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全国中医药养生
产业发展论坛将举办

科技日报讯 （小文）第二届全国

中医药养生产业发展论坛将于 2015

年 3 月在京举行。本届论坛以“植根

中医，助推中医药养生产业提升”为宗

旨，以“融合、变革、创新、共筑养生中

国梦”为主题，由学术大会、主论坛、技

术分论坛、项目推介会、展示洽谈会五

部分组成。

论坛致力于为中医药养生产业的

学术研究、信息咨询、教育培训、产品

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投融资合作

等多方面提供一个交流、展示、服务的

平台。

该论坛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

中医药学会主办，藏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承办。

10
新闻热线：010—58884119
E-mail：lsx1lsx2@126.com

■责编 罗朝淑 2015 年 1 月 8 日 星期四
业界新闻 YE JIE XIN WEN

■中医视窗

本版与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合办

■行业播报

■一周视点■治疗手册

□ 本报记者 吴红月

■保健产业新观察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医基础研究所与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

院、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签署“基

础—临床院所协同创新行动”合作协议，并

为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国中医科

学研究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第一附属医

院”、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转化医学中心”

揭牌。据悉，这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

理论研究所探索中医基础理论协同创新发

展模式的一项重大举措。

作为目前唯一一个专门从事中医基础

理论研究的国家级科研所，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一直以继承与创新结

合、理论探索联系临床实际、基础研究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为基本方针，不断探索基于临

床的中医理论创新研究、中医理论框架与内

涵研究以及中医理论在重大疾病临床防治

中的应用研究。2014年初，中医基础理论研

究所率先提出“基础—临床院所协同创新行

动”。此行动旨在通过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院

所与临床研究资源的系统整合，共同瞄准中

医药学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有效结合基

础理论研究、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实现优

势互补、协同创新，深化科学建设内涵，促进

中医药学的集成和创新，不断探索中医基础

理论学术创新驱动的发展之路。

与北京市两家具有 70 多年历史的中西

医结合医院进行基础—临床双向转化路径

的合作具有探索性，但合作后该做些什么？

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屠志刚局长认为，

一家中医院的学术之魂是什么，服务理念是

什么，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值得研究。目前

各级医院都应该找寻具有中国模式和特色

的中医药服务的内涵。他说：“北京市正待

进入医改深入期和健康服务业的拓展期，中

国中医科学院与北京市区级医院的合作是

一次接地气的行动，双方应该从战略角度出

发，借助彼此的优势，共享资源，以‘三新’模

式，即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机制，尝试研究出

对中医药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的应用方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张伯礼表示，中国中医科学院一直以改革为中

