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张治平 通讯员谢文
松）日前，安阳市中医院与汤阴县人民政
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安阳及周
边扁鹊中医药文化圈，推动中医药文化产
业升级，造福当地百姓。

据了解，安阳市中医院是河南省中医
系统建院较早、规模较大的中医医院之
一，是安阳市中医医疗龙头单位，在中医
药临床、人才、教学、康复和保健等方面具
有突出的优势和特色。

汤阴县是扁鹊的纪念地，当地的扁鹊
墓、扁鹊庙在周边影响很大。目前，该县
已初步形成了产学研相结合，富含扁鹊中
医药文化内涵，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中医
药文化底蕴。今年，该县正在筹备举办首
届“扁鹊中医药文化节”。

为进一步“弘扬扁鹊文化，振兴安阳
中医药”，安阳市中医院与汤阴县人民政
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本着“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协同创新”的原则，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双方将以
发展中医药大健康服务产业为导向，以交
流互通、共赢发展为基础，深入探索由政
府主导、医药协同、产学研融通发展的新
模式，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
导，实现政府、医院、企业、文化的合作共
赢，使博大精深的扁鹊中医药文化进一步
发扬光大。

安阳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院
将在今后的深度合作中，与汤阴县人民政
府携手并肩，与汤阴县各级医疗单位一
起，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特色，资源互补，
医药同行，产研并进，树立县院文化合作
的典范，培育和打造扁鹊中医药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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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的自我保护和锻炼方法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杨金初

膝关节退化可造成很多不良的
后果，如关节挛缩、周边肌肉萎缩及
神经功能减弱等；而这又可导致膝关
节活动能力进一步减弱，并形成恶性
循环，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及工作带来
严重影响。

合理的运动锻炼对关节退化的
康复有着重要作用，能有效维持关节
的活动能力，防止关节畸形的发生；
增强肌肉力量，防止肌肉萎缩及肌
腱、关节的挛缩与退化；改善关节处
的血液循环及新陈代谢。

居家运动
一、避免长时间站立或步行。
患者应避免长时间站立或步行，

如感到膝关节酸痛，应坐下来休息。
另外，亦可用高度适当的助行器（如
手杖）来借力以减轻膝关节的负荷。

二、善用电梯。
上下楼梯或走凹凸不平的路会

增加膝关节的压力，诱发膝关节酸
痛。患者可善用电梯等。

保持正确的姿势
一、选择高度适中的座椅，避免

下蹲动作。
座椅应有足够的高度，坐下时使

髋、膝、踝关节匀呈直角；应避免下蹲
等加重膝关节负荷的动作。

二、保护足部。
1.尽量少穿高跟鞋。高跟鞋会使

身体重心提高，骨盆前倾，加重腰、
髋、膝及踝关节负荷，导致劳损加重。

2.选择合适的鞋子。合适的鞋子
除能保护足踝外，还可减轻下肢关节
负荷。鞋身宜适中舒适，鞋底宜为约
3 厘米高的橡胶底，鞋底若出现局部

磨损以致倾斜，则应立即更换。
3.保持正确的站立姿势。站立

时，双脚应平放地面，以避免膝关节
受力不均。扁平足患者则应先征询
物理治疗师的意见，不要胡乱在鞋中
附加软垫。

养成正确的工作或活动习惯
一、避免长时间站着做家务。
二、避免蹲下或跪下工作，善用

拖把等工具。
三、避免下蹲等动作，或在半蹲

时做膝部旋转等动作。
四、若长时间坐着，应定时做膝

部伸展运动；若要站起，可用双手按
椅借力缓缓起立。
退化性膝关节炎急性发作的护理
退化性膝关节炎具有反复发作的

特性，急性复发可出现红、肿、热、痛

等症状，并伴随功能障碍。患者可利
用以下方法来暂时缓解症状。

一、暂时停止会让疼痛加剧的活
动，让膝关节得以充分休息。

二、可用枕头垫高膝关节，并冰
敷或热敷膝关节（必须依照物理治疗
师的指示）。

三、使用护膝或弹性绷带。
四、若红、肿、热、痛症状持续或

加剧，应立即咨询物理治疗师。
日常锻炼方法

具体锻炼方法如下：
患者取坐位或仰卧位，将膝关节

伸直，绷紧大腿肌肉，足向头部背屈，
同时绷紧小腿肌肉，足跟离开床面
20 厘米，每次坚持 8 秒~10 秒，放松 5
秒。开始时可每天 60 次，分 3 组完
成，随后逐渐增加，需要长期坚持。

