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国家中药材储备项目建设
□崔应麟

自2023年6月以来，全国中
药材价格持续上涨，引发各方关
注。中药材是中医药的物质基
础，如果种植户因价格上涨而跟
风种植，很可能导致供过于求，
引起价格暴跌，挫伤种植积极
性，也势必给中医药行业发展带
来不利影响。

为了有效平抑中药材市场价
格异常波动，保证药品质量和市
场供应，减轻群众医疗费用和医
保支出压力，笔者对中药材市场
进行了调研与分析，并在今年两
会期间提出建议，必须将推进国
家中药材储备项目和中药材产业
价格保障体系建设提上日程，出

台政策法规制止以任何形式哄抬
和操纵中药材价格、投机炒作的
行为。这样，有利于中药材市场
的稳定和中药材质量的提升，从
而促进中药材行业的稳步发展。

一是建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等部门联合建立国家统筹的中药
材战略储备机制，对于关系到用
药安全的中药材，由行业专家来
确定品种、规格、数量和市场指导
价格，遴选有资质的企业，对重点
中药材品种实施采购储备。

二是推行价格稳定政策，建
立中药材价格波动监测体系，推

动中药饮片集中采购，降低采购
成本，解决“药贱伤农”问题；同
时，规避高价储备风险，防止价
格暴涨、暴跌，为提升中医药服
务能力提供重要保障，促进中医
药事业发展。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河
南省中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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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又称震颤麻痹，是
一种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慢性退
行性疾病，以静止性震颤、肌强
直及运动迟缓为主要临床特征，
具有病程长、致残率高的特点，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马云
枝教授是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从事中西医结合神经科临床、科
研工作四十载，精研岐黄之术，
对中医脑系疾病（特别是帕金森
病）的发病机理、临床治疗、并发
症的处理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
讨，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
长治疗颤证及其他内科疑难杂
症，疗效甚佳。笔者有幸跟随马
云枝教授学习，现将她诊治帕金
森病的诊疗经验汇总如下，仅供
大家参考。
肝肾亏虚、毒聚络损为发病之源

马云枝教授认为，肝肾亏虚、
毒聚络损是帕金森病的发病之
源，查阅医学文献发现，该病属
于 中 医 学“颤 证 ”“振 掉 ”等 范
畴。《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
论》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
暴强直，皆属于风。”“骨者髓之
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
矣”。肾主骨生髓充脑，肢体的
精细协调运动由肾精充养髓海而
成。《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
论》中也有“夫五脏者，身之强
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
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
曲肩随，府将坏矣。腰者肾之
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
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附，筋
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
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得强
者生，失强者死。”《黄帝内经·灵
枢》曰：“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
筋。”《黄帝内经·素问·平人气象
论》：“肝藏筋膜之气。”说明全身
经脉的活动有赖于肝血的濡养。

“肝主身之筋膜”，肝为风木之
脏，肝血亏虚，导致肝阳亢盛，阳
亢化风。明代医学家孙一奎在

《赤水玄珠》中首次将本病命名
为“颤振证”，并曰：“颤振者，人
病手足摇动，如抖擞之状，筋脉
约束不住，而莫能任持，风之象

也。”并且进一步指出：“此病壮
年鲜有，中年以后乃有之，老年
尤多。夫年老阴血不足，少水不
能制盛火，极为难治。”《景岳全
书》曰：“凡属阴虚血少之辈，不
能养营筋脉，以致搐僵仆者。”

《黄帝内经》提出：“年四十，而阴
气自半也”，又有“肝主筋，肾主
骨生髓”“肾者，作强之官，伎巧
出焉”之说。基于以上理论，马
云枝教授指出肝肾阴虚，阴不制
阳，阳亢化风，在肝肾亏虚的基
础上，形成了内风、痰火、瘀毒等
病理改变，且相互影响，最终使
筋脉失养，而致身摇、肢颤，故见
头摇肢颤、四肢僵硬、拘急、行动
缓慢。因此，马云枝教授提出颤
证乃本虚标实之证，肝肾亏虚为
发病之本，痰热、瘀血、内风等毒
聚络损为发病之标。