心，通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

国家级中医药大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标准中心

建立等等。他指出，在中国，为全社会提供的

大众医疗服务模式离不开中西医结合，而中西

医结合就离不开中医药。有些中医院也去比

拼仪器设备，那与西医医院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中西医结合的服务“三新”模式到

底应该具有什么内涵和形式？中国中医药

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曾指出，中医医疗机构要

努力探索建立融医疗、预防、保健、养生、康

复于一体、全链条的医院发展模式。张伯礼

认为，此次战略合作首先应该将中医药的服

务模式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其次，区级中医

院如何进行错位发展，与大型三甲医院和社

区医院的差别在哪里；其三，找寻中医院未

来发展的导向和灵魂。张伯礼还特别强调，

中国中医科学院全力支持这项合作，中医基

础理论研究所与北京市两家区级医院应该

把获得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脚踏实地的做

事，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一世界性医

疗难题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所

为临床与基础研究双向转化寻路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颖）“脑卒中改变

着患者的生活，以及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

沉重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

内科武剑主任表示，鉴于超过 76%的卒中

为首次发作，因此，有效的预防措施乃是降

低卒中负担的最佳方式。

我国脑卒中发病率每年上升 8.7%，从

全球范围来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呈现出

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病死率、高复发率、

并发症多，即“四高一多”的特点。脑卒中

改变着患者的生活，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

沉重的负担。

“脑动脉粥样硬化可分为颅内动脉

粥样硬化和颅外动脉粥样硬化，是全球

范围内脑卒中的重要病因，在中国和亚

洲人群中尤为突出。”武剑介绍说，在中

国 ，33% —50% 的 脑 卒 中 和 短 暂 性 脑 缺

血 发 作 存 在 症 状 性 颅 内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性狭窄。

目前研究表明，脂代谢异常、高血压、

糖尿病、吸烟等多种危险因素均可促进动

脉粥样硬化的形成，而对上述危险因素的

综合防控可明显降低脑卒中的发病率。因

此，对脑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识别，对脑动

脉粥样硬化风险人群的筛查以及评估诊断

标准的建立乃是卒中一级预防的重要手

段，进而有利于减低国人脑卒中的发病率

及减轻卒中负担。

为了在北京市范围内建立脑动脉粥

样硬化的早期识别体系，对脑动脉粥样

硬化性脑卒中高危人群进行合理有效的

筛查，规范脑动脉粥样硬化的评估诊断

标准，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建议，北

京市脑卒中诊疗质量控制与改进中心执

行，北京市脑卒中质量控制与改进中心

执行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

内科武剑主任召集团队成员及多家医疗

机构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制定了

《脑动脉粥样硬化筛查与诊断规范（2014

版）》（以下简称规范 2014 版），分为北京

市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及体检机构)适用

和北京市综合医院（二级及三级医疗机

构）适用。

记者了解到，规范 2014 版不仅提出

了 适 合 不 同 层 级 医 疗 机 构 的 脑 动 脉 粥

样硬化的筛查策略及筛查方法，而且首

次 提 出 脑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的 评 估 诊 断 标

准 和 脑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性 脑 卒 中 的 风 险

分层原则。

“ 目 前 ，我 国 脑 卒 中 防 控 形 势 仍 较

为严峻，脑卒中的一级预防和综合防治

仍需加强。”武剑认为，规范脑动脉粥样

硬 化 的 筛 查 与 诊 断 有 助 于 动 脉 粥 样 硬

化性脑卒中的风险预警，将脑卒中防控

战略前移。由治疗疾病转向预防保健，

在“治已病”的同时，重视“治欲病”“治

未病”。

武剑强调，推动脑动脉粥样硬化的筛

查技术，有利于风险人群的识别和健康教

育，规范脑动脉粥样硬化的评估与诊断标

准，可提高各层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对脑

动脉粥样硬化的识别水平，在不同层级医

疗机构间实现了检查、评估、诊断、治疗的

序贯性，有效地构建了连接桥梁，对北京市

范围内脑卒中的一级预防起到相当的推动

作用。

风险分层原则将卒中预防战略前移

壳聚糖正在成为保健品原材料的一个

新的亮点，不仅引导了功能性食品的研制与

开发，成为“食品研究的新潮流”，在功能性

服装、饰品、家居等生活用品的消费上，也正

在成为健康时尚消费的主流。 在 2014 年

12 月 26 日于湖北汉川召开的“汉臣施美·
2015 保健功能纺织品年会暨新品上市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保健协会副秘书长周邦勇

称，由于壳聚糖纤维具有独特的生物学特

性，以其为来源生产的保健功纺面料具有广

阔的市场应用空间，未来发展将不可限量。

壳聚糖是由甲壳素经脱乙酰化后得到

的一种生物高分子物质，甲壳素主要来源于

虾壳和蟹壳，是目前自然界中发现的唯一、

碱性、带正电荷的天然多糖有机物，一种可

再生的自然资源，可以自然降解，对环境不

会造成污染，甲壳素经过脱乙酰处理即可得

到壳聚糖。壳聚糖纤维以壳聚糖为主要原

料，在适当的溶剂中将其溶解，配制成一定

浓度的胶体纺丝液，再经喷丝、凝固成形、拉

伸等工艺，制备成壳聚糖纤维。

青岛大学教授陈绍娟介绍说，壳聚糖来

自于自然界，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无毒

性，同时，壳聚糖可被人体内的酶如溶菌酶

等水解成相应的氨基葡萄糖，被人体吸收，

所以具有很好的生物降解性。在农业领域、

化妆行业、环保行业、保健行业、食品行业、

纺织行业 、医学领域及其他方面均有广泛

应用。

尽管壳聚糖纤维具有良好的抗菌性，但

是其强力较低、价格较高，不适宜大量加

入。如何将一定量的纤维均匀地加大无纺

布中始终是一个技术难题。对此，海南立天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小辉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他们所研发并即将上市的丽施美尔系

