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30日，东软解决方案论坛 2015（贵

阳）在有着“中国数谷”之称的贵阳揭幕。在

本次论坛上，东软发布了其在互联时代的新

解决方案战略，并公布了以知识资产为核

心，以行业解决方案、智能互联、平台、云与

数据服务为四个核心板块的新业务架构。

东软的新解决方案战略预示着东软将从传

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为互联时代下的新

解决方案提供商，东软以创新推动发展将开

启新的征程。

新解决方案具有三大特征

据东软集团董事长兼 CEO 刘积仁博

士介绍，新解决方案是东软基于技术形态，

商业环境的变化，在互联时代做出的战略

选择，融合了东软历次创新和转型发展的

智慧，是东软推动持续发展的新特征和新

表达。

刘积仁解释新解决方案主要表现为三

大特征：即扩展，新解决方案不单单满足客

户对 IT 技术和功能的需要，更要服务于客

户的客户，创造客户的商业与业务发展的成

功，并且与客户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保持高

度一致。其次是变革，新解决方案不仅仅是

技术的展现，更重视和支持客户业务模式的

变革，与客户一起通过新解决方案架构与新

服务模式的创造推动东软与客户业务发展

模式的变革和价值的创造。第三是精准，新

解决方案要通过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创造

卓越运行与精准经营的时代。商业模式变

革、互联与社区、大数据与商业智能、技术的

卓越、价值创造成为新解决方案的五大核心

要素。

为客户的客户提供服务

2015年，东软基于过去 5年来的转型与

创新实践，系统性、战略性提出行业信息化

建设新解决方案，以期为政府、企业医疗机

构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机遇，实现商业模式的

创新和转型提供有价值的实践。

东软指出，解决方案是创造客户的价

值与社会发展动力的充分融合，在新解决

方案战略下，东软将秉持新技术、新服务、

新模式、新价值，发展解决方案，通过创新

的信息技术和商业模式推动社会的发展与

变革，为个人和社会创造价值和新的生活

方式。

东软集团高级副总裁兼政府事业部总

经理徐洪利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东软围绕国

家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深入社保、医保、新农

合、城镇职工和居民保险等相关领域提供相

应服务。他说，以往 20 年来都做出过突出

业绩，现在强调政府信息化以“互联网+”在

国内各大城市推广，对于东软来讲，将结合

以往传统的行业经验，结合互联网这一工

具，形成更新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比如“互联

网+社保卡”，经过创新的解决方案将解决

时空造成的差异，使老百姓在哪里都能够看

病诊病买药，从一个方面缓解看病难、看病

贵的问题。

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人们工作、生活生

态，东软以融合、分享、技术与新商业模式的

创新，重构解决方案的内涵。徐洪利强调，

东软将与政府合作，采用 PPP 形式，开发出

更多商业服务模式，如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

的咨询业务和信用服务体系等。

东软创新“互联网+社保”解决方案
□ 本报记者 吴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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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体外膜肺氧合（简称 ECMO）

吗？”“知道在一些必要的时候，使用 ECMO

能够延长心肺支持功能，从而有可能挽救患

者的生命吗？”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危重

症中心主任侯晓彤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首先提出了上述问题。

ECMO是指将血液由体内引出，经人工

氧合器（又称膜肺）氧合后，再回输体内的生

命支持技术，属广义体外生命支持（ECLS）方

式的一种，狭义上可与ECLS通用。

ECMO 主要由氧合器、驱动泵、人工管

路和体内血管插管构成，可全部或部分替代

心肺功能，维持患者全身氧供和血流动力学

相对稳定，保证重要器官的灌注，为等待恢

复或进一步的治疗赢得时间。侯晓彤说，

“有一点必需明确，ECMO 并非终末治疗手

段，它可以使心脏和肺脏得到一定程度的休

息，是可进行较长时间但仍属临时性的心肺

支持。在中国 ECMO 还是一项比较新的技

术手段。”

