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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传真

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
风湿病，中医病名为“尪痹”。
RA 致残率高，目前尚无根治方
法；发病原因不明，女性多见，可
发生于任何年龄，我国大陆地区
发病率为 0.42%。早期诊断、早
期规范化治疗是病情控制的关
键；良好的医患沟通是延缓疾病
进展的前提和条件。RA患者应
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禁
烟、控制体重和适当运动。

RA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
医务人员可根据 RA 患者的症
状和体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恰当选用检验技术和 X 线、
超声、CT、磁共振成像及影像融
合技术进行诊断。RA典型病例
按 1987 年 美 国 风 湿 病 学 会

（ACR）的 分
类 标 准 诊 断

并不困难。但对于不典型及早
期的RA病例，容易出现误诊或
漏 诊 情 况 ，建 议 使 用 2010 年
ACR和欧洲抗风湿病联盟提出
的 RA 分类标准和评分系统来
做出诊断。

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
会基于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编写
的《类风湿关节炎病证结合诊疗
指南》分为 8 个证候：风湿痹阻
证、寒湿痹阻证、湿热痹阻证、痰
瘀痹阻证、瘀血阻络证、气血两
虚证、肝肾亏虚证、气阴两虚证。

证候诊断依据是符合主症
两条，或符合主症一条、次症两
条，结合舌脉，即可确定 RA 的
中医证候诊断。中医诊断要点
是应抓住主症。在RA的发生、
发展过程中，同一患者在不同阶

段可呈现不同证候，具有证候个
体化、动态演变的特点，临床除
出现单一证候外，也可出现两证
或三证夹杂等复合证候。

RA 的治疗原则为早期、规
范化治疗，定期监测与随访。
RA的治疗目标是达到疾病缓解
或低疾病活动度，即达标治疗，
最终目的为控制病情、降低致残
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RA治疗方案的选择应综合
考虑关节疼痛、肿胀数量及抗环
瓜氨酸蛋白抗体（ACPA）的数值
等实验室指标；同时还要考虑关
节外受累情况；还应注意监测
RA 的常见合并症，如心血管疾
病、恶性肿瘤等。

RA 患者一经确诊，应尽早
开始使用传统合成抗风湿慢作
用药物（DMARDs）治疗。推荐
首选甲氨蝶呤单用。存在甲氨

蝶呤禁忌证时，考虑单用来氟米
特或柳氮磺吡啶。单一传统合
成 DMARDs 治疗未达标时，建
议联合另一种或两种传统合成
DMARDs 进行治疗；或一种传
统合成DMARDs联合一种生物
制剂 DMARDs 进行治疗；或一
种传统合成DMARDs联合一种
靶向合成DMARDs进行治疗。

对于中高疾病活动度的
RA 患者，建议使用传统合成
DMARDs 联合糖皮质激素治
疗，以快速控制症状；不推荐单
用或长期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
素。

RA 的中医治疗以“扶正祛
邪，三因制宜（因人、因时、因
地）”为基本原则。治疗方案选
择应充分考虑患者的年龄、体质
及生活环境，并结合疾病分期、
疾病活动度等进行方案选择。

中医治法应根据 RA 的症
状、体征表现，或攻或补，或清或
温，或攻补兼施，或寒温并用等，
内外兼治的综合疗法为最佳治
疗方案。风湿痹阻证应用羌活
胜湿汤或顽痹清丸；寒湿痹阻证
应用乌头汤或顽痹通丸、顽痹乐
丸；湿热痹阻证应用宣痹汤或顽
痹清丸；痰瘀痹阻证应用双合汤
或桃仁膝康丸；瘀血阻络证应用
身痛逐瘀汤；气血两虚证应用黄
芪桂枝五物汤；肝肾亏虚证应用
独活寄生汤或顽痹康丸；气阴两
虚证应用四神煎。治疗方案中
推荐的是有效古方及具有循证
研究证据的方药，在此基础上可
根据症状体征进行加减。

治未病理念的三伏贴、三九
贴、春秋分穴位贴敷，膏方，中药
外治等，可改善RA的症状。

在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应

对患者进行病情评估，包括四诊
信息、疾病活动度、系统性损害、
血常规、心肺变化等；根据病情
轻重及对治疗方案的反应每1~3
个月评估一次；根据评估结果进
行治疗方案的调整。

