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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中医院携手华西医疗机器人研究院

共建“数字骨科联合实验室”

“岐黄中医文化传承中心”在开封成立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讯
员赵文博 李 锐）5 月 10 日，周
口市中医院与华西医疗机器人研
究院共同打造的“数字骨科联合
实验室”授牌仪式在周口市中医
院举行。此举标志着双方在数字
化医疗领域的深度合作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

在当日的授牌仪式上，华西
医疗机器人研究院事业部总经理

吴文韬博士、成都精创浩达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鑫、总监
倪晓平，周口市中医院党委书记
史卫东、院长毛国璋、副院长王
俊峰等 ，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
刻。

毛国璋说，此次合作是周口
市中医院骨科发展史上的重要里
程碑。周口市中医院将全力以赴
支持实验室的发展，与华西医疗

机器人研究院紧密合作，共同制
定科研计划，确保实验室工作顺
利进行。他强调，双方将携手推
动骨科医疗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为患者提供更精准、高效的医疗
服务。

吴文韬表示，此次合作是对
华西医疗机器人研究院科研实力
的高度认可，也是双方共同推动
骨科医疗技术创新的重大机遇。

华西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将与周口
市中医院紧密合作，共同探索骨
科医疗技术的新领域、新方法，
助力周口市中医院学科发展。他
期待双方在科研创新、人才培
养、临床应用等方面取得丰硕成
果，为骨科医疗事业的发展贡献
力量。

在仪式现场，吴文韬与毛国
璋共同为“数字骨科联合实验

室”揭牌。随后，在实验室，参会
人员现场体验了技术人员演示
操作流程，并深入了解了设备的
原理、功能及使用方式。大家深
刻感受到数字化转型和科技创
新在医疗领域的重要性。

此次授牌仪式的举行，不仅
为医学与工程学的交流合作搭建
优质平台，也为人才培养、学术
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本报讯 （记者李志刚 通
讯员仝海洋 王欣岩）5月11日，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岐黄
中医文化传承中心”挂牌仪式暨
新时代中医治未病实践路径研
讨交流会，在开封市光明中医院
成功举行。全国名中医、岐黄学
者、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高思
华，河南省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会
长王海亮，开封市光明医院名誉
院长蒋忠仆应邀出席并致辞。

岐黄文化是中医药的根脉，

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健康
智慧。成立“岐黄中医文化传承
中心”，旨在挖掘与保护中医药
文化遗产，搭建学术交流与人才
培养平台，依托学会优质专家资
源，开展师承教育、学术讲座、技
术培训，提升基层医生的中医药
诊疗能力，推动中医药文化普及
与创新。

治未病是中医药的核心优
势，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构
建“防、治、养”一体化服务体系，

融合现代科技，创新健康管理模
式，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加强
中医药产业与文旅融合，推动中
医药健康旅游，开发中医药研学
路线，让群众在体验中感受中医
药魅力。

揭牌仪式结束后，随即召开
了新时代中医治未病实践路径
研讨交流会。

高思华教授作《新时代中医
治未病路径探讨》，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

孟长海作《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中
西医治疗的思路和难点》，河南
省针灸学会理事、开封光明中医
院副院长卞玉河分享了《脐针临
床病案》，开封市光明中医院董
事长郭书文作《视网膜色素变性
中医治疗》等。

来自全省各地的中医药领
域的专家、学者和基层医师 200
余人参加研讨交流。此次交流
研讨，名医名家传经送宝，大家
收获颇丰。

“5G+中医药”谱写惠民新篇章
□刘 滨

在 郑 州 市 西 南 部 的 侯 寨
乡，一场关于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现代化的创新实践正在引发
大家关注。郑州大学第五附属
医院侯寨分院/中心卫生院将
5G 健康管理技术、安宁疗护等
现代医疗理念与中医药传统智
慧深度融合，构建起覆盖“防、
治、养”全链条的健康服务体
系。2025 年第一季度数据显
示，公共卫生服务社区居民总
人数约 5.4 万人（其中老年人
3529 人）加上流动人口，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实际管理人数
可达5.9万人。

党 建 引 领 ，铸 就 发 展 内
核。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侯
寨分院/中心卫生院通过“三会
一课”，制度建设与业务攻坚同
步推进，把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要求转化为23项具体
措施；创新建立的“党员先锋指
数”考评体系，将中医药服务人
次、群众满意度等指标纳入考
核范围，让党建成为看得见的
生产力；打造“中医药健康文化
长廊”，切实增强中医药文化科
普的吸引力、影响力，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让“简、便、验、
廉”的中医药服务惠及百姓；与
公共卫生科联合开展“义诊服

务进乡村”党建联建活动，让先
进的医疗技术惠及更多社区居
民。

5G 赋能，破解基层难题。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侯寨分
院/中心卫生院利用健康管理
体检一体机实施慢性病管理。
这种智能设备不仅能提醒患者
服药，还会自动上传患者血压
数据至医院管理系统，触发异
常值预警。该系统连接着郑州
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的专家库，
在 5G 网络支持下，省级三甲医
院的教授通过“云查房”为基层
患者调整用药方案。