记者了解到，1953 年，Gibbon 和他的助

手研发出了第一台人工心肺机用于心脏直

视手术，至今人们在探索体外生命支持的道

路上几经成功与挫败。最早的一台床旁人

工 心 肺 机 出 现 在 1971 年 ，直 到 1975 年 ，

Bartlett 医生第一次应用床旁心肺转流成功

救治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婴儿，

树立了体外心肺支持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标志着“ECMO 时代”的来临。随着 ECMO

在新生儿 ARDS 的应用成功，ECMO 对成

人呼吸衰竭的作用重新得到评估，它对心脏

病矫治术后低心排的患者也有益处，可有效

降低上述患者的死亡率和并发症的发生率。

为方便数据收集和信息交流，1989 年，

多个临床应用 ECMO 技术的医疗中心组成

体外生命支持组织（ELSO），建立 ELSO 数

据库，提供 ECLS 标准化、教学和学术交流

的平台。我国则于 2006 年成立 ECMO 组

织，加入 ELSO。

ECMO 适用于严重的急性心或肺功能

衰竭或其他需要临时心肺支持的患者，其适

应症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循环衰竭：心脏

病矫治术后低心排、心脏移植术后右心衰、

急性心肌炎、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

及其他心肌病变，还可用于急性肺动脉栓塞

（PE）、PE 术后肺缺血再灌注损伤症候群的

过渡治疗。其二是呼吸衰竭：ARDS，如小

儿及新生儿常见的胎粪吸入性肺炎、先天性

横膈膜疝气、新生儿顽固性肺高压等，传统

治疗无效时，ECMO 可有效替代呼吸功能，

为治疗原发病赢得时间。其三是 ECMO 支

持下心肺复苏（ECPR）。其四是其他需要

循环辅助的应用，如某些神经外科手术需体

外循环者、气道手术、中毒、溺水、PCI、感染

中毒性休克等急症的支持治疗。

根据 2013 年 ELSO 发布的数据，全球

ECMO 应用登记 53190 例，主要应用于呼吸

支持。我国 2012 年共计报告 ECMO 病例

399 例，近八成患者为成人，74%用于循环支

持，绝大部分都是在院内完成的。侯晓彤主

任和他所领导的北京安贞医院 ECMO 团队

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团

队，从 2006 年至今，侯晓彤及其小组已经完

成近 500例 ECMO治疗。

侯晓彤告诉记者，以北京安贞医院为

例，2012 年完成 ECMO 51 例，主要用于心

脏外科手术患者术后低心排和心肌梗塞合

并心源性休克的过渡治疗，ECPR 也是主要

的适应症之一，仅有 2 例是用于 ARDS 的呼

吸支持治疗。此外，2012 年全国开展 EC-

MO 的 66家医院中，83%的医院只能完成 10

例以下 ECMO，其中更有多达 17 家医院仅

有 1例 ECMO 登记，大部分的病例是由不到

10家医院完成的。

2013 年，ECMO 被正式写入《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防治指南》，对传统机械通气

治疗无效的患者推荐使用。目前，国内只有

几家医疗中心积累了一定的 ECMO经验。

侯晓彤认为，国内应大力发展 ECMO，

迅速制定并逐步完善 ECMO 的规范化管

理；有计划、有组织地稳步推广 ECMO 规

范，及时更新；重点发展儿科和呼吸衰竭的

应用；定期举办国内学术研讨，积极参加

ELSO 国际会议，增进交流，督促进步。他

强调，“我们不能急功近利，揠苗助长，但也

不可坐失良机，学术上要奋起直追。临床

上的成功应用不仅使患者个体获得良好转

归，将促使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到更新

的水平。”

