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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晶）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国家罕见病医
学中心设置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标准指出，国家罕见病医学中心依
托罕见病诊治水平突出的三级甲等综合
医院，应当满足以下基本条件：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具备产前诊断技术资质，能够
提供遗传咨询服务；省级及以上罕见病
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依托单位；常态化开
展罕见病多学科诊疗（MDT）工作，门诊
常规运行的罕见病相关MDT团队≥15
个；医院依法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
案，近3年（以伦理审查时间为准），参与
罕见病新药临床试验≥30项，其中作为
组长单位或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国内
牵头单位开展的项目≥10项。

标准明确，国家罕见病医学中心

应当具备齐全的临床科室和医技科室，
建立完备的罕见病多学科协作诊疗体
系，掌握罕见病预防、诊断、治疗的各项
关键技术，提供从胎儿、儿童到成人的全
生命周期罕见病诊疗服务。

同时，标准提出，符合条件的医院应
高度重视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培训工
作，具有完整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教学能力与硬件设施能满足教学需求。
能够承担院校医学教育、毕业后医学教
育和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引领我国罕见
病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具备引领罕见
病临床和基础研究的领军人才，承担国
家级科研项目，牵头罕见病领域国内外
多中心临床研究，取得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科研成果，在罕见病临床研究体系建
设中发挥示范作用。

国家卫健委印发国家罕见病医学中心设置标准

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新冠感染）可导致较长时间的症
状和健康问题，影响患者的工作和
日常生活，应加以注意，重视康
复。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发布了新冠
感染自我康复指导手册 （第二
版），强调了保存体力和疲劳管理
的内容。

新冠感染属于中医“疫”病范
畴，病因为感受“疫戾”之气，核
心病机为“疫毒外侵”、“损伤正
气”。根据临床观察和人群调查，
新冠感染者康复期人群目前存在以
下主要症状和健康问题：乏力迷
糊、低烧久烧、久咳不愈、恶心无
食欲、肌肉关节疼痛、胸闷气短、
音哑无味、焦虑失眠等。为了利于
新冠感染后促进康复，提出如下注
意事项及建议，供读者参考。

▶▶▶高龄老人乏力迷糊，需
持续监测血氧饱和度

高龄老人身体机能、免疫能力
已经下降，很多人有心脑血管疾病
或呼吸道疾病、肿瘤等重大慢病，
感染新冠病毒后往往体温不是太
高，发热也不高，咳嗽也不是太
重，服药 3-5 天后症状有所缓
解，但就是觉得乏力，有点犯迷
糊，往往没有引起患者本人及家人
的重视。这样的症状可能持续很长
时间，患者血氧饱和度降低至
90%以下甚至很低，呈现静默型轻
症状表现，大约有15%左右的病
人发展成重症，故早期识别患者的
低氧血症情况非常重要。建议采用
氧饱夹（指夹式血氧检测仪）进行
监测、及时发现沉默性低氧血症高
龄患者，赢得就诊、救治的最佳时
机，降低救治难度及病死率。

▶▶▶低烧久烧不退，需要及
时就医

新冠感染患者发烧一般在37.3
摄氏度到 38.6摄氏度之间，严重
时会高于39摄氏度，发烧程度因
人而异。如果不是特别难受、发烧
在38.5摄氏度以下，建议先别急
着吃退烧药，更不要多次反复服用
退烧药。发烧反反复复，病情迁
延，往往出现肺炎等多种并发症。
但儿童发热要及时就医，预防惊厥
发生，发热时不能捂着，穿宽松的
薄衣服以利于散热，高烧可以服用
中药羚羊角胶囊预防惊厥。

新冠感染转阴后持续、迁延的
低烧常见两种情况，一种是病程都
以低烧为主，伴有乏力、咳嗽、肌
肉酸痛等症状，另一种则是高热
减退后的低烧。低烧，症状不
重，患者往往不重视，认为扛一
扛，再坚持坚持就会缓解，实际
上病情有可能在悄悄发展，进而
出现肺炎等情况，耽误了病情，
原则上发热不管是低烧还是高烧
超过 5天未缓解的，需要及时就
医，建议到医院进行肺部CT检查
和血常规检查。

▶▶▶久咳不愈，需辨证选用
止咳药

新冠感染引起的咳嗽初期多以
干咳、咽痒咳嗽为主，几天后部分
患者会咳痰，痰少质黏不易咯出，

也有部分患者活动后咳嗽。对于
以咳嗽黏痰为主的患者，建议选
用中药的化痰止咳类药物，如通
用的化痰止咳药有复方甘草片，
中医类化痰止咳药物，宜辨证选
用咯黄痰、浊痰属肺热的，应选
用橘红止咳丸（口服液），痰难咯
出时，可加服复方鲜竹沥液；咯
白黏痰属风寒的，可以服用通宣
理肺丸 （口服液）；选用中药汤
剂的复方治疗，在兼顾整体辨证
的基础之上进行处方，更为贴切
病情。