RA患者在中西医结合治疗
达标后，可考虑将中西药物逐渐
减量。在减量过程中需严密监
测，谨防复发。如果RA患者处
于持续临床缓解状态1年以上，
临床医师和患者可根据实际情
况讨论是否停用药物。

在治病过程中，患者应在医
生指导下开展关节康复训练，保
持关节功能。预防调摄应遵循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
的原则，顺应四时节气正确指导
患者生活起居、饮食宜忌和情志
调摄等，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延缓RA的进展。

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治策略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张依山 张依

山 ，主 任
医 师 ，河
南省洛阳
正骨医院
（河 南 省
骨 科 医
院）风 湿
病诊疗中
心 主 任 ，
郑州院区
风湿病科
主 任 ；中
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委，河
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郑州市中西医结合学
会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郑州市
中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
员，中华医学会河南省风湿病学分
会常委，河南省中医学会疼痛分会
常委，河南省中医学会风湿病学分
会常委，《风湿病与关节炎》等多家
杂志编审。

本报讯 （记者索晓灿）9 月
19日，河南省旅游局、河南省中医
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认定首批河
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
地）的通知》，确定首批5家河南省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16家河
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此次评定工作历经组织征
集、材料核查、专家评审、现场检
查、网上公示等环节，许昌市鄢陵
县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南阳

市南召县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
等5家单位被确定为河南省中医
药健康旅游示范区，鹤壁市五岩
山旅游区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
地、南阳市宛西制药仲景大健康
旅游基地等 16 家单位被确定为
河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
地。

自今年6月6日起，河南省旅
游局、河南省中医管理局开始联
合开展河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区（基地）创建工作，并以行业
指导、统筹协调，政府引导、市场
驱动，择优推荐、动态管理为原
则。通过示范区（基地）的建设，
进一步探索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
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创新发展体
制机制，推广应用互联网技术，在
产业化改革创新等方面先行先
试，推动旅游业与养老相结合，与
中医药健康服务业深度融合，全
面推动全省中医药健康旅游快速

发展。
河南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

祥地，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中
医药健康旅游将旅游资源与中医
药文化和健康理念融为一体，既
是中医药的延伸，又是旅游业的
拓展。河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区（基地）的创建，能够深入挖
掘河南中医药资源，弘扬河南省
独特的中医药文化，让中医药养
生旅游更贴近老百姓。

健康旅游又有新去处

河南确定首批21家中医药健康旅游地点

本报讯（记者索晓灿）9月17
日，河南省卫生计生委、河南省中
医管理局印发《河南省中医医术确
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
理实施细则（暂行）》（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鼓励具有医学背景人员
通过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支持符合
条件的中医医师带徒授业，严格中
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考核管理。

《实施细则》的适用对象为河
南省行政区域内，以师承方式学习
中医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
长的人员。河南省中医管理局负
责全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

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相关配套文
件的制定与修订，组织中医医术确
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负责取
得医师资格的中医医术确有专长
人员执业管理。河南省中医管理
局将建立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
学习实践管理制度，衔接中医医术
确有专长医师资格考核报名，提升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管理信息
化水平。

《实施细则》明确，河南省每年
组织一次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
师资格考核。考核实行专家评议方
式，通过现场陈述问答、回顾性中医

医术实践资料评议、中医药技术方
法操作等形式对实践技能和效果进
行科学量化考核。根据参加考核者
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考核专家
分内服方药和外治技术两类进行考
核。考核合格者，将获得河南省中
医管理局颁发的由国家统一印制的

《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
根据《实施细则》要求，取得

《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者，应
当按照考核内容进行执业注册。
执业范围为考核专家认定的其能
够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和具体
治疗病证的范围。在河南参加考

核取得中医（专长）医师资格的，可
申请在河南省行政区域内执业注
册。在省外经考核取得中医（专
长）医师资格拟在河南省行政区域
内申请注册的，应在河南省中医管
理局组织或指定的考核机构考核
合格后，方可申请注册。此外，中
医（专长）医师应当定期参加培训
考核。

《实施细则》还规定，在河南省
考核取得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
书人员，通过学历教育取得省级以
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专业
学历的，或者在河南执业时间满5