体外膜肺氧合在危急时可支持心肺功能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颖）“由于中药

药材的质量不道地，尽管医生开出了好

药方，也无济于事。”北京中医医院院长

刘清泉表示，药材道地与否直接影响着

患者的康复。

为了保证北京中医医院患者能够

用上道地的中药饮片，10 月 21 日，北京

中医医院与北京杏林药业有限公司、保

和堂（焦作）制药有限公司共同签订“四

大怀药”产地直供战略合作协议，这标

志 着 国 内 首 创“ 道 地 药 材 产 地 直 供 医

院”模式的启动。意味着今后患者在该

院将能用上道地、平价的“四大怀药”中

药饮片。

“四大怀药”是指古怀庆府（今河南

省焦作）所产的山药、牛膝、地黄、菊花等

四大中药药材。道地药材的药名前多冠

以地名，以示其道地产区。

“四大怀药”位居道地药材之首，历

代医药典籍、文献均对“四大怀药”予以

高 度 评 价 ，现 代 仍 被 誉 为“国 药 ”、“华

药”，受到国家原产地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但因“四大怀药”道地产区有限，最

近几年，市场上其他地区生产、冒充“四

大怀药”的比例持续上升。且中药饮品

的价格也如同坐上了过山车，还一度曾

经被封为“药你命”。

“此次签约产地直供，一方面可以

保证‘四大怀药’优质、正宗，使饮片抽

检 样 品 更 具 有 代 表 性 、覆 盖 性 和 可 追

溯 性 ，监 测 可 信 度 更 高 。 最 重 要 的 是

保证了饮片的道地性，即质量的稳定，

避免劣质中药材流入医院，保证患者吃

上优质、放心的中药饮片，提高疗效；另

一方面，省去了中间环节，有利于降低

成本、平抑物价，确保药材足量稳定供

应。”刘清泉透露，此次与北京中医医院

签约的保和堂（焦作）制药有限公司，拥

有当地最大面积的中药规范化种植基

地，已实现中药材产品无农药种植、无

硫加工。

据悉，北京中医医院已于 2014年 6月

与杏林药业、内蒙古盛齐堂药材种植公

司共同签订了“道地药材产地直供医院”

订单，一年多来，保证了北京中医医院患

者全部用上道地的中药饮片“黄芪”。

刘清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

北京中医医院以打造“名院、名医、名药”

为发展战略，今后还将陆续开发各省有

代表性的道地药材，与具有药材种植认

证资质的大型种植企业签约，不断拓展

道地药材产地直供医院：的品种，让患者

吃上更多优质中药饮片，进一步提高临

床疗效。

北京中医医院：让百姓吃上道地中药

由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和中国农业大学

杨永坛、潘灿平、陈士恒等为主要完成人合作

完成的“农药残留检测快速样品前处理验证

技术及在粮油食品中的应用”，近日荣获2015

年度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民以食为天，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人们对食品品质的诉求在不断提高。