春 日 的 阳 光 洒 在 中 医 馆
内，在药香氤氲的诊室里，86岁
的王某正在接受“艾灸+红外理
疗”服务。

“三年前我中风后差点儿
瘫痪，是这里的‘三级康复’救
了我。”王某展示着他经过治疗
后能抬高的右臂。郑州大学第
五附属医院侯寨分院/中心卫
生院创新的“急性期治疗、恢复
期康复、稳定期管理”服务链
（“三级康复阶梯”模式：急性期
在总院治疗，恢复期在分院康
复，稳定期居家监测），通过可
穿戴设备实现全程无缝衔接。
同时，配合针灸疏通经络，电子

设备监测居家康复情况，中医
师定期上门调整方案。统计结
果显示，这种模式使患者平均
康复周期缩短 21 天，费用降低
35%。中医科病房收治病种包
括颈肩腰腿疼痛、颈腰椎间盘
突出、卒中后抑郁、风湿、各类
骨关节炎等，基础床位40张。

人 文 关 怀 ，重 构 医 疗 价
值。再看看失能老人朱某床头
的智能终端，不仅能呼叫护士，
还能播放量身定制的“五行养
生音乐”。中医科负责人王赟
介绍：“我们根据患者体质制订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开发了6类
中医药特色护理方案，中药香
薰与现代镇痛技术结合使用，
比如用吴茱萸热敷代替部分止
痛药，用耳穴压豆改善失眠症
状。”统计数据显示，该病区患
者平均用药量减少32%，患者家
属满意度达 99%。该病区还设
有“家庭厨房”，允许患者家属
按医嘱使用药膳配方为患者烹
饪食物。家庭病床服务，让部
分不想离开熟悉环境的老人能
够居家进行治疗，处处都是科
技与人文交织的温暖场景。

这种人文理念延伸至公共
卫生服务。由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团队、中医师组成的“健康文

化宣讲团”，开发出“二十四节
气养生课”“中医亲子推拿课”

“产后康复”等特色项目。在郑
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侯寨分
院/中心卫生院内，老人们练习
改良版的“八段锦轮椅操”，该
院还组建了由康复患者组成的

“养生志愿队”，用亲身经历讲
述中医药故事。

机 制 创 新 ，润 泽 一 方 百
姓。人才短缺是制约基层中医
药发展的普遍难题。郑州大学
第五附属医院侯寨分院/中心
卫生院的“1+1+N”师带徒机制
给出破题思路：每位总院专家
定向培养1个分院团队，团队再
辐射N个卫生服务站。通过5G
远程健康医疗系统，患者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三甲医院的优质
服务。这套系统不仅能视频问
诊，“云病历”让总院专家可以
直接调阅分院的检查报告，开

具的电子处方即时传至药房。
药品目录统一是另一项关

键改革。分院药房现有中药饮
片350多种，也在逐步与总院同
步更新。据药房主任荆延龙介
绍，“智慧中药房”建立后，代煎
药品可配送到家，系统自动推
送煎服注意事项。

新起点再出发。站在中医
科门前，“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让老百姓信中医、用中医、受益
于中医。”这番朴素的话语，恰
是对健康河南战略最有力的践
行。“下一步将建设中医药大数
据中心，开发中医体质地图，为
公共卫生决策提供支持。”程智
透露。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侯
寨分院/中心卫生院的实践告
诉我们，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
里”，完全能够成为优质服务的

“最美一公里”。

智慧共享中药房 开启服务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刘晓
飞 陈 颖）近日，来自山东青岛的 3 岁
萌娃小梦（化名）随父母来洛阳游玩。
小梦在景区奔跑时不慎摔倒，导致左侧
锁骨骨折，左肩部迅速肿胀变形，撕心
裂肺的哭声让小梦的父母心疼不已。
心急如焚的父母带着小梦辗转多家医
院，却因孩子年龄小、复位难度大而屡
屡受挫，最终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
门医院洛阳医院（洛阳市中医院）寻求
帮助。

在骨伤科门诊坐诊的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副院长马辉
接诊后，第一时间仔细查看影像学检查
结果，结合查体发现，小梦骨折端移位
明显但未完全断离。马辉考虑到幼儿
骨骼可塑性强，果断制订“手法复位、八
字绷带外固定”的保守治疗方案，在避
免手术创伤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孩子
骨骼正常发育。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治疗中，为
缓解小梦的紧张情绪，马辉用可爱的玩
具和温柔的话语，编织出一个个“小骨
头回家”的童话。在充满童趣的氛围
中，小梦逐渐放下戒备。随后，在护理
团队的默契配合下，医生以精准的力度
和角度，成功为小梦完成骨折复位，并
用八字绷带稳定固定。小梦也渐渐停
止了哭泣，还奶声奶气地说“谢谢伯
伯！”小梦的妈妈眼含热泪说：“本以为
孩子要遭大罪，没想到不用开刀就能治
好病！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能遇到这
样充满温情的医疗团队，是我们一家人
的幸运！”