列壳聚糖无纺布，以其特有的技术将适量的

壳聚糖纤维均匀地加入到无纺布中，使之既

具有良好的抗菌性，又做到了轻、薄、透，目

前，汉臣施美保健功能纺织品的产品经过对

壳聚糖的科研开发，在面膜、尿不湿、卫生巾

和护垫、电磁屏蔽孕妇装、婴童装、纱巾等体

表抗菌内衣服饰以及医疗卫生方面都有相

关的应用。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国各大面膜厂商

争相采用日本和美国公司生产的蚕丝面膜

纸，导致市场供不应求，厂方借此不断抬高

原材料价格。丽施美尔系列无纺布的诞生，

将打破这一市场垄断，为中国面膜企业无限

量供应最优质的面膜基布。

数据显示，2009年保健功能纺织品行业

产值约为 321.5 亿元，且每年以 20%速度递

增，预计到 2015 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000

亿元。而且功能性纺织品的发展呈现出以

下趋势，即纤维原料的多元高技术及特种纤

维的应用化与功能化、纤维结构和性能的复

合化、纺织品多重性功能的复合化。

新技术带来的新产品为市场做大蛋糕，

提升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将起到积极作用，

谁掌握了保健新材料的技术核心，谁就占据

了保健产业及市场的主导权。

专业人士指出，根据健康及功能需求，

对纺织品的性能进行纤维的分子结构、材料

搭配和截面形态的设计，可强化纺织品的功

能性。如今，单一功能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

市场需求，多种功能的复合化、新特化及高

仿真系列产品成为将来功能性产品的开发

重点；利用新一代的高技术纤维，包括温度

变色纤维、光变色纤维、香味纤维、保温蓄热

纤维、高吸水、抗静电、低熔点、导电导湿、防

水透气等功能纤维，开发具有特定功能的纺

织品，利用生物技术开发出更多新功能性纺

织材料，如蜘蛛丝蛋白纤维、桑叶蛋白纤维

等等。而丽施美尔纤维的诞生有望彻底解

决具有天然抗菌功效的壳聚糖在各个领域

的应用难题，对保健功纺新材料的运用是一

次新的技术革命，丽施美尔将成为壳聚糖这

一原材料在保健功能纺织品市场的引领者。

据悉，作为湖北汉川籍企业家，刘小辉

希望为家乡的发展建设尽一分力。为此，他

拟在汉川投资设立生产基地，专门生产保健

功能纺织品原材料——丽施美尔纤维。目

前一期 200亩地正在规划筹建中。

壳聚糖成保健功纺原料市场新宠
□ 本报记者 吴红月

当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当许下的愿景

还在飘荡，当申城的霓虹正闪着五彩的光

芒，热闹非凡的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却上演

了一场悲剧：36 个鲜活而充满希望的生命

瞬间殒逝，他们的生命永远凝固在 2014 年

12月 31日 23时 35分。

踩踏事件的发生，其实很多要素应该归

于观念问题，源自人们对危险的估计不足。

踩踏悲剧的背后，恰恰是公民秩序意识和安

全意识的缺失。

先说公民秩序意识。为什么国人过斑马

线看的不是红绿灯，而是看凑够了多少人能

不能逼停行驶车辆，所谓人多力量大，法不责

众。为什么欧美人士在自己国家都有良好的

交规遵守行为，到了咱们国家就变成了入乡

随俗。又为什么到了奥运会，由上而下的国

家意志主导下，一切又变得井然有序了。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礼仪之

邦曾经有过路不拾遗的传统。这说明我们

的祖宗曾经是很讲规则的，很有秩序意识

的。今天，秩序意识的缺失，源于我们的日

常生活中，守规矩、讲秩序的人吃亏，甚至被

嘲笑，而那些遵守潜规则的人更沾光。

再说公民安全意识。安全教育课没少

上，安全宣传也没少搞，可大部分人的公共安

全意识都不是太牢固。不光是此次外滩踩踏

事故，从平时节假日的“摩肩接踵”的人流盛况

来说，过节日“随心所欲”而不考虑交通和人流

状况，还是当前大部分人的选择常态。这种

不会错开人流高峰、不会做出最优选择的“拥

挤式过节”，也是悲剧产生的原因之一。当危

险来临的时候，又缺乏自我保护和急救的知

识。在学校有安全教育课，学校发生的踩踏

事件，青年学生知晓，可在群体性活动中发生

踩踏，就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加强公民的安

全教育，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安全教育，这是学

校和社会共同的责任，必须让大家明白，在任