个人简介

杨金初，副主任医师，河南省洛
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综合
康复二科主任；现为中国民族医药
学会康复分会常务理事，河南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康复分会委员，河南
省中医药学会骨伤病康复分会委
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脑血管病康
复分会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社
区康复分会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
会康复工程分会委员。他一直从事
创伤骨科、关节外科及骨科康复的
临床工作，擅长神经损伤、老年退行
性关节炎等疾病的治疗，以及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各种手外伤的
康复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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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
讯员潘成学）记者9月8日获
悉，河南省第四次中药资源普
查郑州大学工作队在河南省
伏牛山区木札岭新发现一种
腐生兰科植物在河南省的分
布，经鉴定为兰科虎舌兰属植
物日本虎舌兰（如上图）。现
版《河南植物志》和其他相关
文献并无河南省相关分布的
记载，为该属植物在河南省的
首次记录，本次发现也丰富了
该物种在国内的分布记录。

据有关记录显示，这一
兰科植物在陕西省鄠邑区涝
峪镇有分布，而伏牛山木札岭
和涝峪镇两地均属于广义的
秦岭山脉，表明了该物种在秦
岭山脉分布存在连续性。

9 月 12
日，一名小
患者在河南
省中医院医
务人员的指
导下学习研
磨艾条。该
院在自然堂
大厅专门设
立了中医药
文 化 体 验
区，定期组
织患者亲身
体验传统中
医药制作，
让患者感受
中医药文化
的 独 特 魅
力。

史 尧/摄

唐河县中医院

规范药事管理工作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谢 青）昨日，记者从
唐河县中医院了解到，该院
从点滴做起，不断规范完善
药事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
成效。

据悉，一年来，唐河县
中医院重新调整了药事委
员会人员组成结构和工作
职责，研究和部署相关的药
事工作，为年度药事工作正
常进行、规范运行，不懈努

力。
如今，该院医保用药严

谨有序，保障给力；适时合
规完成了医保用药的购进
使用工作；妥善开展供应工
作和智能颗粒剂入驻工作；
调控高值耗材价格，有力保
障耗材类取消加成政策的
实施；开启新院区门诊药房
的谋划工作等；接受了各级
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检查、
验收和暗访、飞行检查。

固定展示场馆设在门诊诊疗区域
的连廊上，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展示介
绍分布在就诊的各个区域，患者在挂
号、就诊、缴费、取药、住院的全流程，都
能受到中医药文化的熏陶……自今年
6 月，郑州市中医院正式被命名为第二
批河南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以
来，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成为该院进
行患者教育、医患互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

认识中药，从进入医院开始
“对现有场地进行改造，让中医药

文化宣传教育融入诊间全过程，增强互
动体验是我们最大的特色。”郑州市中
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师陶继阳说，从该
院开始申报第二批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育基地开始，她的工作岗位就从药学部
办公室、药房内部，延伸至门诊就诊区
域。主动向门诊就诊患者普及中医药
文化、解答有关中医药知识的疑问，成
为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患者和家属一走进医院，就接触
到了中医药文化的科普宣传。”陶继阳
说，“院区内所有花圃都种植了药用植
物且配置了标牌。很多患者会拿出手
机把标牌和植物一起拍摄下来，方便在
日常生活中辨识。”

郑州市中医院门诊大厅入口处设

置的中医养生咨询体验区，常常吸引不
少患者和家属驻足。这里展示的中医
药产品、保健养生产品、院内制剂等，会
随着季节变换；面对前来咨询的患者，
会有值班药剂师为他们耐心解答疑
问。“我们医院每年会在这个区域举办
膏方节，现场教群众制作膏方。这也是
我们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中最受欢迎
的项目之一。”陶继阳说。

在门诊大厅的取药窗口前，滚动播
出的中药材纪录片，不间断地向路过这
里的人们讲述着中草药种植、采集、炮
制、入药的规范程序。窗口前显眼位置
安装的中医药知识查询系统触摸屏，能
够让对中药材有疑问的患者，通过点击
自主查询中药材的来源、性味、功能、用
法、用量等科普知识。

“这些设施都是为了向群众科普
中药材知识，让中医药知识变得简单、
可及。”据陶继阳介绍，不只是在人流
量最大的门诊大厅，郑州市中医院还
在二楼、三楼的诊间区域设置了真假
中药材辨识区域，通过实物对比、现场
讲解等方式，向前来参观的人普及中
药文化知识。“目前，这是来参观的中
小学生最感兴趣的区域。一些学校还
把中药辨识设置成为校外实践课程。”
陶继阳说。

了解中医，从一次就诊开始
如今，作为一家中医医疗机构，郑

州市中医院将中医药文化普及知识的
展板等覆盖至门诊、病区各个环节。统
一的中医药文化特色装饰，满是中医药
元素的标识标牌，让走进这里的患者体
会到浓浓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郑州市中医院在诊室摆放有传统
中医药制品——香囊，不仅装点环境，
还能治病防病；在诊间回廊设置的古琴
书签套装，取古代乐、药二字同源之意，
采用九霄环佩古琴造型，用紫光檀、酸
枝木制成书签，传播中医药文化；门诊
区域安装的电子显示屏，每天在固定时
间播放该院自主拍摄的《康氏脊柱保健
操》教学片，定期还有专业的医务人员
带领候诊的患者和家属一起练习。