▶▶▶恶心无食欲时，应保持
健康的饮食习惯

新冠感染可伴有食欲下降、腹
胀、腹泻、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
状，部分患者持续较长时间，甚至
还伴有一定程度的味觉丧失。主要
有两个原因：一是消化道及肝脏也
有新冠病毒的靶点，感染后就会出
现相应症状。二是服用的解热镇痛
药（退烧药），大多有胃肠道的不
良反应，大剂量的苦寒清热中药也
容易伤及脾胃功能。大多数情况
下，不需要特殊治疗，放松心情，
保持新鲜、优质易消化的清淡饮
食、有节律用餐，可自行缓解。自
我保健，可以服用健胃消食片（口
服液）、香砂平胃颗粒、香砂六君
丸等中成药，按摩或艾灸足三里等
穴位，也可以使用双歧杆菌三联活
菌胶囊、乳酸菌素片等益生菌制
剂。

▶▶▶肌肉关节疼痛与咽痛，
可内外治结合

新冠感染的恢复过程中，会出
现骨关节疼痛、肌肉酸痛、咽痛等
疼痛表现，主要原因包括病毒刺
激、乳酸沉积、炎症反应等。头
颈、周身肌肉酸痛，可在医师指导
下适量服用缓释类解热镇痛制剂或
辨证使用中成药；对于头身肌肉疼
痛，热敷、按摩、刮痧等中医外治

疗法具有很好的疗效；对于咽痛音
哑持续未愈，可以服用冬凌草片、
金莲花片等中成药，也可以采用
金银花、菊花、胖大海、陈皮泡
饮代茶。

▶▶▶胸闷气短者，调好作息
很重要

新冠感染康复阶段，部分患者
出现心慌、心悸的症状，此时建议
多休息，调节生活作息、保持充足
睡眠最为重要，同时应该加强自身
营养，多摄入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
的食物，提高机体抗病能力。若心
悸症状明显，每分钟搏动持续超过
100次、小于60次，或出现不规
律搏动，需警惕病毒性心肌炎的发
生，建议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以
免误诊漏诊。

▶▶▶音哑无味者，不必过度
担心

通常情况下新冠感染后嗓子
哑可能是病毒感染引起的，也不排
除是咽炎、支气管炎等原因引起
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因选择针对
性的治疗。建议补充足够水分，少
量多次饮水，以尽量保持咽喉部湿
润。如果出现咽喉部或鼻咽部脓性
分泌物，考虑可能出现合并细菌感
染，建议在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
抗生素抗感染治疗。

新冠病毒可侵袭患者的嗅觉味
觉组织，让患者产生机体免疫反
应，免疫因子会改变患者嗅觉味觉
组织的神经元活性，让患者失去嗅
觉味觉或者下降。如果出现嗅觉或
味觉下降，建议每天刷牙两次，确
保口腔卫生。同时进行嗅觉训练，
包括每天闻柠檬、玫瑰、丁香，一
天两次，每次20秒。试着在食物
中添加香草和香料，比如柠檬汁和
新鲜的香草。一般来说患者在新冠
病毒消灭后，身体会逐渐恢复，机
体免疫反应也会慢慢消失，嗅觉味
觉会恢复，所以不必过度担心。

▶▶▶加强营养，注意休息，
新冠康复的两大法宝

关于加强营养，不是让患友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也不是所
谓的每天喝粥的“清淡饮食”，对
此需要因人而异。新冠感染进入
恢复期需要营养均衡，个体摄入
必须的能量和营养素，即维持正
常免疫功能所需的蛋白质、脂
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
质、膳食纤维等。适量的碳水化
合物可以给机体提供能量，提高
蛋白质的利用率，如大米、小
米、紫米等。一碗热腾腾的杂粮
粥能提供较好的膳食纤维、B族
维生素及矿物质。根据个人的食
欲情况及饮食习惯，可以进食鸡
鱼肉蛋以增加营养，只是应以汤
类、蒸煮为主，而不宜油煎油
炸，也不建议大口喝酒。

刚感染过的人还处在一个康复
过程中，身体相对比较虚弱，正气
尚未完全恢复，应注意休养。若劳
累或过度运动，消耗正气，则会出
现乏力、疲倦等症状，特别是洗澡
后大汗淋漓、复以受寒，也有病情
反复的情况。应当在一到两周的恢
复期内“悠着点”，避免剧烈运
动、熬夜和劳累。