但近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每一件食品安

全事件都考验着公众对食品生产企业及食

品安全监管单位的信心。如何有效预防、

积极应对食品安全事故，提高风险监控水

平，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危害，

已成为所有食品安全工作者的重要课题。

中粮集团作为国资委直属食品企业，一

直以保障食品安全为首要责任，作为食品行

业的龙头企业，中粮依托全产业链的管理和

生产模式，确保产品的品质安全。该项目基

于中粮各业务单元农药残留检测技术需求，

着力研究解决农药残留检测关键技术问

题。由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与中国农业大

学科研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通过样品前处

理技术和色谱、质谱分离分析技术的集成创

新，开发了一系列农药残留的分析新技术和

新装置，降低了农药残留检测成本，提高了

中粮下属基层企业的农药残留检测能力和

农药残留风险监控水平，为从源头保障中粮

集团产品质量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该项目利用超声波发生器改进了传统

的 QuEChERS 技术，大大提高检测样品通

量，减少了人工成本，提高了样品处理的重

复性和可靠性；对分散固相萃取、多次过滤

型快速净化等先进样品前处理技术进行了

整体研究，利用多壁碳纳米管、修饰的碳纳

米材料和分子印迹聚合物等新型高效净化

材料，建立了快速农产品和食品中农药残留

的样品前处理方法；从新型高效净化材料的

物理化学性质入手，对新型高效净化材料的

原理、应用范围和操作方式参数等多角度进

行深入研究，拓展了这些新型材料的应用领

域，形成新颖、快速、高效的样品前处理技术。

基于典型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现状及产

业需求，项目组建立了一套葡萄酒、茶叶、

番茄酱、油料、食用油及大米、面粉等农产

品和食品基质的农药残留快速样品制备技

术，以中粮多家生产企业为示范，将农产品

和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检测方法在基层实验

室中进行推广，已实现上百种农药残留检

测，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保障

中国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的产、学、研多方合

作共赢模式提供了经验和思路。

项目主要技术创新点
1.采 用 分 散 固 相 萃 取 为 样 品 前 处 理

技术，研究了该技术中的各因素对农药残

留提取和净化效果的影响，针对不同的粮

油 食 品 基 质 开 发 了 不 同 填 料（GCB、PSA

和 C18）配比和用量；根据不同企业需求，

建立了多种农药残留的气相色谱、气相色

谱—质谱、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液相色

谱—串联质谱检测的方法，形成了一整套

的农药残留检测技术体系。

2.项目所开发的多壁碳纳米管或经过

修饰的碳纳米材料等新型材料用于多种食

品基质的净化，并开展了相关的基础性研

究工作，在上百种农药残留检测和不同食

品基质中得到验证，为农药残留等痕量分

析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与方法。

3.确定了不同农药在不同作物及相关

环境中的降解半衰期、降解规律和最大残

留量，提供了最优的施药方式及最优的耕

种和收获流程。

经济、社会效益及对推动行业科
技进步的作用

将分散固相萃取这项样品前处理技术

用于实际检测中，大大降低了样品前处理的

成本。据估计，开发的这些检测技术每年可

用节省检测费用 300万元；为中粮集团培训

了一批从事农药残留检测的队伍；完善了中

粮集团的农药残留检测体系。仅以葡萄酒

农药残留检测的开发一项检测技术为例，可

保障近10万吨/年葡萄酒的安全。此技术还

应用于中粮屯河番茄制品中农药残留的风

险监控，可保障20万吨/年番茄制品的安全，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开发的多壁碳纳米管或经过修饰的碳

纳米材料用于基质的净化技术，已经在上

百种农药残留检测和不同食品基质中得到

验证。m-PFC 技术不需溶剂转移和蒸发、

使用分液漏斗和柱层析，也避免了 SPE方法

需要老化、淋洗、洗脱等环节引起的重复性

差问题，在操作上大大节省了时间和有机

溶剂，避免了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可减少

出现假阳性、假阴性等不可靠结果，非常

适合 GCMS、LCMS 等仪器分析方法，也

适用于其他快速检测方法。

分散固相萃取技术已经在茶叶单元、

葡萄酒单元、番茄单元使用，并切实保障了

食品安全。开发的多壁碳纳米管或经过修

饰的碳纳米材料用于基质的净化技术，由

于干扰小、重复性好将在粮油食品行业有

很好的应用前景。m-PFC 技术操作简单，

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高飞）
链接：杨永坛 高级工程师，民革成员，

食品安全及分析化学专家，任中粮营养健

康研究院分析检测副总工程师。目前担任

中国色谱学会理事，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中

国分析仪器分会理事，北京色谱学会秘书

长，中国粮油学会专家库专家，中国分析测

试协会色谱仪器评议组组长、《分析仪器》

编委、《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编委；从事研

究生色谱教学及石化行业、粮油食品行业

色谱技术培训工作多年。获中国分析测试

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排名第一）等省部级

奖 5项，参与出版学术专著 4部，在国内外核

心刊物发表论文 80 余篇，申请专利与专用

技术 26 项，多次在全国性食品安全会议和

专业分析化学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

农药残留检测快速处理技术获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首个医联体转诊近三千患者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颖）为了了

