，形成《上海市老年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中医药救治工作专家共识》。

第一个原则是“新老疾病兼顾”。
治疗新冠肺炎的同时重视基础疾病治
疗，尤其重视基础疾病的变化。从治
疗经验上看，单纯治疗新冠肺炎并不
困难，但夹杂着不稳定的基础疾病治
疗起来比较棘手。

第二个原则是“扶正祛邪”。老年
人往往正气不足，脏腑虚损，气血不
畅，痰浊瘀滞等基础病证较多，感染新
冠病毒后容易迅速加重，需要重点救
治。在治疗时，要注重扶正，保护正
气，采用益气活血、益气养阴等方法。
在袪邪上，注重“清”和“通”，可采用清

热解毒、活血化瘀等方药。
第三个原则是治疗关口前移，先

症而治、截断病势。患者从无症状到
有症状是一个过程，需要提早干预。
在临床上，虽然有些老年患者看似是
普通型，但当出现发热持续不退、神
昏不清、大便秘结、痰黏难咳、肺部渗
出不吸收等症状时，就要抓紧时间治
疗。比如，有些老人几天不大便，舌
干苔燥，呼吸喘促，需要用通腑泄热、
急下存阴的方法干预，让其大便通
畅，呼吸也会随之有所改善；有些老
人咳不出痰，导致血压升高、肺部渗
出不吸收，需要用清热祛痰的方法减
轻症状。

总体来看，就是要分辨高危人群，
重视基础疾病变化，多学科联合，早期
干预，辨证论治，一人一策，抓住主要
症状和核心病机确定好中西医结合临
床救治方案策略。在用药时机上体现

“早”“快”，在治疗策略上体现“清”
“通”，有时可起到四两拨千斤作用。

■记者：目前，上海的重症患者开
始增多，对于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
治，中医药有什么救治方案？

张伯礼：对于重症、危重症患者救
治，首先要强调的是多学科合作，包括
重症医学科、呼吸科、营养支持、护理、
中医等，每个学科发挥各自优势、集体
发力，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从而
控制病情、逆转病情、降低病亡率。

（下转第4版）

张伯礼：先症而治，截断病势

□本报记者 张磊

4 月 25 日—5月 1日是第 20个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4月25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健康工作成效和
亮点。该场发布会也是国家卫生健康
委“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
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场。

摸清了尘肺病患者底数

在我国报告的职业病中，职业性
尘肺病病例数占比居首，“呼吸之痛”
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发布会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司长吴宗
之表示，2019年 7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组
织开展了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攻坚
行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解决了尘肺
病患者底数不清的历史问题，摸清了
从新中国成立至2019年年底88.8万
例报告的职业性尘肺病患者基本情
况，并建立了职业性尘肺病患者随访
调查数据库。此外，我国报告新发职
业 性 尘 肺 病 病 例 数 从 2012 年 的
24206 例 下 降 至 2021 年 的 11809

例，降幅达51.2%。
吴宗之表示，攻坚行动将尘肺病

监测目标病种扩大至《职业病分类和
目录》中全部13种尘肺病，监测范围
扩展至县区。对30万名中小微型企
业接尘人员进行免费职业健康检查，
对粉尘危害严重地区医院的呼吸系统
疾病就诊患者进行尘肺病筛查，并将尘
肺病纳入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
范围进行保障和救治。此外，纳入重点
治理范围的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
等尘肺病易发高发行业领域的用人单
位粉尘浓度定期检测率、粉尘危害申
报率、接尘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
检查率、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
同时”实施率以及主要负责人、职业健
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培训率均达到攻
坚行动提出的“95%以上”的目标。

“尘肺病可以通过治疗康复手段
减缓患者病情，改善其生存质量，不少
尘肺病患者经过科学、有效的治疗康
复后，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实现生活自理。”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
卫生中心主任樊晶光说。

樊晶光介绍，2020年和 2021年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分两批次在
28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尘肺病患者集中的乡镇（社区），依托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了671个尘肺病

