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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信息

“你们对我的再生之恩，我不知道该怎
么表达感谢。”近日，患者小豪（化名）即将
从江苏省中医院炎症性肠病诊疗中心出
院，他衷心地向医护团队表达自己的感激
之情。这位一年前被确诊为克罗恩病的
年轻人曾心灰意冷、痛苦不堪，突如其来
的疾病让原本体重 140 多斤的他一度暴
瘦至 80 多斤，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甚至
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幸运的是，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求医之
路，小豪终于在江苏省中医院得到了系统
治疗，不仅成功控制住病情，更重拾了对生
活的希望。

2023年，30岁刚出头的小豪突然开始
频繁腹泻，人也迅速消瘦。“我们辗转多家
医院，肛肠科让我们去消化科，消化科让我
们去神经科，但儿子的问题始终没得到解

决，病情也没有得到确诊。”小豪的母亲张女
士回忆。当时，小豪在河北当地医院做了
肛周脓肿切开引流术，但切口不愈合，整个
肛周溃烂，小豪1米83的个子，最瘦的时候
体重只有80多斤，出现严重营养不良的情
况，走路也没有力气，出行只能依靠轮椅。

长达一年多的求医之路更是艰辛。张
女士带着小豪辗转7家医院，在各个医院的
消化科、肛肠科、神经科等轮番就诊，病情却
始终无法确诊。当医生初步怀疑为克罗恩
病时，张女士几近崩溃。“听到儿子得了克罗
恩病，我上网一查，崩溃得坐到了地上。”

“排泄物经常顺着裤腿流，真的无地自
容。”回忆患病初期，小豪仍难掩痛苦，“同
事们都对我避之不及，无数次想过结束自
己的生命。”

转机出现在 2024 年盛夏。经外院介

绍，小豪来到江苏省中医院炎症性肠病诊
疗中心就诊。该中心主任朱维铭介绍：“小
豪患结直肠肛门病变，属于复杂克罗恩病，
目前国际上对克罗恩病也没有太有效的疗
法。”由于长期腹泻导致严重营养不良，医
疗团队首先对小豪行肠内营养治疗，随后
做回肠造口和肛周引流，以保护肛门免受
粪便反复侵袭，加速创口愈合。之后规范
使用生物制剂，逐渐控制住病情。

2024年7月1日，小豪接受了回肠临时
造口手术。术后，小豪的肛周创面愈合良
好，超出了预期。术后两个月，小豪体重增
加了30斤。复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他重
新回到工作岗位，开始了新生活。

今年 4月 16日，小豪再次入院接受第
二阶段的治疗——造口回纳手术。由于小
豪的肛门功能评估结果不理想，如何平衡

患者经肛门排便功能与肛门失禁风险，朱
维铭主任团队与患者及家属反复讨论，决
定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如今手术
已过去一周多，小豪的肛周情况恢复良
好，即将出院。朱维铭表示，后期将综合
运用中医药手段控制肠道炎症，结合饮食
管理和肛门功能锻炼，以有效控制病情，
但长期控制和后期随访是重点。“克罗恩
病是一种伴随终身的免疫性慢性疾病，其
本质是免疫系统紊乱引发的肠道炎症反
应。克罗恩病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以长
期生存，关键在于坚持终身治疗和科学管
理。”朱维铭说。

江苏省中医院肛肠科开展肛周克罗恩
病手术已经近20年，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
验。2023 年 7 月炎症性肠病诊疗中心成
立，打破学科壁垒，整合了肛肠科、脾胃病
科、消化内镜中心、放射科和病理科等多学
科资源，为肛肠疾病患者提供系统化的诊
疗服务。数据显示，中心运行一年多来，已
收治 1200余例疑难炎症性肠病患者，完成
肛周手术 300 余台、腹部复杂手术 200
台。