▶▶▶发挥中医食补、药补的
优势，促进康复

中医的“治未病”理念得到业
界与百姓的认同，它包含三层意
思：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
复。其中，“瘥后防复”是指疾病
初愈，正气尚虚，机体功能还没有
完全恢复之时，做好疾病后期的治
疗与调理，巩固疗效，注意调摄，
以防止疾病复发。

民间有云“药补不如食补，食
补不如气补”，是指药物补养不如
食物补养，食物补养不如气血补
养，前者“食物补养”是指合理
饮食营养和药膳调理的重要作
用，后者“气血补养”乃谓调养
心神、补养气血，练好内家功夫
的重要性。就新冠感染恢复期的
促进康复，我给患友们准备了两
个药膳的方子：

其一，补气健脾饮。用于乏
力、倦怠，同时舌苔较重 （腻）、
舌质淡或淡胖，口淡不渴、食欲差
或不旺而餐后饱胀的气虚夹湿之
人。方子组成：生晒参15克，潞
党参20克，淮山药30克，广陈皮
15克，春砂仁 10克，炒谷芽 30
克，鲜生姜10克，大枣15克。

其二，气阴两补饮。用于乏
力、倦怠，同时舌苔不多、口干咽
干、食欲不旺的气阴两虚之人。方
子组成：西洋参15克，麦门冬15
克，炙百合 30 克，枸杞子 30
克，佛手片15克，炒山楂15克。
两个方子，都为 5-7 天的用量，
加入乌鸡或柴鸡 1 只 （去内脏）
中，煲汤，早晚餐或三餐时各饮1
小碗。另外，对于症状较重较
多、长时间未能恢复者，可找中
医院专家配置中药膏方进行系统
调理。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中医科学院副院长）

新冠感染康复攻略
唐旭东

2023 年到了，依然有很多医学
界的同道们奋战在抗疫一线，向他们
致敬！感佩大家高尚的职业精神，感
念大家艰辛的付出！祈愿医者无恙，
患者康复！

2020年、2021年、2022年，抗
疫是连续三年的年度主题。2023
年，我们在终历大疫之后，期待浴火
重生。

大疫引发痛楚，痛楚激发思考。
思考出大智，大智结善果。三年的经
历促使我们深刻思考医学卫生健康事
业的意义与重要性。我们愈发认识
到，作为照护人类健康与生命这一终
极利益的医学卫生健康事业，关乎国
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关乎经济社会发

展，关乎社会文明水平，关乎人民终
极福祉。二十一世纪的前 20 年中，
SARS、禽流感、新型 H1N1 大流感、
MERS、新冠等疫情已反复提示、警
示我们医学、卫生、健康之极致重
要，我们不可以不觉悟，不可以不改
变，不可以视而不见，不可以思而不
悟，不可以境过即忘。不仅是呼吸道
传染病，不仅是传染病，不仅是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不仅是疾病，医学正
在经历以疾病为原点向以健康为原点
的现代转型，健康已经成为人、人类
的终极利益与追求，其四大内涵与维
度——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
康、环境健康，应当成为万学、万
策、万行、全社会、全人类共同的追

求与发力方向。
应当看到，健康已成为建成小康

社会、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当今民生
民需与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
与目的。可以预期，人类社会在经历
以各种发展生产力的活动作为主要社
会形态之后，必将转为以人、人类的
健康为目的的新的社会形态——健业
社会。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健康
成为主要民需和市场，健康事业及其
主要发端——医学卫生事业成为主旨
主干社会事业，支撑健康事业的健康
产业成为主流产业与经济增长的主要
动力，健康产品与消费在GDP中占比
显著升高。

医学为学，卫生为行，健康为

果。医学界当仁不让地要成为发展医
学卫生健康事业的思想源、动力源、
主力军。同时，医学界也必须意识
到，医学卫生健康事业是全社会、全
民、全人类的事业，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及健康大同
（One Health）的理念要成为业界、社
会、全球共同的理念与指导思想。医学
界必须承担起动员、协同社会各界，共
同追求、实现健康的使命与责任。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值此2023
年伊始，让我们共同思考、领悟、
行动。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
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
校长）

健业社会或为未来社会形态
王辰

“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
迹。”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的新
年贺词中指出：“只要有愚公移山
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
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
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
实。”这一讲话激励人心，为我们
广大中医药人 2023 年迈向新征
程，实现更大发展注入强大的信心
和动力。

刚刚迈入的 2023 年，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和医务工作
者，我深感责任重大。今年，我将以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为先，学深悟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
论述，把中医药工作放到国家和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同时
不忘本职工作，聚焦中医药治疗慢性
病的疗效提升、优势疾病谱的拓展、
作用机制的深入阐释等。让中医药成
为人民群众健康的守护神，未病先
防、有病即治、速病速治，为加快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以奋进拼搏开辟未来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 吴焕淦