颤证初期标实之证尤为突
出，多因瘀血、痰热等浊毒内停致
肝风内动、筋脉失养；部分患者素
体亏虚，脾胃健运失司，气血化生
乏源，无以滋养筋脉；或因情志不
畅，郁久化火，引动肝风，风火交
织，痰热互结而致痰热动风。治
疗上，马云枝教授倡导在疾病初
期，邪实而正气未虚时，宜以祛邪
为要，平肝熄风、健脾化痰、化瘀
通络，气血津液濡养筋脉则颤振
自止；若颤证日久，脏腑功能低
下，气虚血少，阴阳失调，痰瘀胶
着难去，虚实夹杂，病情迁延难
愈，则以扶正为先。

脾虚失运贯穿疾病始末
马云枝教授精研中医经典著

作，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发现脾
虚在帕金森病发病过程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她认为，颤证除责
之肝肾外，脾脏尤应重视。人至
老年，五脏俱虚，脾虚在五脏虚损
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肾为先天之
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肾气不
足，温煦推动作用减退，则脾土健
运失职；脾失健运，气血生化乏
源，则肾失充养。脾脏其位中央，
灌溉四傍，主运化，水谷精微充养
五脏，同时也是肾脏气化的动力
来源，肾虚精亏伤神，神伤则精损
气耗，脑髓不足，神机失养，筋脉

肢体失主而发为颤证；肾虚则虚
阳内动，脑髓失养，神机失调，血
脉不利，心神失主而发本病。脾
肾俱虚，气化失职，津不化水而生
痰，血失温养而郁滞，痰瘀互阻，
引动肝风，肝风夹痰瘀上扰神明，
则震颤不已。老年人因先天肾气
已亏，五脏全凭中央脾脏化生气
血以濡养，故而脾虚则五脏俱虚，
精血俱亏。肾者主水，受五脏六
腑之精气而藏之，五脏不足，则肾
虚精亏。基于“肝肾同源”“乙癸
同源”理论，肾为肝之母脏，水不
生木、养木、涵木，则肝主筋功能
下降，筋脉肢体失之精血涵养，不
柔则发为强直，血不养筋，虚风内
动而发为震颤；脾主运化，脾虚则
气化失职，水不能化为津液滋养
全身，而反聚痰成饮，阻滞经络；
脾虚气不周流则血流不畅，痰瘀
互结阻滞经络，气血不能通达，顽
疾渐深；疾病后期因长期脾虚失
运，气血乏源，正愈虚，邪亦盛，正
不自持，邪风不止，而成顽症。

饮食不节、劳倦所伤亦导致
脾失健运，津液不归运化而成
痰。痰是人体的一种病理产物，
同时也是一种致病因素，分为有
形之痰和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多
指气管内之痰，无形之痰则无处
不在。马云枝教授认为痰浊是帕
金森病发病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病
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和演变过
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脾为生痰之源，脾虚气
化失职，津不化水津液停聚而为
痰，痰浊停留于脉管内导致血流
不畅，血流不畅而为瘀，痰瘀互
阻，脑髓失养而发本病。痰与热
合或痰蕴久化热，热动风，扰动肝
阳，风阳扰动而发为震颤。故脾
虚失运贯穿颤振的整个发病过
程。因此，马云枝教授认为，颤证
的症状虽然多，病机亦复杂，但是
脾虚导致气血亏虚、痰瘀内阻是
颤证发病的基本病机，从脾论治
是有效的干预措施。

提出“阴虚动风论”
主张“滋水涵木法”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
速，帕金森病发病率呈逐年增高

