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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湖院区骨外科41床患者的
血糖26mmol/L，为极高血糖，请
及时处理！”3月 3日 9点 21分，
武汉市中心医院全院血糖管理专班
内分泌科喻佛定医生手机上收到系
统发出的“紧急提醒”，10分钟后
赶到病房，与骨外科血糖管理联络
员王希鹏医生、患者的管床医生现
场开起“联合会诊”。

众所周知，住院时患者血压心
率有问题仪器会“报警”，可你知
道血糖发生异常波动谁来预警呢？
记者了解到，在武汉市中心医院，
就有这么一支专业的血糖管理团队
24小时待命，根据信息系统“预
警”，多学科联动，全院范围干预

“控糖”，患者出院后，延续追踪管
理。据悉，这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在
湖北省率先推出的诊疗新模式，旨
在为患者提供院内院外、线上线下
一站式智慧化血糖管理。运行2个
多月来已将2000余名住院患者的
血糖精准“管”起来，大大降低了
患者术后感染、并发症等风险，缩
短了平均住院日，进一步减轻了患
者就医负担。

术前血糖线上“报警”，控
糖专班实时干预

53岁的赵先生因腰椎病入院
需要尽快手术，无意中查出血糖飙
升，超出正常值的4倍，若不及时
处理，手术风险极高，术后切口难
以愈合，术后感染风险陡增。内分
泌专家充分了解患者病史、血糖、
临床资料等情况，诊断为2型糖尿
病，并制定了个性化降糖治疗方
案。在患者腹部安装了皮下胰岛素
泵，可模拟人体生理模式精细调整
胰岛素用量，实现快速平稳控糖，
同时加强饮食营养指导，“多管齐
下”综合治疗后，赵先生血糖很快
达标，2天后如期手术。术后，血
糖管理团队又通过智慧化全院血糖
管理平台线上动态观察血糖变化，
每天指导科室医生精准调整降糖药
物，患者伤口愈合良好，顺利康复
出院。

“医生们管得很细，为我的血
糖问题忙前忙后，手术也恢复得又
快又好，让人很安心！”赵先生感
叹，更让他欣慰的是，出院后项目
团队还为他提供了免费内分泌专家
门诊复诊机会，专业医生还会通过
定期随访、线上监测帮助患者管好
血糖。

记者了解到，和赵先生一样，
在各个专科住院“糖友”们都被精
细地“管”了起来。今年1月，武
汉市中心医院逐步建立健全全院血
糖一体化管理平台，成立专门的血
糖管理团队，运用信息化手段和多
学科协作，为病情有需要的住院患
者规范有序“调控”血糖，成为湖

北省首家推行院内血糖智慧化管理的
医院。

全院一站式管理降低“高
糖”危害

目前，糖尿病已成为第三大严重
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2019年全球
20~79岁成年人有 4.63亿糖尿病患
者，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位居全球第
一，约1.25亿人，而糖尿病患者手
术病死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非糖
尿病患者高5倍。

“在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发病
率日益走高的背景下，中国的糖尿病
住院患者比例有逐年上升趋势。”武
汉市中心医院全院血糖管理项目负责
人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丁胜介绍，不
少患者入院后才查出糖尿病，住院期
间血糖异常情况相当普遍。据不完
全统计，全院合并糖尿病患者约七
成因其他疾病在非内分泌科住院。
这部分患者往往合并其他病情，而
血糖控制不佳会大大增加伤口感染
和并发症发生风险，甚至危及生命。
患者的住院时间也会延长，从而加重
了其经济负担。

在此情况下，打通学科壁垒，对
全院住院患者实施统一、规范、有序
的血糖管理，势在必行。

搭平台、建机制、组团队……为
破解全院血糖管理痛点难点，今年以
来，武汉市中心医院推出系列线上线
下高效“控糖”组合拳——搭建智慧
化血糖管理系统，异常血糖发出预

警，各项血糖数据实时传输跨科共
享，形成“血糖管理档案”便于医生
全面、持续了解血糖情况，有利于快
速诊断、跟进督促医嘱和治疗评估
等；联合应用胰岛素泵与动态血糖监
测，及时发现高低血糖风险，精准调
整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快速降糖达
标；组建一支全院血糖管理团队，
团队中内分泌科医生专职“控糖”，
24小时接力值守，各科派出医护担
任血糖管理联络员协助血糖管理，
多学科团队协作制定个体化治疗方
案，避免血糖异常带来的健康危害，
缩短术前等待时间、住院时间，让广
大患者获益。