何情况下，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安全不是

口号喊出来的！安全需要道德基础，法律法

规作要求，以及民众的安全知识作保障！

笔者认为，此种危机面前的无措与无

力，不是个人没有学过相应的急救常识和紧

急自我保护的错，而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对

于“公共安全”意识的散漫所致。缺乏官方

的真正相应的培训与社会氛围内的意识引

导，让我们的民众在如“地震”等灾害来临的

时候，往往不知道怎么样做好自我防护和他

人救治；缺乏自我救治的积极性和救治他人

的勇敢，让我们的民众在应对“踩踏”事故等

多发事故的时候，第一反应很难是及时的找

到专业人士救人，在踩踏事故初期救人的只

是较为专业的外国医生，说明了这一点。

痛定思痛，要预防“踩踏悲剧”再现，我们

需要从健全城市日常管理与公共治理机制入

手，此为客观上的“大环境”建设；而要从根本上

避免此种悲剧或者将悲剧降为最小，则要从提

高公共安全意识着手，提高居民自我防护意识

和急救能力，提高社会对于公共安全意识的引

导，当安全成为“公共场所”活动或者出行的主

流的时候，此种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用生命呼唤“安全意识”
□ 李 颖

科技日报讯 （杜侨雪 庄颖娜）经过

110天精心治疗，2014 年 12月 21日，2名来

自浙江衢州的年逾八旬慢性下肢溃疡，当

地俗称“烂脚病”患者,在军事医学科学院

附属 307医院康复出院。

据 307医院刘素刚院长介绍，这 2名患

者是军事医学科学院与衢州市有关部门建

立医疗协作关系以来，首批进京接受免费

治疗的当地“烂脚病”病人。

据衢州市有关部门统计，当地有 300

余名“烂脚病”患者，大多为 1945 年以前出

生的老人，患病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且反复

发作、久治不愈，疑似与侵华日军在当地施

放细菌武器有关。

今年 3 月，军事医学科学院徐卸古副

院长率附属 307 医院专家组赴当地义诊，

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实地走访了 20余位“烂

脚病”患者，考虑到当地医疗条件有限，部

分患者家庭贫困，决定接收重症患者进京

治疗。

9月 2日，由衢州市疾控中心筛选出的

两名“烂脚病”患者，84岁的魏洪福和 81岁

的张土江入住307医院烧伤整形科。其中，

魏洪福患病时间长达 69年，双腿脚踝溃烂

严重，深达骨膜，肌腱外露，恶臭难闻。2009

年以来，衢州市柯城区将其作为细菌战受

害者给予免费医疗救助，然而病情始终没

有好转。张土江70多年前就出现左腿下段

溃疡，后经治疗有所好转，然而 2011 年以

来，他左脚踝溃疡面积又逐渐扩大，被当地

医院诊断为骨髓炎，医生曾建议截肢。

据 307 医院烧伤整形科杨文峰主任介

绍，两名患者入院时病情复杂，不仅脚踝溃

烂严重，而且伴有高血压、糖尿病、肺部感

染、心功能不足等老年并发症，且营养状况

不良，有严重的低蛋白血症、低血钾症和电

解质紊乱。

考虑到两名患者高龄且由于行动不便

长期卧床，又有多种既往病史，治疗期间并

发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呼吸循环衰

竭的风险很大，该院成立了救治小组，由一

名副院长牵头，皮肤科、重症医学科、感染

控制科和检验科专家多次集体会诊，探讨

诊疗思路。

经综合采用全身抗感染、营养神经以

及高压氧治疗；局部银离子油纱覆盖、红光

照射、红外理疗、超声波清创；创面应用细

胞生长因子、闭合负压引流促进肉芽组织

生长等一系列治疗手段，2 名患者创面和

全身情况明显好转。12 月 2 日，医院为他

们分别成功实施了植皮手术，最终实现了

创面完全愈合。

据住院医生刘文骏介绍，经过 3 个多

月精心治疗，两人不仅烂脚症状完全消除，

自身的糖尿病、慢性肺部感染及心律不齐

等相关并发症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分别

比入院时胖了 10 公斤。考虑到两位患者

家庭困难，住院期间，医院为他们提供了免

费医疗。

12 月 20 日，在医院的特意安排下，饱

受“烂脚病”折磨近 70年、一辈子没有出过

远门的两位老人，兴致勃勃地来到天安门

广场。“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魏洪福

脸上洋溢着喜悦和兴奋，“真没想到烂了

69 年的双脚能够治好，我又能走路了！”他

特意站着与老伴在天安门前合了一张影。

据了解，在成功治愈 2 位患者的基础

上，307 医院组织专家制定了《浙江衢州地