年、执业期间无不良执业记录的，
可以申请参加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

需要提醒的是，《中医药法》实
施前（2017 年 7 月 1 日前），经多年
实践且医术确有专长人员，拟在河
南省参加中医医术确有专长医师
资格考核人员，须向长期实践所在
地县级中医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备
案。其中，拟参加首次河南省中医
医术确有专长医师资格考核的人
员的申请登记时间为2018年10月
15 日至 11 月 5 日，其他人员须于
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登记备案。

河南发布
中医确有专长人员考核细则

本报讯（记者索晓灿 通讯
员李志刚）9月28日下午，张磊国
医大师传承工作室揭牌暨拜师
收徒仪式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三 附 属 医 院 学 术 交 流 中 心 举
行。国医大师张磊，河南省中医
管理局副局长张健锋，河南中医
药大学校长许二平，医护人员及
张磊好友、学校老专家教授等在
场见证。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院长张大伟介绍了国医大师张
磊的主要事迹、贡献和传承工作
室建设情况及学术继承人遴选情
况。随后，张健锋、许二平等共同
为国医大师张磊传承工作室揭
牌。

在拜师仪式上，赵文霞、韩颖
萍、范立华、赵璐、秦瑞君、李艳
艳、杨会举、胡孝刚、刘晓彦、张勤
生、张社峰、罗天帮 12 名徒弟向
张磊跪拜、奉茶、递交“拜师帖”、
献花并诵读《誓词》。张磊向众弟
子颁发“收徒证书”并赠送《张磊
医案医话》《张磊医学全集》等书
籍。

在弟子代表赵文霞作了发言
表态后，张磊进行训诫讲话，勉励
众弟子要“日有一得，月有一结，
季有一文”，要勤学钻研、戒骄戒
傲，共学共勉，弘扬中医，传承国
粹，让中医药更好地惠及百姓、服
务群众。

张磊的挚友许敬生教授致贺
词，对张磊的高尚医德、精湛医术
进行高度赞扬。

张健锋说，建立国医大师工
作室，开展国医大师学术思想和
临床经验传承，承载了中医药文
化教育魂脉，既是师承教育的重
要表现形式，也是培养高层次中
医药人才的重要途径，要把握好
中医药事业发展难得的历史机
遇，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力度，继
承、创新中医药事业，为健康河南
做出更大贡献。

许二平说，张磊教授不仅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光
荣，更是广大教职工生学习的楷模。在学校建校60周年
之际，希望全校教职工生要继承和弘扬大师精神，学习
和传承大师学术思想，希望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继续加强中医药特色建设和学术传承，推动学校转型
发展，争做出彩中医人，助力中原更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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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尚慧彬）只需手
持一个便携的终端一体机，随时就
可以从高空到地下对中草药种植
实现“空、天、地、星”一体化实时监
测、评估和预警。这不是梦想，在
禹州很快将成为现实。

在 9 月 30 日举办的“华夏药
都——中医药大数据论坛”上，中
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首席科
学家李强子博士通过一个小时深
入浅出的讲解，为现场100多位嘉
宾生动描述了大数据技术如何赋
能禹州的中药种植行业。

“必须把现代农业技术、信息
技术、现代智能化决策管理技术引
进来，才能生产出更好的药材。”在
论坛主题演讲阶段，李强子博士表
示，“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
拍、物联网和精准气象技术，可以
详细了解中草药的长势、面积、品
质等信息，为农田、农作物、农民和
农产品市场‘画像’，最终借助农业
大数据分析，实现农产品全生命周
期和全生产流程的数据共享与智
能决策。”

禹州市政府是本届论坛的承
办方，禹州市的大数据事业起步
早、起点高，发展卓有成效。禹州
市大数据局成立于2016年，成立之
初就引进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建铨，
并成立院士工作站和禹铨大数据
研究院，研发出工业大数据云平台
等项目，广泛应用于药品加工等领
域。禹州市大数据局局长冉建立
说，今年新引进的中科光启中药材
大数据项目，由首席科学家李强子
研究员领衔，核心团队来自中国科
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力
争推动先进技术与实际应用的无
缝对接转化，整合中药材全产业链
的资源数据，为政府、企业、农户和
社会公众提供精准的大数据服务。

作为中医药文化发祥地，医圣
张仲景和药王孙思邈的故乡，河南
目前出产 2780 多种中药，种类多
产量大，居全国前列。禹州市期待
通过大数据的赋能，让更多的中药
种植和生产都能利用上大数据的
科技能力，助力中医药大省成为中
医药强省。