趋势，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的疾病，其致残率高、治愈率低，
年治疗费逾万元，不仅患者身心
健康造成极大痛苦，还给家庭及
社会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马云
枝教授在多年的研究工作基础
上，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反复研读
了《黄帝内经》等经典论述后发
现，五脏功能失调为发病之本，尤
以肝、肾亏虚为主，故而马云枝教
授提出“阴虚动风论”。颤证之所
以多发于中老年人，早在《黄帝内
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就有相
关论述：“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
起居衰矣。”《黄帝内经·素问·上
古天真论》曰：“五八，肾气衰，发
堕齿槁……七八，肝气衰，筋不能
动。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
形体皆极。”中老年之后，肝肾日
渐亏虚，肾水不能涵养肝木，阴不
制阳，风气内动，上可扰及头目清
窍，外可致络脉失养而致头部、肢
体震颤，眩晕欲扑、天旋地转等动
风之症。因该病起病隐匿、进展
缓慢，很多患者误以为手抖、行动
迟缓等表现是年纪大了的通病，
延误就诊时机。

帕金森病是世界疑难病症，
以肢体震颤、肌肉强直、运动减少
等为主要特征，最终致人残疾。
目前尚无特效药物，美多芭因疗
效显著，而被公认为“金药物”，但
该药不能阻止本病的发展进程，
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而疗效衰
减，长期服药（5年~12年）可能会
出现诸多并发症，如恶心、呕吐、
厌食、便秘、直立性低血压、“剂
末”现象、“开关”现象、运动障碍、
精神异常等副作用。在查阅相关
文献资料后，马云枝教授发现肝
肾阴虚证是帕金森病的常见证
型，提出肝肾亏虚、痰瘀阻络为颤
证的基本病机。马云枝教授认
为，肝具有畅达气机、推动精血津
液的运行输布、脏腑气机运行等
功能，对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等
机能活动有序进行有非常重要的
调节作用。肾乃先天之本，内藏
先天之精，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
础，主骨而生髓。肾中精气充足，
骨髓化生有源，从而保证骨之坚

固有力。反之则骨质脆弱，易于
骨折。人至中年，肝肾渐虚，精气
渐亏，肾生髓主骨的功能亦随之
衰减，精气暗耗；或因肝郁化热生
风，风阳暴涨，横蹿筋脉，或因饮
食、劳逸失度等诸多因素均可风
气内动，扰及筋脉，发为颤证。马
云枝教授主张以“滋水涵木法”论
治颤证，治疗当“从肝肾论治”的
诊疗思路，故以补益肝肾、定颤熄
风为纲，兼平肝熄风、填髓益精为
基本治则。

“滋水涵木法”是马云枝教授
根据中医五行生克规律及“乙癸
同源”“肝肾同源”的理论，主张论
治肝肾阴虚型颤证。五行学说认
为，肝属乙木，肾属癸水，二者同
居下焦，精血同源，母子相生。颤
证之病，以肝肾阴虚为本、阳亢风
动为标，是通过滋养肾阴使肝体
得养、肝阳得潜，滋养肾水以固
本，潜降肝阳以治标，阴足则阳
伏，阳平不灼阴，实为肝肾同治、
标本兼顾之法。马云枝教授基于

“滋水涵木法”的理论指导，结合
多年论治颤证的临证经验，汲取
历代名医学术精华，精选历代医
家名方、验方，遵辨证施治、遣方
用药思想，采用现代中成药制剂
工艺研制出了具有补益肝肾、平
肝潜阳、熄风定颤功效的纯中药
制剂——熄风定颤丸。本方以补
益为主、攻邪为辅，重视滋补肝肾
治其本，平肝熄风、活血通络祛其
标，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取得了显
著的疗效。本方由醋龟甲、醋鳖
甲、制何首乌、天麻、盐炒杜仲、炒
僵蚕、川芎、赤芍、珍珠母组成，全
方共奏补益肝肾、定颤熄风之
功。本方紧扣阴虚风动的病理基
础，在补益肝肾以滋水涵木、平肝
熄风，辅以理气通络活血，使肾水
不亏，肝木得以滋养，虚风自止。

在跟师侍诊过程中，除了学
习诊疗经验与技巧外，笔者深知
抓住重点的重要性。老师说的话
较多，有价值的话往往藏于其中，
只有做到主次分明，方能抓住诊
治疾病的要点。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马云枝治疗帕金森病经验
□汤银芳