（孙 茜）

辗转7家医院、曾产生轻生念头的小伙在江苏省中医院接受治疗后，重获新生——

中西医结合为克罗恩病患者重燃希望

各地信息

本报讯 （记者杨 璞）近日，《江苏中
医外治法概览》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
行。该书首次系统梳理了江苏地区中医外
治法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为临床实践
提供权威指导，助力千年外治技艺在新时
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江苏地区中医外治法的发展历经千年
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技术体系与学术脉

络。至清代江苏医家吴师机著《理瀹骈文》
提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的核心思想，
系统阐述膏药等外治法的药理与临床应
用，成为中医外治的里程碑。

中医外治法作为中华医学宝库的重要
组成部分，以针灸、拔罐、刮痧、推拿等多元
技艺闻名于世，其“以外治内”的理念通过
体表刺激调节人体阴阳平衡，激发自愈能

力，兼具疾病治疗与养生保健功效。江苏
孕育了众多独具特色的地方外治技法，此
次编纂工作汇聚省内多家医疗单位相关领
域的专家，旨在系统总结江苏外治经验，推
动技术规范化与科学化。

全书分为“江苏省通用外治法”“江苏
地方特色外治”两大部分，注重实用性与创
新性并重，既保留了传统中医外治法的精

髓，详解操作要点，突出“辨证施治”与“治
未病”思维，又融入了现代医学的最新研究
成果，为中医外治法的科学解释与应用提
供了新视角，助力从业者提升诊疗精准度。

该书由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外治法
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外治法研究中心及南京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联合组织编纂。 编委团
队涵盖外科、内科、妇科等10多个领域。主
创团队表示，该书的出版不仅为从业者提供
实用工具，更希望激发公众对中医外治的关
注，促进技术走进社区、融入健康管理。

据悉，相关机构未来将依托《江苏中医
外治法概览》开展系列培训，加速技术推
广，让简便验廉的中医外治法惠及更多民
众。

《江苏中医外治法概览》出版

千年外治技艺焕发时代新光

本报讯 4 月 26 日，安徽省亳州市蒙
城县第五届庄子养生功大赛开赛，28支队
伍共300多人参加比赛。

比赛分乡镇组、县直组两个组别，旨在
进一步推进庄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传播中医养生文化、体育文化，增
强全民的体育健身意识。据悉，蒙城县已
连续举办 9期庄子养生功培训班、4届庄子
养生功大赛。

庄子养生功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健身
气功管理中心立项，委托上海体育学院编
创，历时 4 年而成的养生功法。该功法根
据庄子吐故纳新、吹嘘呼吸、熊经鸟申等
养生思想创编，整套功法分为“庄子行气
诀”“庄子仿生功”“庄子导引法”，动作优
雅易学、老少皆宜，兼具养生与美学价
值。2022年，庄子养生功入选国家体育总
局、科技部“首批全国优秀体育科普作
品”，2023 年入选“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
目”，目前已被列入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名录。

（马凤新）

安徽蒙城举办第五届
庄子养生功大赛

本报讯 （记者刘 旸 通讯员陈文
科）近日，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辛店乡
卫生院中医日间病房开诊，为基层患者
带来白天精准治疗、夜间居家康复的全
新就医体验。

该院日间病房聚焦中医针灸优势病
种，通过优化诊疗流程、整合医疗资源，实
现“治疗集中化、费用低廉化、照护居家
化”。患者白天在专业医师指导下接受针
灸、推拿、中药熏洗、火罐、艾灸等中医疗
法，结合电针治疗仪、中频脉冲电治疗等
现代设备辅助康复，夜间即可返家休息。

该院中医日间病房的启用，是落实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具体举
措，未来将进一步拓展服务内涵，推动中
医适宜技术向社区、家庭延伸，力争打造

“群众信得过、疗效看得见”的基层中医
药服务品牌。

河南平舆县辛店乡卫生院

启用中医日间病房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
病专科医院是云南省首家三甲中医医院

“院中院”。该院党支部按照“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突出重点，创新发展，模范引
领”的原则，以创建特色一流党支部为契
机，全力实施“五大工程”建设，探索“党
建+”多轮驱动高质量发展模式，促进医
院高质量发展。