拓展院外服务助力慢病防治

因肿瘤转移骨破坏引发癌性疼
痛，老糖友李大姐寝食难安，血糖波
动极大，每天要扎9次手指测血糖，
以观察血糖变化。在疼痛科住院后被
纳入血糖管理，在动态血糖检测仪帮
助下，不仅免除手指之痛，忽高忽低
隐匿的血糖波动“无所遁形”，内分
泌科专家根据动态血糖监测图形，全
面分析、精准评估，实时调整降糖方
案。1天后，李大姐的血糖达标。

查收“预警”、会诊处置、线上
评估、动态监测……在武汉市中心医
院，全院血糖管理团队如同一支特别
的“应急小分队”，深入各专科病房
为患者及时“调控”血糖。并根据预
警值智能化分级管理，对于极高预警
值则重点管理，夜间突发血糖危机，

值守医生第一时间现场处理；同时，
对患者加强糖尿病防治健康宣教，全
方位科学控制血糖。

“无论患者在哪个科室哪个病
区，哪里出现患者血糖异常，血糖管
理的触角和网络就延伸到哪里。”武
汉市中心医院副院长蔡威告诉记者，
通过建立智慧化、规范化、标准化的
全院血糖管理模式，能确保每一位患
者得到及时、快速、准确、规范的管
理与治疗。

据介绍，运行两个多月来血糖管
理系统预警血糖异常患者1.2万余人
次，其中纳入全院血糖管理患者
2000 余人，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0。
这大大降低患者因血糖问题引发的感
染、并发症发生率，有效缩短术前等
待时间和住院日，医患均受益良多。

“糖尿病被列为危害群众健康的
基础性疾病之一，其预防治疗、健康
管理任重道远。下一步，医院将不断
完善全院信息化血糖管理平台，加强
血糖管理团队建设，进一步丰富院内
院外、线上线下血糖管理服务内涵，
充分拓展院外延伸血糖管理服务，实
现入院、出院、随访一站式全流程
闭环管理。”蔡威表示，根据健康武
汉行动和“323”攻坚行动有关安
排，武汉市糖尿病管理 （防治） 中
心办公室设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医
院还计划推出糖尿病健康管理专家
门诊，探索门诊和医联体血糖管理
联动，不断提升糖尿病健康防治水
平，为全市“323”攻坚行动糖尿病
防治贡献力量。

智慧化血糖管理有了“武汉样本”
通讯员 马遥遥 李蓓 本报记者 陈晶

血糖管理团队通过动态血糖监测精准调整治疗方案血糖管理团队通过动态血糖监测精准调整治疗方案

“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大中医药
振兴发展支持力度，推进中医药综合
改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
强调了中医药在保障民生、提高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方面的作用。在此之
前，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对中医药发展
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遵循中医
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
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
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建设健康中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力量。

中医药自古不分家，古代很多中
医就深谙中药的药理，本草学家也精
通医理。中医中药要协同发展，才能
走得更远，所以临床、研发、生产和
销售四者协同发展才是理想的状态。

中药是中医临床施治的重要武
器，所以它的研发、生产务必服务于
中医临床需求。中药的研发是围绕解
决临床某项需求、解决某种病症采取
的一系列科研活动，它致力于解决有
效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中药生产则要
解决药品质量稳定可控的问题，从中

药材质量的控制、饮片炮制、成药制
剂生产、包装等环节进行规范化控
制，确保药品的品质稳定、供应稳
定；销售是基于药品的有效性、安全
性和质量稳定性，采取的一系列营销
活动，目前多采用学术推广、广告宣
传的模式，比如学术推广的营销模
式，是基于产品的学术特点和市场定
位，综合利用大型学术推广会议、临
床研究观察、疾病普及教育等多种手
段进行药品营销，如果在与临床的互
动中，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得不到
证实，这种营销手段对销售的促进作
用就会后劲乏力。

中医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均是
以中医临床为基础的，中医药的创新
研发多来自临床，这正是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的“传承精华”，一款好的中
医药产品必然是融合了中医药理论、
临床疗效数据，并通过现代科技手段
研发而成的中药产品。研发基础好，
中药的药效成分说得清楚、疗效说得
明白，在中药生产环节才能有的放
矢，通过对原药材质量把控、中药炮
制技术以及现代制剂技术的精准把