诊疗感悟

构建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
评价体系

中医药学术评价要处理好
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探索量化
评价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综
合评价模式。要充分发挥中
医药学术共同体在完善学术
评价体系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树立以专家评价的质性评估
为主的评价理念，树立质量导
向的评价理念，树立学术创新
的评价理念，为中医药学术人
才成长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设置富有中医药特色的
学术评价体系

中医药学术兼顾自然科学
和人文社会科学属性，目前的
中医药学术评价往往从自然
科学和现代医学的角度进行
了医学论文、项目、著作的评
价，忽视了中医药学术产出对
政策咨询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力，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中医
药学术评价的范畴。因此，中
医药学术评价除了要符合医
学科学的评价规律，还要准确
评价中医药学术成果在整个
学术体系中的历史地位，重视
学术传承和引领作用，注重在
横向比较的基础上与其他成

果的相对优势，重视学术的先
进性和学术深化作用，重视中
医药学术对经济发展、社会服
务和健康事业的重大社会影
响，采取多层次、多元化的评
价方法。

突出学术创新
和贡献度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
力，是体现学术研究真正价值
之所在；创新是学术成果产生
贡献的逻辑起点；创新性和贡
献度理应作为评价学术成果
的首要学术标准。应当加强
对中医药核心成果和代表作
的创新度和贡献度的评价，注
重考察学术成果创新的实施
与结果。要把中医药的临床
疗效放在中医药学术评价的
突出位置，重点考察中医药学
术成果是否解决了医学前沿
问题，是否解决了卫生健康领
域面临的重大疑难疾病问题，
是否促进了医疗卫生领域的
改革和发展，是否实现了学术
成果的广泛应用和推广，是否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突出
学术成果的社会贡献度。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如何构建中医药
学术评价体系

□辛 凯 文/图

以“五个高地”建设为指引 全面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程 龙

从 2019 年第一次全国中医药大会召开，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考察调研，“把脉”中医药发展；从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到河南省中医药强省建设大会提出“打造五个高地”，中医药事业发展利好消息不断，迎来重大战略机遇。

在中医药强省建设新征程上，嵩县中医院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南阳考察调研时的重要指示
精神，以“五个高地”建设为指引，全面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抢抓机遇 找准定位
科学谋划医院发展

嵩 县 中 医 院 始 建 于 1985
年，经过近40年的发展，已经成
为一所集医疗、急救、预防、保
健、康复、教学、科研为一体的
综合性三级中医医院，现开放
床位 800 张，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659 人，设置临床医技科室 28
个。其中，河南省中医特色专
科 2 个，洛阳市重点培育学科 3
个，承建了8个名老中医传承工
作室，参与了2个省级区域中医
专科诊疗中心建设工作。嵩县
中医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抢
抓机遇、科学谋划，推进医院高
质量发展。

依托资源优势谋发展 嵩
县地处伏牛山腹地，自然风光
优美，道地药材资源丰富，有

“天然药库”之美誉，境内富集
1300 余种中药材，具有较强的
中药材种植、加工、集散和辐射
能力，为河南省十大中药材种
植基地之一、河南省中药材产

业十强县之一。中医药强省建
设大会发布的 50 种河南省道地
药材目录、30 个道地药材规范
化生产基地，嵩县上榜道地药
材16种、生产基地1个。

中 医 药 是 中 医 医 院 的
“魂”，嵩县中医院充分发挥资
源优势，让高品质道地药材赋
能医院发展。一是全力做好药
事保障工作，优化药事管理流
程，选取道地药材，提高中药的
临床疗效，切实让群众“用上好
中药，放心用中药”；二是加强
中药制剂研发，根据临床需求，
力争每年上线2个新中药制剂，
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三是积
极推进优质中药品牌建设，与
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合作，确保
道地药材从产地源头直供，提
升中医药服务品质；四是持续
完善中药服务形式，为群众提
供中药汤剂、免煎颗粒、茶饮、
香囊、药膳、熏蒸包、药浴包等
多种形式的服务，满足群众的
个性化健康需求，扩大中药服

