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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城市医疗集团建设①

西医大家话中医④

浙江举办“健康浙里行——
走基层惠民生”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段闪闪 曾素
庆 记者郑纯胜）近日，由浙江省卫
生健康委等举办的“健康浙里行——
走基层惠民生”活动在衢州市启动。
同日，浙江省“健康浙里行——名医走
基层”惠民服务队成立。

在活动现场，来自12家浙江省级
医院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等
20余个专业科室的40余位专家，为群
众提供惠民义诊、预防接种及健康咨询
等服务。由浙江省人民医院组成的健
康义诊专家深入衢州市柯城区石梁镇
麻蓬村开展义诊、举办健康科普讲
座。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组建的医疗带教专家组，赴衢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开展带教查房和病例答疑。

据介绍，浙江省此次创新推出的
健康惠民服务活动，坚持多方联动、多
元融合、多维发力，采用“健康+文化”

“医疗+传播”“服务+采风”等多种形
式，加强健康文化宣传，推广和普及健
康理念、防病治病知识。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
任王仁元在活动现场表示，“健康浙里
行——走基层惠民生”活动是传播健康
文化、提升群众健康素养的有效抓手，
是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的暖心举措，是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以基层为
重点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的生动实
践。要持续壮大惠民服务队伍，发动和
组织更多的医疗专家深入基层，到群众
最需要的地方去，真正将优质医疗资源

“沉下去”，让百姓幸福感“升起来”。
据悉，浙江省“健康浙里行——名

医走基层”惠民服务队队员主要由该
省卫生健康领域的先进典型以及医疗
专家等组成，他们将持续推动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医疗惠民服务常
下乡、常在乡、常惠乡。

访谈嘉宾：汤钊猷

中国工程院院士，肿瘤外科专家。他是小肝癌研究奠基人，使

小肝癌手术切除后5年生存率达到60%，实现了肝癌从“不治之

症”向“可治之症”的转化；首次提出的“亚临床肝癌”概念和相关理

论，被国际权威称为“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巨大进展”；耄耋之年

笔耕不辍，相继出版多部思考中西医结合、中医哲学思维的专著。

□本报记者 高艳坤 闫龑

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
目标是通过推动医疗服务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如
何为区域内居民提供疾病预防、诊断、
治疗、营养、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一
体化、连续性医疗卫生服务，是紧密型
城市医疗集团建设的必答题。记者在
采访时发现，不少试点城市在整合协
同上已经有了突破。

探索规范连续服务模式

新时代，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背
景下，老百姓对一体化、连续性医疗卫
生服务的需求更加迫切。这就要求，
医疗卫生服务加速将疾病预防、诊断、

治疗、营养、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各
个“点”串联起来。

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是国家层面
为城市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串“点”成

“面”给出的路径，是整合型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的“城市版本”。“无论是人口
结构，还是患病人群的变化，都对优化
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提出迫切要求。”相
关专家分析，从人口结构来看，疾病诊
疗主要的服务对象是老年人；从患病
人群看，慢性病患者已经成为疾病诊
疗的主体。相关研究显示，在我国总
疾病诊疗花费中，慢性病诊疗费用占
比超过70%，其中，循环系统、呼吸系
统、肿瘤、消化系统及损伤中毒五大类
别疾病诊疗费用合计占比超过
55%。这些疾病的特点是住院时间
短，但许多患者终身带病生存，对连续
性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大。

例如，外科手术出院患者往往需要
伤口护理和营养、康复指导；肿瘤晚期

患者出院后，会有疼痛缓解、心理支持、
临终关怀等服务需求……“让这些患者
获得规范有效的连续医疗服务，仅靠一
家或几家单体医疗机构很难完成。”相
关专家表示，区域内大医院、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康复院、护理院等各级各类
机构需要分工协作、联合供给服务。

而现实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服务碎片化、上下不协同的现象比
较明显，且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存在偏
差。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的重点
任务之一，就是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各地大多着眼强化资源下
沉、上下转诊、医防协同，全面整体推
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在国家
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黄二丹看来，这种做法的优点是人员
和病种覆盖面广，缺点是患者群体不
够聚焦，群众获得感不强，相关工作成
效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也难以形成
系统、可复制的工作经验。

“与其全面推进，不如抓住几种影
响群众健康的重大疾病各个击破。聚
焦全域相关患病人群预防、诊断、治
疗、康复等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探索
规范化连续性的服务模式，逐渐覆盖
困扰居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在黄二丹
看来，由点到面、以点促面，是比较可
取的工作路径。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已经开展了
相关探索。日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的专家团队，
来到市南区黄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家庭医生一起为居民服务。糖
尿病患者李阿姨有几十年的糖尿病
史，腿脚不方便，每次去青岛大学附属
医院看专家都要排长队。如今，市南
区制定了糖尿病诊疗规范，什么时候
该去大医院、什么时候该回社区，各级
医院的医生会根据病情变化全程帮她
把好关，并办理转诊。