控，确保中药产品的质量稳定可控；如
此，产品在上市销售环节，负责营销的
人员才更有底气，通过学术营销与中医
临床形成良性互动，在产品品质提升
上、中药药效阐释上、临床适应证观察
等方面反馈至中药的研发。这样，中药
的临床、研发、生产和销售才会形成一
个良性互动，共同促进中药创新发展。

当前，中药炮制人才的培养存在两
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高校、科研院所
的人才培养模式中，更多的是培养了一
批“化学家”，对中医药理论和中药炮
制技术掌握不够深入，或者只知理论基
础而不懂或缺少生产工艺。而中药炮制
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所以很多
炮制技术面临失传，理论尚存但技艺已
遗失。另一方面，在中药饮片生产企
业，从事中药饮片生产的一线工人多未
接受过系统的中药炮制技艺培训，现代
化设备的应用与传统炮制技艺之间的转
化与传承存在裂隙，一些优秀的传统炮
制技艺面临失传、后继乏人的现象。

解决中药炮制理论与技艺割裂的问
题，就解决了中医药炮制技艺传承和人
才培养最大的障碍，为此，建议：

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应改变传统的
炮制人才培养模式，理论和技艺并重，
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把传统“师徒传
承”模式融入现有教育体系。

二是加大创新发展中药炮制技艺的
支持力度，将中药炮制技艺与理论的研
究列入国家科研重点项目，将老药工的
经验整理、验证与继承设立重点专项，
积极推进炮制装备的现代化与信息化。

三是挖掘和整理民间老药工的经验
和技艺，把他们的宝贵经验先记录下
来，再进行研究、传承和创新；开设

“炮制老专家传承工作室”，为经验传承
提供平台。

四是对于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的生
产技术和质量控制人员加强职业准入
和继续教育，规定其必须接受一定时
长的专业培训，通过特定的考核，才
能持证上岗。推进校企合作、职业教
育，让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参与“订
单式”人才培养，为社会输送高质量
的应用型人才。

（吴宪系中国中药协会常务副会
长，任玉珍系中国中药协会中药饮片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传承炮制技术 弘扬国粹精华
吴宪 任玉珍

本报讯（记者 刘喜梅）记
者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获悉，
为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
求，满足广大患者周末就医需
要，提供多元化的优质医疗服
务，在经过充分调研后，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西直门院区决定
从3月 26日起，在原有周末上
午半天门诊的基础上，将所有
临床、医技科室全部开放。周
末门诊全面开放之后，患者可以
在西直门院区挂包括普通号、专
家号、特需号在内的所有科室
号，同时上午全部检查、检验正
常开放。

王建六副院长介绍，医院既
往周末上午半天多以普通门诊开

放为主，且开展数量有限，为保证
周末患者诊疗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医院增加专家门诊、特需门诊比
重，并同步全面开放诊断辅助科室
和门诊平台科室，与正常工作日门
诊“无差别、同质化”，提升周末
门诊的诊疗质量，以更好地为患者
服务。

据悉，开通全部学科的“周末
门诊”，除了为上班族、学生族就
医提供便利，还为来自全国各地的
患者和本地市民实现错峰就诊。此
举不仅方便患者就医，并通过调整
医疗资源，舒缓工作日的门诊压
力，在满足患者就诊需求的同时，
进一步优化患者就诊流程，让患者
安全、方便就医。

北大人民医院西直门院区全面开放周末门诊

本报讯 （记 者 李 宁 馨）
《天津市妇女发展“十四五”规
划》和《天津市儿童发展“十四
五”规划》日前印发，为今后一
个时期天津妇女儿童发展明确指
导思想、总体目标、发展领域并
组织实施工作。

《天津市妇女发展“十四
五”规划》包括妇女与健康、妇
女与教育、妇女与经济、妇女参
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社会保
障、妇女与家庭建设、妇女与环
境、妇女与法律8个领域，提出
了83个主要目标、90项政策措
施。《天津市儿童发展“十四
五”规划》包括儿童与健康、儿
童与安全、儿童与教育、儿童与
福利、儿童与家庭、儿童与环
境、儿童与法律7个领域，提出
了72个主要目标，79项策略措
施。规划设定可量化指标 57
个，其中高于国家“两纲”14
个，比国家“两纲”新增设18
个，由国家“两纲”趋势性指标
调整为可量化指标9个。