“在我们医院，了解中医药文化可
以从一次就诊开始。”郑州市中医院党
委委员、副院长薛玉珠说，“将中医药文
化宣传教育贯穿医疗全过程，是我们基
地着力打造的亮点；让患者从一次驻足
观赏中认识中医药，通过一次就诊全过
程信任中医药，从一次疾病康复中传播
中医药文化，这是我们基地今后的努力
方向。”
传承非遗，把中医药文化特色传播开去

如今，郑州市中医院的特色技术

中原帖氏飞针，已先后获批“首批民间
中医药特色诊疗项目”和郑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并注册“中原帖氏飞针”
商标。

该院名老中医常发祥在传统中医
和武术的基础上，传承、创新、发明了国
术点穴、药酒火功和禅指揉药三大绝
学，被誉为“常氏三绝”，也成为郑州市
中医院一大特色与亮点。

“这些特色技术，也是我院中医药
文化科普宣传教育的宝库。我们将进
一步进行挖掘、整理，把院内的中医药
文化特色传播开去。”薛玉珠说。

目前，《中原帖氏飞针》《常氏三绝》
宣传片，已由郑州市中医院拍摄完成；
中药扑克、特色邮票、中医药文化明信
片等的开发，也成为该院开展中医药文
化宣传教育的独特方式。

“我们会继续丰富我院中医药文化
科普宣传的方式和手段，借助学术交流
搭建相关平台，可以让市民体验，扩大受
益人群，强化团队建设，储备专业的科普
宣传人才队伍。”薛玉珠说，郑州市中医
院计划进一步丰富中医药文化展示形
式，结合现代化声、光、电技术，增加VR
（虚拟现实）互动体验系统、手工制作角
等项目，提升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的群
众参与度。

郑州市中医院

中医药文化之香弥漫诊疗全过程
本报记者 刘 旸 史 尧 通讯员 路瑞娜 姜方方 王怡飞

宜阳县中医院

开通儿科夜间门诊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王向云）连日来，宜阳
县中医院开通的儿科夜间门
诊备受患儿家长称赞。

“儿科夜间门诊的设立
不仅满足了患儿的就医需
求，也是医院进一步改善医
疗服务的措施之一！”宜阳县
中医院负责人说。儿童往往
起病急，疾病进展快，特别是
每到寒暑假及流感、秋季腹
泻、手足口病等高发期，晚上
来就诊的患儿激增，儿科夜

间门诊的开通，既十分必要，
也十分及时。该院在门诊二
楼设立的儿科夜间门诊，均
有经验丰富的中高级医师坐
诊。

小改变方便群众，大防控
一丝不苟。该院明确，来院就
诊的患儿及家属需要全程佩
戴口罩，主动配合健康扫码和
测量体温；就诊期间“一医一
患一诊室”，候诊时自觉与他
人保持 1米以上距离，避免拥
挤，避免交叉感染。

河南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系列报道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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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 旸 通
讯员陈 艳）9 月 8 日，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下发通知，决定
依托部分三级中医医院，设立
全省中医医疗机构中医技术质
量控制中心。

此次设立的河南省中医医
疗机构中医技术质量控制中
心，分为五大类别。其中，刮痧
类、拔罐类质量控制中心设置
依托单位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敷熨熏浴类、中医

微创质量控制中心设置依托单
位为河南省中医院，推拿类、灸
类质量控制中心设置依托单位
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针刺类质量控制中心设置
依托单位为河南省中医药研究
院附属医院，骨伤类质量控制
中心设置依托单位为河南省洛
阳正骨医院。

河南要求，各个质量控制
中心要组建技术质量控制专家
团队，明确重点质量控制项目

和内容，拟定相应质量控制标
准，开展日常监测、定期评估和
质量控制风险预警工作，定期
发布质量控制信息；对中医医
疗机构有关中医医疗技术应用
进行指导，建立基本信息资料
数据库；对地方性高风险中医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进行论证评
估，制定相应操作规范。

今年年内，河南将对中医医
疗机构感染控制、消毒供应、病
案、药事、护理等工作进行评价

和质量控制；对开展中医技术、
血液净化、骨伤、心血管介入、介
入（综合、外周血管和神经血
管）、内镜等医疗技术的中医医
疗机构进行应用情况评价。

河南将通过加强医疗质量
管理与控制工作，促进全省中
医医疗机构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建设和发展，不断健全医疗安
全与风险防控管理体系，规范
医疗服务行为，推动医疗质量
持续改进。

河南依托三级中医医院
建立中医技术质量控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