（下转第2版）

整合服务：加速串“点”成“面”

开栏的话

2023 年初，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6部门联合推动开展紧密
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同年 6
月，81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建设试点城市公布。近日，在
健康报社组织召开的紧密型城
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城市交流
会上，各地改革实践者们普遍
关注的焦点问题有3个，即整合
型服务模式如何形成、跨层级
的一体化管理如何开展和内部
利益机制如何构建。循着这些
热点，记者进行了深度采访。

访谈人：您作为一位西医专家，近
年来耗费很多心血倡导“西学中”，有
什么原因呢？

汤钊猷：我没有系统地学过中医，
只能说略有了解。我的老伴是西医内
科医生，曾经响应国家号召脱产两年
学习中医。几十年来，我目睹她用中
西医结合的办法治好不少西医治不好

的疑难患者。我在20世纪50年代用
针灸治疗急性阑尾炎，后来跟随老中
医研究过辨证论治和非辨证论治治疗
肝癌。近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一
个5味药（黄芪、丹参、枸杞子、山楂、
鳖甲）的小方“松友饮”对于肝癌术后
复发的治疗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这些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中医的

可取和神奇之处。现代医学进展毋庸
置疑，但存在着“重局部、轻整体”“重
消灭、轻改造”等问题，中医在整体方面
有优势，中西医应可互补。西医学习一
点中医可以开阔眼界，是给“治疗工具
箱”增加工具的过程，非常有必要。

再者，我国医学不能长期只作为西
方医学的延伸。当前，西医仍为我国医
学的主流，如果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医
学，西医学点中医是必需的前提。

访谈人：您觉得中西医结合的现
状如何？

汤钊猷：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
会，那就是中医和西医并用不等于中
西医结合。

这个想法来自20世纪60年代我
们的临床教训。当时面对比较危重的
肝癌患者，临床从小剂量化疗加到大

剂量化疗，效果还是不佳。我们就想
起中医不是可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
软坚散结吗，就一股脑儿都用上，用西
医去“攻”，用中医也去“攻”。本以为
双管齐下可以让疗效翻倍，没想到患
者的病情反而更重了。后来我们发
现，西医用化疗的时候中医其实要补，
这样患者的生存期才会延长。由此我
总结，西医一定要学一点中医，有了中
医知识，哪怕不是为了临床开方子，也
可以让中西医结合发挥更好的功效。

现在的问题是认真学中医的西医
太少了，临床上很难真正做到中西医
结合。有了问题就请中医科医生来会
诊，但中医科医生因为并不了解患者
整体病情，容易适得其反。几十年前，
我们倡导“西学中”，现在反而大量地
在“中学西”。如果中医中药西医化，
那就丢掉了中医的根本，太可惜了。

我觉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学
中”制度值得参考及推广。让一些已经
具有较丰富临床经验的西医去学习中
医，不是浅尝辄止，是要系统学习。除
了理论学习，还要跟中医大家抄方、出
诊、做临床。当然我也知道这是很难
的，一个教学体系的形成不是一日之
功，得有一批领军人物在懂中医的同时
懂西医，最好还要懂点大科学、大数据，
才能真正推动“西学中”落到实处。

访谈人：您在新书《中华哲学思
维：再论创中国新医学》中详述了自己
读中华哲学著作、中医典籍的感受与
思考。是什么促使您对这些作品感兴
趣？您从中得到了哪些启发？

汤钊猷：我一辈子从医，前面的大
半个世纪都在研究“硬件”，也就是怎
么开刀。而对于“软件”，也就是医学
中的理论很少思考。但是到了七八十
岁，我就觉得，“软件”必不可少。下棋
同理，你有车马炮，我也有车马炮，为
什么你赢了我输了？因为你的棋艺比
我好，棋艺就是“软件”。哲学是人类
对事物本质探究的最高手段，当然也
指导医学。学一点中华哲学，在医学
上就可能少走弯路。

（下转第3版）

中西医结合，走深走实正当时

陕西延安开展
公立医院改革“三大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约记
者王玮）近日，陕西省延安市卫生健康
委启动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

“大调研、大讨论、大比武”系列活动。
该活动聚焦公立医院改革难点、发展
痛点和政策堵点，围绕公立医院诊疗
能力提升、智慧医院建设、控制医疗费
用不合理增长、医防融合、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党建与业务融合6个方
面主题展开。

据了解，该活动将持续到年底，每
月开展一个主题活动，动员各县（市、
区）卫生健康局、各级公立医院结合实
际，立足解决问题，找准“小切口”，开
展“大调研”，并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开
展形式多样的研讨会、分析会、论证会
等开展“大讨论”，努力形成一批高质
量的调研成果，最后通过擂台比武的
形式进行成果分享和案例展示。