区慢性下肢溃疡治疗指南》，就该地区慢性

下肢溃疡的诊断、入院、分级标准和治疗原

则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为进一步规范当

地病患的救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军地携手攻克69年不愈“烂脚”顽疾

我首个国家级
中医药数据中心成立

科技日报讯 （记者罗朝淑）2014

年 12月 29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

数据中心正式成立，将打造“数据汇

交、存储管理、挖掘利用、支撑培训”等

功能于一体的国家中医药临床、科研、

文献以及相关数据汇集管理和利用的

研究中心。据悉，该中心是首个国家

级中医药数据中心。

经过三年筹备，数据中心在数据

资源汇集及其标准规范、数据管理和

利用的理论和技术、IT 硬件基础等各

方面，都已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医临

床科研一体化研究团队在 25 家国家

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局直属三甲医疗

机构等单位，完成了中医医疗科研共

享系统建设，构建了临床数据采集与

海量数据分析利用的技术平台。

据数据中心主任、中国中医科学

院常务副院长刘保延介绍，数据中心

的主要任务有三方面：一是数据汇交，

汇集中医药科研、临床、古籍与现代科

技文献等海量数据，集成现代生物学

和医学基础数据；二是数据管理和存

储，对数据进行管理，建立数据采集、

表达、存储和访问的标准规范，以及共

享机制；三是数据利用和支撑培训，在

所汇集数据上，研究撰写与国家决策

有关的整体报告，提供数据利用的统

计和数据挖掘方法学支撑,包括新技

术的研究、开发、培训和指导。

“中医现代科技数据共享平台，形

成全国 35家单位 300多位研究人员组

成的中医科技文献数据化建设队伍，创

建了中医、中药、针灸、古籍文献类数据

库100余个，为国内外用户提供科学数

据的服务。”刘保延表示，中医古籍数字

化研究团队，形成了“基于知识元的中

医古籍计算机知识表示方法”，为中医

古籍大规模数字化、数据化建设以及面

向临床的知识服务提供了技术保障。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在 2013—2015年机

房和科研综合楼修购专项支持下，已经

建成和验收专业性、现代化的机房和办

公设施，数据存储容量达到PB级，综合

建筑面积800平方米。

刘保延介绍，加强中医临床研究数

据库建设，实现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

享，是“十二五”期间中医药信息化建设

的主要目标。下一步将建设国家中医

药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整合国内外大

数据和中医药相关科研院所、医院、科

技创新企业，全力推进建设数据支撑的

个体化中医药诊疗服务，提升国家中医

药健康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

北京煤炭总医院启动
甲状腺疾病援助活动

科技日报讯 (王飞)日前，北京煤

炭总医院启动以“关爱甲状腺，微创新

突破”为主题的甲状腺疾病援助活动，

展示了微波消融微创治疗甲状腺结节

等甲状腺疾病的成果展，并向困难甲

状腺病患者提供专业医疗服务和基金

援助。

据了解，北京煤炭总医院组成的

专业义诊队伍将走进社区，为社区居

民进行甲状腺疾病筛查，对病情轻微

的甲状腺病人提供预防指导；病情严

重且有手术意愿的患者可安排专车接

送到医院接受援助手术，手术费用可

获得 500—2000元不等的减免。

专家提醒，即便是发现了甲状腺

结节，也不用过度惊慌，科学合理的进

行消融微创治疗就显得格外重要。孙

劲文介绍，由于微波消融针粗细仅

0.88mm，治疗过程只针对病灶，对甲

状腺组织没有任何损害，术后无疤痕、

恢复快，告别了过去甲状腺外科“一刀

切，一道疤”的时代。

2014年12月 31日这天，佑安医院手麻科在按部就班的完成常规手术3例和急诊手术
10例的情况下，又接到三台肝移植手术的通知，在艰辛的13个多小时的手术中，医护人员
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集中状态，在宽敞的手术间里面，只听见啪啪地传递器械的声音。

图为北京佑安医院手麻科在16台手术中迎接新年的到来。 刘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