解北京分级诊疗制度中的成效和问

题，切实体验患者社区就医的感受、掌

握医联体试点一手材料，10月13日，北

京市医院管理局局长封国生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体验了“医”与“患”双体

验。据介绍，截至 2015年 9月，朝阳医

院共下转患者 2796 人、上转患者 197

人。作为核心医院，朝阳医院还派出

27位副高以上专家每年到基层诊疗患

者85000余人次；免费接收进修医务人

员 48 名，举办培训 47 次 2070 人次；化

验检查直通车接受化验 648 人次，核

磁、CT 等检查 98人次；远程会诊放射

178 次、心电图 304 次、动态心电图 38

次；带领基层开展科研课题6项。

封国生认为，这些成效得益于医联

体成员单位层级清晰、区财政专项经费

保障到位、管理制度明确等因素。不

过，封国生也指出医联体建设的瓶颈问

题，比如医保政策制约问题使得联盟内

患者进行转诊后，由于各级医院报销的

药物目录不一致，导致无法完成连续医

疗服务；基层医疗机构的医保药品目录

缺少许多慢病控制的常用药品，专家下

社区、病人转社区但药品跟不下去；基

层医疗机构部分检查、检验项目的医保

报销和转诊报销问题未解决，化验、检

验直通车难以落实等等。

为此，封国生建议在医疗联盟内试

点，根据专科对接的需求适度放宽若干

医保药物目录，合理调整基层社区的检

验、检查医保报销项目，满足慢病定期

复查的需要，方便患者。对三级、二级

医院和社区服务中心实行由严到宽的

医保总额控制政策，引导患者到基层社

区，探索对医疗联盟内各医疗机构实行

统筹考虑的一体化医保付费政策。

科技日报讯 (王奇其 赖玉萍)10 月

25 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道地药材

多维评价专业委员会在蓉成立。该专委

会由成都中医药大学发起，将以西南道

地药材协同创新中心为基础，促进世界

各国或地区在道地药材多维评价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整合相关领域的学术资源，

推动全球道地药材产业稳步发展。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田兴军

认 为 ，道 地 药 材 是 中 药 优 质 资 源 的 代

表，因其品种优、质量好，是中药产业发

展的源头和基础。随着中医药产业日

益壮大以及走向世界步伐的加快，全球

对中药材的需求迅速增长,对中药资源

的质量要求也不断提升，道地药材的多

维评价已成为中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

战略课题。

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梁繁荣表示，

成都中医药大学作为发起单位，在道地

药材研究方面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丰

富的人文底蕴和资源优势。该校将把专

委会的建设与发展当作学校学科建设、

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性重点工作，

为专委会的平台建设、人才交流、学术环

境等方面提供最大的政策倾斜和支持。

该校将以专委会为纽带，搭建道地药材

交流的国际化平台，整合优势资源，以科

学研究为载体，解决道地药材多维评价

研究的关键、共性问题，制定道地药材研

究与开发应用的国际标准，加强道地药

材文化传承与技术推广，推动全球道地

药材产业稳步发展。

据了解，专委会接纳了近 500 名来自

德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美国、加拿

大、泰国以及港澳台等国内外知名高校、

一流科研院所以及品牌企业的道地药材

研究的优秀人才。王永炎院士担任该专

委会名誉会长，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彭成教授任会长。

世中联道地药材多维评价专委会成立

中国镇痛周关注“癌痛”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红月）今年

10 月 的 第 三 周 是 第 12 个 中 国 镇 痛

周。10月 20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医

政医管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中

国健康教育中心指导，中国卫生科教

音像出版社等机构组织的“无痛生活

品质人生”中国镇痛周关注癌痛媒体

沟通会在北京召开。

与会专家指出，疼痛是一种不愉

快的感觉和情绪上的感受，它伴随着

现有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疼痛已被

现代医学列为继体温、脉搏、呼吸、血

压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而癌痛则

是机制最复杂的一种，也是医生、患

者、家属最容易忽视的临床常见问题。

孙燕院士强调：“很多肿瘤晚期患

者，经常因身体疼痛而最终失去求生意

志，如何控制疼痛已经成为癌症治疗中

的重要一环，甚至是癌症末期病人追求

生命最后尊严的唯一要求。”癌痛治疗

越早越好，肿瘤患者在确诊之初，就应

有医生对其疼痛等级、身体机能、心理

状态等进行全面评估，以控制癌痛、改

善功能为目标，进行癌痛的规范治疗。

与会专家现场倡议，选择镇痛周

期间的一天作为“中国癌症镇痛日”，

举办相关活动，以此呼唤全社会对于

癌痛管理的重视，促进癌痛规范化治

疗的进一步推广，加强全社会对于癌

痛患者的关爱，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

图为侯晓彤主任与ECLS专家在病床旁查看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