我们举杯，我们欢腾！在“家
门口”的冬奥场上，我们送别了
2022 年，这一党和国家发展史上
极为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大的成
功召开，为我们的新征程竖起了明
确的风向标。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
程。2023 年，让我们一起——齐
众心、汇众力、聚众智，奋勇奔赴
开新局！

让我们全面学习贯彻中共二十

大精神，稳中向上，健康发展，努力
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汇聚
中华儿女的力量与智慧！

在国旗和党徽的感召下，我们有
力量和信心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
任务，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
定良好基础！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让我们时刻保持斗争精神，积极
迎接挑战，共同奔赴美好而又伟大的
中国梦！

齐众心、汇众力、聚众智，奋勇奔赴开新局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放射科主任 陈敏

本报讯（记者 陈晶）在近日举办
的第三届东方消化内镜学术大会上，
国家级消化健康综合指数体系《中国
消化健康指数（2022）》（以下简称《指
数》）正式发布。该《指数》聚焦10大
消化系统常见疾病，涵盖4个维度，优
选46个指标，全面评估中国大陆31
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消化健康
状况及防控措施。

作为中国消化健康指数项目倡议
人之一的全国政协委员、海军军医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兆申院
士表示，发布消化健康指数可以进一步
提升中国消化系统疾病防控能力，助力
提高我国消化疾病的整体治疗水平。

“中国消化健康指数为政府提供
了一个可以全面了解我国消化系统健
康状况的指标，找到消化系统疾病防
控的发力点，可进一步深化全国消化

健康防治意识，指导消化健康防治工
作。”参与此项目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脉
耕教授表示。

据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
海长海医院）王洛伟教授介绍，指数制定
依据现有的国家级数据库，邀请消化专
业领域的专家、公卫专家、流行病学专
家，以及卫生政策专家组成项目组，通过
系统检索国内、外消化疾病相关流行病
学相关研究、评估指数，整理现有数据并
建立相关模型，纳入46个指标，再通过
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调研，确认每项指标
的权重。作为国家级消化健康综合指数
体系，指数体系构建的难度与创新并
存。建立一个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的能够反映我国人群消化健康的综合指
数，需要政府、疾控、临床机构、社会力量
共同协作。

中 国 消 化 健 康 指 数 发 布

本报讯（记者 刘喜梅）世界中医
药学会联合会浮针专业委员会2022
年会日前举办。会上，《浮针治疗新冠
病毒感染相关症状专家共识（第一
版）》重磅发布。

参与共识发布的专家包括：世界
中联浮针专委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大
学浮针研究所所长符仲华教授，世界
中联浮针专委会副会长、广州中医药
大学博士生导师孙健教授，广东省第
二中医院主任医师贺青涛，世界中联
浮针专委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医院副
主任医师孙玉芝，世界中联浮针专委
会学术部甘秀伦博士，山东省聊城市
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焦春杰，江苏省
扬州市中医院主治医师高友玲，以及
欧洲浮针医学会会长吴继东、加拿大
浮针医学会会长吴笛、台湾浮针医学
会会长周立伟等。

共识指出，浮针可以针对新冠病
毒感染后出现的相关症状进行治疗，
其中包括：头痛头昏、鼻塞、咽痛、嗅觉
味觉减退、咳嗽、胸骨痛、消化系统症
状（纳差、腹胀、腹痛、腹泻、便秘、排气

增多）、月经紊乱、躯体疼痛（颈肩痛、腰
背痛、下肢痛）、全身症状（畏寒、乏力、多
汗）等。

共识要求，浮针治疗需要在患者生
命体征稳定、体温正常（≤37.2℃）的情
况下进行。治疗时须排除新冠病毒感染
重症患者及合并重大基础疾病、生命体
征不稳定的患者，包括呼吸困难、紫绀，
呼吸频率＞30次/分，血氧饱和度小于
95%，需要辅助呼吸，心率持续大于100
次/分等的患者，及超高龄老人、孕妇等
患者。存在上述情况的患者需要综合救
治，不得单独使用浮针治疗。

共识提醒，浮针治疗新冠病毒感染
相关症状时，需与其他疾病相鉴别，如长
期反复的咳嗽咳痰，除新冠感染症状外，
也可能是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癌等疾病
的临床症状；患者处于发热阶段时，不推
荐浮针治疗；感染后需注重休息与营养
均衡，补充蛋白与营养，调和气血，避免
剧烈运动导致组织的急性缺血缺氧，导
致心肌炎等危急重症；在患者体能允许
的情况下，推荐患者做气血操等轻度康
复运动。

《浮针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专家共识（第一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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