延安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开展“大调研、大讨论、大比武”系
列活动，旨在调动和激发各级公立医
院进一步转观念、强作风、提能力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力争通过“大调研”发
现问题、理清思路、谋划发展，通过“大
讨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方向，
通过“大比武”提升能力、展现作为、汇
聚力量，努力挖掘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打造一批示
范亮点和模式样板。

湖北武汉实施
卓越卫生人才工程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琛琛 通
讯员尹骁然 张曼）日前，湖北省武汉
市卫生健康委召开武汉市卫生健康青
年人才研修班二期结业、三期开班仪
式暨2024年卫生人才工作会。据悉，
该市实施的武汉市卓越卫生人才工程
主体为“1+4”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建
设1个人才库、实施4个人才计划（青
年人才资助“晨星”计划、武汉英才医
疗卫生领域培支计划、青年人才研修
计划、医学拔尖人才共育计划）。

据悉，人才库重点针对45岁以下
专业技术人才和40岁以下行政管理
人才，从4个人才计划入选者中择优
推选300名青年人才入库。武汉市卫
生健康青年人才研修班是4个人才计
划之一，实行“1+1”连续培养模式，即
在集中培育一年后，各单位继续结对
跟踪服务一年。在跟踪服务的1年
里，已结业的一期班有3人获评省医
学青年拔尖人才、4人入选市卫生健
康委拔尖人才共育计划B类人才。

研修班项目负责人介绍，三期班
首次采用“宽口径、严准入”的选拔机
制，并首次启用淘汰机制选拔学员，首
次实行公开遴选，多角度、全方位考察
学员的综合能力。

新疆启动
大型医院巡查

本报讯 （特约记者邢靓 夏莉
涓）为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近
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主办的自治区大型医院巡查工作启动
会暨培训班在乌鲁木齐市召开，全面
启动新疆大型医院巡查工作。

会议强调，各地各单位要理清工
作思路，明确工作任务，以巡查工作为
契机，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再上新台阶；全区各级卫生健康委、医
疗机构“一把手”务必把巡查工作当作
分内之事和应尽之责，将巡查整改工
作摆在突出位置，压紧压实整改主体
责任、监督责任、成果运用责任、统筹
督促责任，形成整改合力。

会议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民
现场授课，围绕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主题，结合新疆实际情况，从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内涵建设、医药健康新模式
等方面进行讲解。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国根）复旦
大学基础医学院汤其群教授团队联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团队的一项最
新研究发现，青蒿素类衍生物可用于多
囊卵巢综合征治疗。近日，相关研究文
章刊发在国际期刊《科学》上。

汤其群介绍，多囊卵巢综合征是
最常见的生殖内分泌紊乱疾病之一。
高雄激素血症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
的典型症状之一，也是导致患者卵泡
发育受损、排卵异常及子宫内膜病变
的主要驱动因素，控制患者雄激素水平
是治疗该疾病的主要策略。然而，目前
该疾病的发生及高雄激素血症的发病

机制尚不清楚，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近年来，青蒿素类衍生物在治疗自

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及某些类型
肿瘤方面展现出较大前景。

汤其群团队为了探究青蒿素对多
囊卵巢综合征发生发展的影响，建立多
囊卵巢综合征动物模型，并使用青蒿素
类衍生物处理卵巢膜细胞，发现青蒿素
类衍生物能够抑制细胞雄激素水平。
此外，雄激素合成过程中上游激素水平
均受到青蒿素类衍生物的抑制。

为了明确青蒿素抑制雄激素合成
的机制，研究人员通过蛋白组学分析蒿
甲醚处理的卵巢膜细胞中差异表达蛋

白，发现CYP11A1蛋白表达下调最为
显著；在CYP11A1缺失的细胞中，青
蒿素类衍生物不能进一步抑制雄激素
合成，表明青蒿素通过抑制CYP11A1
蛋白水平，进而抑制雄激素合成。

研究人员还开展临床研究评估青
蒿素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疗效，
发现口服双氢青蒿素能够显著降低患
者的血清雄激素水平，减少卵巢窦状
卵泡数量，并改善患者的月经周期。

该研究揭示了青蒿素治疗多囊卵
巢综合征的潜在效果，为临床治疗多
囊卵巢综合征及雄激素升高相关疾病
提供了新的思路。

降低雄激素水平 减少窦状卵泡数 改善月经周期

青蒿素类衍生物可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

航空应急救援

6 月 20 日，广东省
梅州市平远县，航空救
援直升机在该县体育场
装载应急救援物资。近
日，受强降水云系影响，
梅州多地出现大暴雨局
部特大暴雨，全市多地
受灾严重。截至目前，
广东省应急航空救援中
心共出动5架航空救援
直升机执行梅州市平远
县、蕉岭县应急航空救
援任务。
中新社记者陈楚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