康复站（点），惠及辖区17万名尘肺病
患者，实现了“三减一增一满意”的初
步成效，即减少了尘肺病患者住院次
数、住院费用支出和就医康复距离，提
升了尘肺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患者对
康复服务满意度达96%，增强了尘肺
病农民工患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不断优化职业病诊
断与鉴定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是职业病群
体，特别是尘肺病患者关注的焦点。

“职业病诊断实际是一种归因诊断，即
对患者临床表现与其接触职业病危害
因素之间因果关系的判定。依据职业
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
患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
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患者临床表
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中国疾控中心
职业卫生首席专家李涛坦言。

（下转第4版）

要珍爱每一位劳动者

本报讯 （记者张磊）4月25日，
健康报社在京举办全国儿童预防接
种日主题宣传活动。会上发布了由
健康报社和北京预防医学会共同拍
摄制作的专题系列纪录片《疫苗之
路》，并启动免疫规划成就宣传暨预
防接种提升服务效率经验交流系列
活动。该系列活动将围绕我国免疫
规划事业进行宣传，同时搭建全国各
地提升预防接种工作效率经验的分
享、交流平台。

“从疫苗接种的情况，能看出一个
国家、一个地区的公众健康素养水
平。”发布会上，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毛群安表示，虽然

我国在传染病的防治上取得了长足进
步，但仍面临乙肝、艾滋病等传染病的
威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向全社会发
出倡议，倡导营造全社会相信科学、接
种疫苗、战胜疫情的良好氛围。纪录
片是向公众传播预防接种知识的有效
手段，健康教育可以让公众掌握传染
病的防控知识，真正做到预防为主、关
口前移，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
良有介绍，截至目前，我国累计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超过33亿剂次，接种覆盖
人数超过12亿，一天接种量最高达到
近2500万剂。对疫苗接种工作进行

广泛宣传，是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顺利推进的原因之一。《疫苗之路》形
象、生动、通俗易懂，有助于引导公
众更加客观地认识疫苗接种的重要
性、必要性，促进群众配合和支持接
种工作。

据悉，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
支持下，健康报社于2018年联合各级
疾控机构共同打造全国疾控宣传平
台。此次启动的免疫规划成就宣传暨
预防接种提升服务效率经验交流系列
活动将由该平台承办，通过案例征集
活动，整合资源，调动疾控机构的积极
性，提高传播效果，为疾控宣传创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

儿童预防接种日主题宣传活动举办

加力促进健康养老
托育等服务消费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
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要求加
力促进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

《意见》提出，要深入发展多层次
多样化医疗健康服务，积极发展中医
医疗和养生保健等服务，促进医疗健
康消费和防护用品消费提质升级。要
实施智慧助老行动，加快推进适老化
改造和智能化产品开发，发展适合老
年人消费的旅游、养生、健康咨询等产
品和服务，支持开展省际旅居养老合
作。要加快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规范化托
育服务，引导市场主体开发更多安全
健康的国产婴幼儿用品。

《意见》同时提出，紧扣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多元扩大普惠性非基本
公共服务供给，提高教育、医疗、养老、
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陕西成立
医调委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约记
者魏剑）近日，陕西省司法厅、省卫生
健康委联合举行陕西省医疗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揭牌仪式。

据了解，陕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接受陕西省司法厅、省卫生
健康委共同指导，经陕西省民政厅登
记注册和省司法厅备案，是行业性、专
业性、独立于政府和医疗机构的第三
方组织。陕西省医调委负责指导市、
县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调处省
直省管医院和各地疑难、重大和跨区
域的医疗纠纷，推动调保结合等工作。

2013年，陕西省各市区按照陕西
省司法厅、省卫生厅等7部门通知要
求，相继建立市级统筹的医疗纠纷人
民调解工作机制。各级医疗纠纷人民
调解组织开展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不收
取费用，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公益性、周
期短、效率高的优势，在妥善化解各类
医疗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抗疫访谈录⑧

4月25日，浙江省杭州市桐庐经济开发
区一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工人在组装、检
测医疗器械产品。今年以来，该企业坚持一
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策略方针，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组织工人加班加点生产一次
性套管穿刺器、电极器械和取物袋等，实现
防疫生产两不误。

徐军勇摄

防疫生产
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