用大数据为中药材产业
插上“翅膀”

9月26日上午，河南中医药大学2018级新生进行军训汇报表演。当天，该校举行开学典礼。校
长许二平发表讲话说，学校迎来来自国内各地的31名博士生、614名硕士生、5648名本专科生，以及
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6名留学生。许二平寄语新生，要坚定信念，成为执着追随的“火炬手”；志
存高远，成为砥砺奋进的“弄潮儿”；脚踏实地，成为勤勤恳恳的“孺子牛”。 索晓灿 秦东仁/摄

9月29日上午，“药王孙思邈医药文化旅游节暨第十二届禹州中医
药交易会”在河南禹州开幕。在药交会期间，还举行了“怀商回归、药帮
复兴”药帮文化展、中药材种植实物及标准化种植基地展等活动。图为
小学生在中药材展示区参观学习。 朱晓娟/摄

商丘市中医院组织人员到
濮阳市中医院交流6S精益管理
经验 9月18日上午，商丘市中
医院组织人员到濮阳市中医院
参观学习6S（整理、整顿、清扫、
清洁等）精益管理理念及成果，
共同探讨 6S 精益管理工作，分
享管理经验。

在交流会上，濮阳市中医院
副院长武珂新从“什么是 6S”

“为何要开展6S”“如何开展6S”
及“如何维持6S成果”等入手进
行了介绍。随后，双方就 6S 管
理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交流与探
讨。

为实地感受6S精益化管理
成果，商丘市中医院有关人员
还参观了濮阳市中医院的设备
科、糖尿病科、骨三科及功能科

等。 （陈述明 魏亚林 李文卓）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督查组
到漯河市郾城区督导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
行动计划实施情况 9月27日，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督查组对漯
河市郾城区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
实施情况进行专项督导检查。

督查组实地查看了郾城区
中医院脑病科、康复科及沙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等基层
中医药适宜技术开展情况，并进
行了现场指导。督查组肯定了
郾城区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的实施情况，并对郾城区
中医院突出中医特色、加强中医
专科建设及沙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中医诊疗项目多、服务面广
等方面表示满意。

（王明杰 左清珍）

南阳市中医院秦超医师爱
撒非洲 载誉归来 中国援厄立
特里亚第 11 批医疗队队员、南
阳市中医院骨科医师秦超于 9
月 25 日上午 10 点 30 分抵达新
郑国际机场。

秦超积极响应河南省卫生
计生委的号召，主动报名援非，
于2017年8月26日奔赴厄立特
里亚进行为期 1 年的医疗援助
工作。在厄立特里亚工作期间，
秦超严格遵守医疗团队纪律，克
服医疗条件差等困难，忠于职
守、不畏艰苦、甘于奉献，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救死扶伤，大爱无疆
的中国医疗队精神，获得了厄立
特里亚卫生部颁发的荣誉证书，
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乔晓娜 方 圆 李 政）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督查组
到宝丰县开展基层中医药服务

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
划专项督查 9月26日上午，河
南省中医管理局督查组到宝丰
县开展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专项
工作督查。

督查组听取了该县中医药
服务能力提升的工作汇报；详细
了解了宝丰县基层中医药服务
能力提升工程的组织领导、中医
药政策支持与落实、中医药服务
能力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及中医
药文化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开展
情况；实地查看了宝丰县中医院
中药房等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建设情况以及大王庄村卫生室
中医药适宜技术开展情况等。

督查组充分肯定了宝丰县
在中医药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并
就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出了
建议和意见。

（黄晓玲 彭 浩）

“优质中医资源下基层”睢
县中医院举行名中医收徒仪式
9月20日上午，睢县中医院举行
了一场名中医收徒仪式。该院
8 名医生分别拜师骨科名中医
李慧英和风湿科名中医王济华，
以这种传统方式，让中医文化薪
火传承。

在拜师仪式现场，两位名中
医身着红色服装出席仪式；弟子
们面对师父行鞠躬大礼，然后宣
读“拜师帖”，随后为师父献上鲜
花。两位名中医向徒弟们回赠
中医“四大经典、四小经典”。

据了解，此次收徒的两位名
中医在学术上有较高的造诣和
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在睢县甚至
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的高级中
医专家。拜师的 8 名徒弟均是
基础医学理论知识扎实，具有一
定临床经验的骨干医生。

（赵忠民 董柯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