多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
院洛阳医院骨伤科始终秉持“能保守不
手术、能微创不开放”的治疗原则，将患
者需求放在首位，用个性化治疗方案减
轻患者痛苦。这里的每一位医务人员
都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医者仁心，用精湛
的医术和人文关怀，为患者筑起健康防
线，让更多家庭在求医路上感受到医疗
的温度与力量。

滑县中医院

扫码摘“健康果”
让医学知识活起来

近日，在三门峡武强中医院，参赛护士正在进行闪罐疗法。据了解，该院举办的第四届拔罐技能竞赛，来
自护理一线的20名护士报名参赛。比赛内容为平衡火罐，限时8分钟，评分标准包括操作过程、前期准备、后
期处置以及仪容仪表等。比赛中，护士们通过闪罐、揉罐、走罐、留罐、起罐，向现场群众展示中医护理技术，
让体验者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朱晓娟 李东强/摄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付政滈）在滑县中医院各
临床科室的走廊里，一棵棵挂
满“果实”的“健康宣教树”成了
新晋的“网红打卡点”。临床科
室医务人员化身创意达人，用
科技与温情打造出这座“移动
健康课堂”，让患者和家属直呼

“长知识又超有趣”！
走进滑县中医院的各临

床科室，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
造型别致的“健康宣教树”。
树干上有生机盎然的树叶，枝
丫间缀满了色彩缤纷的“果
子”——这些可不是普通的装
饰物，每个“果子”上都印着专
属二维码，扫码即可观看由科
室医务人员自编自导自演的
健康科普视频。从中医养生
到康复小妙招，从慢性病饮食
管理到急救技能教学，视频内
容既专业又接地气，还融入动
画讲解、故事情节等趣味元
素，让晦涩的医学知识瞬间

“活”了起来。
“以前总觉得健康科普很

难懂，现在扫个码，2 分钟就能
了解一个实用小知识，太方便
了！”陪母亲住院的李女士一边
扫码观看《海姆立克急救法》，
一边忍不住点赞。为了让视频
更贴合患者需求，各临床科室
结合业务工作，由相关专家担
任“技术顾问”，反复修改练习，
确保内容科学严谨。

此次健康宣教活动，是滑
县中医院继推出新媒体工作室

《中医讲堂》之后，开展健康宣
教科普、推进智慧医疗、深化优
质护理服务的创新举措。滑县
中医院通过这种新颖的方式，
为患者和家属送上了一份特别
的“健康礼物”，让更多人轻松
掌握健康知识，把健康理念传
递到千家万户。

今后，这些承载着爱与知
识的“健康宣教树”还将不断

“ 生 长 ”，结 出 更 多“ 健 康 果
实”。滑县中医院将充分发挥
中医药特色优势，积极科普健
康理念，为守护百姓健康持续
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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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记 者 王
平 通讯员祁亚娟）“王
主任，我吃了一段时间的
中药后，降糖药从原来的
4 种减到了 1 种，最近几
天查空腹血糖都在正常
范围内，太感谢您了。”5
月 12 日，在宝丰县中医院
内分泌科诊室内，糖尿病
患者郭女士对该科副主
任王凯歌说。

据 了 解 ，半 年 前 ，郭
女士在术前检查时发现
血糖高，后来多次查空腹
血 糖 都 在 9.0 毫 摩 尔/升
左右，被诊断为糖尿病。
郭女士口服格列美脲、维
格列汀、米格列醇、二甲
双胍等药物治疗，血糖仍
居高不下。“平时喜欢喝
水，上厕所次数多，就没
在意，谁知道是糖尿病！
吃了 4 种降糖药，血糖还
是降不下来！”这让郭女
士寝食难安，出现失眠、
焦虑等症状。为寻求进
一步治疗，郭女士到宝丰
县 中 医 院 内 分 泌 科 就
诊。王凯歌仔细为郭女
士查舌苔、诊脉象，结合
临床症状，诊断为肝脾不
调型消渴病早期。

“中 医 认 为 ，脾 主 运
化，肝主疏泄，肝脾不调
使得气血精微物质无法
正常运行，从而壅滞于血
液中，形成糖尿病。”王凯
歌说。

王 凯 歌 开 具 经 典 方
剂逍遥散（加减），同时，
加入黄芪、百合、党参等，
增强益气养阴健脾胃之
力。经过一个月的治疗，
郭女士空腹血糖和餐后
血糖值均控制在正常范
围内，失眠、焦虑等症状
也明显改善。根据郭女
士的恢复情况，王凯歌让
郭女士逐步停用了格列
美脲、维格列汀、二甲双

胍等药物，每日仅口服一片米格列醇片，并对
中药方剂进行适当调整。经过治疗，郭女士连
续多日复查血糖，均在正常范围内。

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不仅在于降糖，更在于
改善体质、预防并发症。宝丰县中医院充分发
挥辨证论治的优势，利用中药调理，帮助糖尿
病患者更好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生活质
量大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