党建赋能学科发展
打造中医皮肤科标杆

党建工作的“红色引擎”，为学科建设
注入了强劲动力。走进云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病专科医院，处处可见
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印记：党员名医工作室
里，老一辈专家的学术思想在传承；重点
学科建设中，一个个创新成果在涌现；党
日活动持续推进，形成独具特色的学习矩
阵……

“我院建立了党建业务双学习制度，通
过周四党员固定学习日、周三疑难病例讨
论、周五经典学习等活动，将中医药文化理
念融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诊疗、业务
学习、交班、查房、带教等全程。”该院副主
任医师、云南省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廖成承
介绍，“我们建立了德育有导师制度，以支
部为依托，导师为主体，‘学生为本、德术兼
教’为主题，通过‘入学’‘课题’‘毕业’形成
德育带教品牌。”

“廖老师不仅教我治病，更教我做人。”
谈起自己的导师，研究生张爽感慨万千。
曾经，学业压力让他一度陷入抑郁。导师
廖成承将德育思想教育融入科研指导，通
过一次次谈心、一封封邮件，帮助张爽重拾
信心。如今，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张爽，已成
为师弟师妹们的榜样。

这正是该院创新德育导师制的生动写
照。医院通过“入学引导—课题指导—毕
业辅导”的全过程培养，打造出“德术兼教”
的育人品牌。150 余名研究生、8 名博士
生、7位“新滇英才”名医的成长足迹，见证
着这一模式的丰硕成果。

“以学生为本，以育人为要，这是党建
赋能学科建设的关键。”廖成承说。如今，
这支既有“红心”又有“仁术”的团队，在皮
肤病防治领域书写着新时代的杏林佳话。

党建业务双融双促
提升医疗服务效能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诊室的窗
户，照在杨雪松身上时，她已经开启一天的
工作。作为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皮肤病专科医院党支部书记，杨雪松每天
都会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在党员学习笔
记上写下当天的工作计划。

今年 2月，51岁的天疱疮患者杨女士
艰来到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
肤病专科医院就医。刚到医院时，杨女士

满身水疱、红斑，甚至出现了局部糜烂的
症状，剧烈的疼痛导致她四肢活动都受到
了限制，就连张口说话都十分困难，眼里
满是绝望。

见到杨女士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杨
雪松立即召集党员医疗团队开会，为患
者制订治疗方案，投入临床工作中。一
周后杨女士渗液减少，三周后创面愈合
80%。出院时杨女士说：“本以为这辈
子 只 能 被人嫌弃，没想到还能恢复健
康。”

“一手抓党建，一手抓业务，促进‘党建
促业务，业务促发展’的良性循环。”杨雪松
说，“我们始终坚持‘党建业务双融合、双促
进’的工作思路，通过‘党建促业务，业务强
党建’的良性互动，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医院扎实推进党建与一流专科建设协同发
展，全力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充分发挥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在临床一线，党员医护
带头亮身份、践承诺，以“一个党员一面旗”
的示范效应，带动全院职工提升医疗服务
水平。

“皮肤病专科医院虽然床位只有 50
张，但年出院人次已经超过 1300 人。”杨
雪松表示，“随着党建工作加强，我院业
务量逐年提升。”如今，医院年门诊量超
13 万人次，并开设无假日门诊和 20 多
种中医药特色治疗项目，门诊量连续多
年 居 全 院 第 一 ，患 者 满 意 度 测 评 达
99.9%。

党建引领特色诊疗
挖掘少数民族医药优势

“湿热火毒、脾虚血燥是困扰云南皮肤
病患者的主要病因。”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皮肤病专科医院院长叶建州表
示。基于云南独特的气候特点和患者体质
特征，叶建州创新性地将传统中医理论与
少数民族医药智慧相融合，构建了一套独
具特色的皮肤病诊疗体系。该体系以“内
外同治、针药结合”为核心，注重经方时方的
灵活运用，强调清热除湿、凉血解毒、养血润
肤的治疗原则，在临床上取得显著成效。