为了回应社会关切，两个规
划新增了“妇女与家庭建设”

“儿童与家庭”“儿童与安全”3个
领域，包括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
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完善支持
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政策措
施，保障儿童安全健康成长。在大
力发展家庭公共服务方面，将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力
量开展家庭服务，探索在街道（乡
镇）建立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鼓励
有条件的社区（村）建立家庭综合
服务中心。在促进男女平等分担家
务方面，建立和落实父母带薪育
儿假，鼓励用人单位支持夫妻共
同履行家庭责任；倡导夫妻共同
承担照料陪伴子女老人、教育子
女、料理家务的家庭责任，平等分
担家务，不断缩小两性家务劳动时
间差距等。

值得一提的是，该规划注重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和“坚持鼓
励儿童参与”，强调尊重儿童主体
地位，创造有利于儿童参与的社会
环境。并坚持面向普通、面向基
层、面向一线、面向困难弱势的工
作要求，关注贫困、残疾、留守妇
女儿童，以及单亲困难母亲等特殊
困难群体。

天津发布妇儿发展“十四五”规划

本报讯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
口文化发展中心于3月 20日在
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国
家健康美容网”正式上线。网站
主办单位领导、医疗美容行业权
威专家、媒体及部分从业代表出
席发布会。

据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国民可
支配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和自身形
象，并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用于
健康美容，这种趋势有力地推动
着健康美容行业尤其是医疗美容
行业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由
健康美容特别是医疗美容引发的
安全事件也引发了社会各业界的
诸多担忧。因此，规范健康美容
行业的发展，已成为政府部门的
关注点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诉

求，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文化发
展中心主办的“国家健康美容网”
就是在此背景下上线的。

据介绍，国家健康美容网以
“构筑健康美业大环境 塑造行业
健康秩序”为己任，以“为人民群
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为
宗旨。上线后，国家健康美容网将
在政策法规宣传、科普信息传播、
促进健康美容行业健康发展等方面
为行业提供技术支持，并且发挥咨
询服务等作用。此外，国家健康美
容网还将致力于成为国内权威的健
康美容科普信息新媒体之一，努力
成为国内优质的健康美容行业品牌
服务商及云平台服务商、国内专业
的健康美业全息产业动态云大数据
平台，以及国内全面的健康美业多
元化整合平台。

（韩毅）

国家健康美容网正式上线

本报讯（记者 陈晶）喝反
复烧开的水致癌、用“抗幽”牙
膏能杀死幽门螺杆菌、不添加食
品添加剂的食品才更安全……你
是不是经常在网络上看到这些所
谓的“健康知识”“ 养 生 窍
门”？其实它们都是谣言。3月
16日，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
工作委员会、中国家庭报社、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健康文化
推 广 平 台 和 果 壳 共 同 举 办

“315+E”云打假 2022 健康科
普晚会，通过探讨“健康”这
个值得全民关注的话题，消除
潜藏的谣言和假象。

根据热度指数、危害指数、
迷惑指数，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
平台、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
作委员会、中国家庭报社、腾讯
新闻较真平台在晚会上联合发布
了2021年度十大健康谣言，其
中包括：奥密克戎能躲避新冠测
试、感染的人检测不出来；戴口
罩前必须甩一甩，否则口罩上的
残留物会致癌；血管堵塞 20%
没感觉，40%容易累，50%血压

高等。
晚会集结了多位权威院士、学

科主委、传播大咖，专家们用硬核
科普迎战无知谣言，小剧场、圆桌
派、脱口秀等新颖形式让健康知识
轻松易懂、深入人心，为网友们献
上了一场健康知识的科学盛宴。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
宏教授，特意为晚会录制了最新的
抗疫科普视频。他指出，疫情防控
中遇到的一些阻力常来自谣言，有
人认为新冠疫苗对疫情防控意义
不大，从而造成一些地区老年人
和高风险人群的疫苗覆盖率不
高，一旦出现大面积疫情蔓延，
这个群体病死率会很高。现在，
我们面临着新一轮变异株带来的
巨大防控压力，面对着未来实现
社会面动态清零之后，进一步建
立整体全民免疫屏障，建立坚实
的医疗储备的实际问题。他希望
大家坚定信心、依靠科学，赢得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同
时，他还强调了健康科普的重要
性，公众要擦亮眼睛，让健康的
生活永远跟着我们。

第三届“315+E”2022健康科普云上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