务范围。
抢抓政策机遇谋发展 2023

年，嵩县出台《建强伏牛山中医
药文化产业园 打造“中原药谷”
的意见》；4 月，“中原药谷”首届
伏牛山中药材交易会盛大启幕；
12 月，河南省科学院中原药谷
科创园揭牌。此外，嵩县县委、
县政府着力推进生物医药、健康
养生融合发展，在发展生态健康
旅游、森林健康旅游、药用植物
观赏、中医药文化旅游等多元业
态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精准把握政策，抢抓发展
机遇。一是找准定位，坚持中
医立院宗旨，积极寻找差异化
发展空间；二要提高站位，积极
发展新业态，在中医药文化旅
游上找突破；三要守正创新，推
进“中医药+康养”建设，为医院
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借助高昂士气谋发展 当
前，中医药事业发展面临新的机
遇，嵩县中医院与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建立紧密合作

关系，全院上下团结一致、斗志
昂扬，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兼
得。一要完善绩效考评办法，进
一步激发医务人员干事创业的
激情；二要整理编写院志，增强
医务人员的价值认同与文化自
信，将高昂士气转换为提质增效
的不竭动力，释放中医药发展潜
力。

强化责任 主动作为
努力突破发展瓶颈

医院中医药创新发展能力
不足，医疗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人才数量、质量和专业结构不
够完善，学科发展不平衡，经济
运行压力较大等，都是急需解
决的发展问题。对此，嵩县中
医院强化责任、主动作为，最大
限度把握有利因素、控制潜在
风险、突破发展瓶颈，推动医院
发展行稳致远。

坚持党建引领 一要牢牢
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把党建工作放到首位，以党建
引领医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

展，牢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以
质量为核心的理念，把党建工
作贯穿医院各个层面，全力保
障群众健康。二要开展形式多
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陶冶
医务人员情操、凝聚团队精神，
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三
要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将党
建工作与医疗服务、科研教学
等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引
领业务发展，提高医院的整体
服务水平。四要建立完善党建
工作评价机制，设立考核指标，
开展满意度调查，及时发现问
题、改进工作，确保党建工作不
断取得新成效。

强化责任担当 深入落实
党建主体责任，把党建引领作
为医院统一意志的“总开关”破
解难题的“总钥匙”、守住安全
底线的“总闸门”，紧盯政治建
设首责，筑牢思想建设根基，强
化作风建设保障，以精细化、组
织化、体系化管理助推医院管

理效能提升，努力形成上下协
调、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
积极应对挑战。

传承创新 彰显特色
全面提升服务能力

中医药强省建设大会提出
“构建全省有高峰、各市有高
地、县县有特色的中医药服务
体系，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
群众健康”，作为县级中医医
院，嵩县中医院立足中医药特
色优势，持续优化中医药服务
供给，全面提升服务能力。

一是持续加强中医优势专
科建设，以省级中医特色专科
建设为龙头、以治未病科建设
为重点、以增强中医药临床效
果为核心，不断巩固、培育、放
大特色优势，持续强化中医药
在诊疗、预防、保健、康养中的
优势地位。二是持续完善人才
梯 队 建 设 ，加 大 人 才 引 进 力
度，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师承培
养工作，加强名老中医传承工
作室建设，持续开展科室主任

轮训、护理团队定向培训，提
高中医药队伍整体素质。三是
提升中医药科研创新能力，深
挖中医药经典内涵，以中药制
剂为突破点，使更多中医药优
质资源惠及百姓。四是推进落
实“互联网+中医药”行动，利
用信息技术优化就医流程，推
进“一站式”服务，提高服务的
可及性。五是加大中医药适宜
技术推广力度，切实履行嵩县
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职
责，在全县各乡镇开展中医药
适宜技术培训工作，推动优质
中医药资源下沉，让群众了解
中医药、相信中医药。

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扬
鞭自奋蹄。下一步，嵩县中医
院将紧紧围绕提高医疗质量和
改善就医体验两个环节，开拓
进取，固本兴新，以昂扬的精神
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在新征
程上展现新气象、彰显新作为。

（作者系河南省嵩县中医
院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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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说说您对中医

药发展和中医教育的建议和意见，写一写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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