该院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少数
民族医药特色与现代医疗技术有机结合。
医院系统整理名老中医经验，深入挖掘傣
医、彝医等少数民族医药精华，创新性地将
滇重楼、云茯苓、水蛭等特色药材应用于银
屑病、特应性皮炎等疑难皮肤病的治疗，在
临床与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今年2月，该院新开设特应性皮炎（湿
疹）、带状疱疹、疤痕、白癜风及黄褐斑专病
门诊，不仅提供精准诊疗服务，更创新性地
将火针疗法、刺络拔罐疗法等传统疗法纳
入治疗方案，为患者提供全程健康管理服
务，有效提升了疑难皮肤病的治疗效果。

“未来，医院将继续秉承‘医者仁心仁
术、医者父母心’的初心一直走下去，传承
中医使命，传播仁心仁术。”叶建州说。

党建“红心”引领医者仁心
实习记者 李泓瑾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病专科医院探索“党建+”多轮驱动高
质量发展模式——

4月25日是世
界防治疟疾日。当
天，浙江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的留学生
们在宁波国医堂的
组织下，参观鹿鸣
百草园、莲桥第国
医堂及屠呦呦旧居
陈列馆，解锁青蒿

“密码”，学习疟疾
防控知识，近距离
了解和体验中医药
文化。

图为在宁波鹿
鸣百草园内，留学
生们在专家的指导
下认识植物青蒿，
了解其生长习性和
药用价值。

张 明摄

本报讯 （通讯员南 丽）4 月 25 日
晚，甘肃省通渭县中医医院首届中医药
文化夜市在通渭县文化广场火热开市。

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驻足，体质辨
识、中药茶饮、中医特色疗法体验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中医药
魅力。通渭县中医医院未来将继续开展
此类活动，让“家门口的中医药服务”触
手可及。

甘肃通渭县中医医院

中医药文化夜市开市

本报讯 （通讯员文建强 杨发文）近
日，甘肃武威市召开第二季度特色医药产
业链推进会，

会议指出，特色医药产业链作为武威
市委、市政府精心确定的9条重点产业链之
一，是全市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要着力
推动全市特色医药产业链向高端化、集群
化、品牌化的方向迈进，不断提升产业的核
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

会议强调，要聚焦产业发展中的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靶向发力，特别是要紧盯
中药材种植环节，确保药材的品质和产量；
注重品牌打造，提升武威特色医药的市场
知名度和美誉度；加大产品研发力度，推出
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加快推进
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强
化招商引资工作，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
目落地武威；同时，积极探索“重离子+”产
业发展新模式，为特色医药产业注入新的
科技活力。

甘肃武威召开特色医
药产业链推进会

本报讯 （通讯员龚 伟）4月 22日，十
堰市中医养生功法大赛总决赛在湖北省
十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举行。来自全市
医疗机构的 13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展开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养生功法竞技交
流。

经过激烈的角逐，十堰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脱颖而出，荣获大赛一等奖，十堰市人
民医院、十堰市中医医院荣获二等奖，国药
东风总医院、竹山县中医医院、竹溪县中医
医院荣获三等奖。

中医养生功法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
智慧的结晶。十堰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严
彬表示，此次养生功法大赛不仅是一次技
艺的比拼，更是一场中医文化的传承。通
过搭建比赛平台，一是希望参赛单位能以
赛为媒，激发对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热情
及对传统技法的深入钻研，共同推动中医
养生文化的守正创新，二是期待通过大赛，
将养生知识普及到社区、家庭，让更多人受
益于中医养生方法，助力“健康中国战略”
落地生根。

据悉，本次大赛由十堰市卫健委主办，
十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承办。

湖北十堰举办中医养
生功法大赛总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