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点专家名,我们
来邀请”。日前,由山东
省卫生厅举办的“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服务山
东百姓健康”齐鲁名医
下基层公益巡诊活动
在山东新泰举办。华
海白癜风医院应约参
加了义诊，为当地白癜
风患者送去了精湛的
医术和社会的关爱、
受到了群众欢迎。

张振远摄

A
科技日报讯 （记者项铮）继和清华大学

合作之后，拜耳医药保健公司又和国内顶尖

高校北京大学正式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开展为期三年的新药研发和转化合作。根据

该协议，合作双方将在北京大学建立联合研

究中心，即拜耳医药保健—北京大学新药研发和转化研究

中心。

该项合作的重点在于将心血管、肿瘤、血液病和妇科

治疗领域内的基础研究成果向新药研发转化，以及在药

物开发价值链上的技术研究。北京大学和拜耳医药保健

的研究者们将携手新药研发，共同为实现创新中国的愿

景而努力。

拜耳医药保健—北京大学新药研发和转化研究中

心将成为一个平台，来自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分

子医学研究所、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及其他附属

机构的学者与来自拜耳全球药物研发的科学家们一起

在该平台合作。拜耳医药保健将为合作研发项目提

供资助。另外，公司还将赞助“拜耳讲席教授”及“拜

耳学者奖”，以鼓励和表彰那些在生命科学和药物研

发、特别是在拜耳医药保健核心治疗领域方面做出突

出贡献的优秀学者。

北京大学的战略合作为拜耳在中国实施其创新

战略的长期承诺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拜

耳医药保健中国研发中心的一部分，2009 年成立的

“中国创新中心”强化了公司全球研发能力，同时还将

亚洲地区患者的临床概况和医疗需求加入到其早期药

物研发中。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美国科学促进协会院

士吴虹教授表示：“北京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

广泛经验与拜耳在创新药物研发的长期承诺是有机的

互补。我们期待与拜耳的同行们在转化研究促进人类

健康方面携手努力。”吴虹教授和拜耳医药保健全球药物

研发-中国创新中心负责人胡静珊博士将共同管理该联

合中心的研究活动。

拜 耳 医 药 保 健 执 行 委 员 会 成 员 、全 球 药 物 研 发

总 裁 Andreas Busch 教 授 表 示 ：“ 这 项 研 究 合 作 体 现 了

拜 耳 将 中 国 作 为 公 司 创 新 战 略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的 长 期

承诺”。

拜耳医药保健与北大开展多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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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26 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承办的全国中医

药传承博士后进站启动会举行。此前,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开展全国中医

药传承博士后工作的通知》，此项工作由中

国中医科学院具体组织实施，经过一年的

努力，在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遴

选了 133名传承博士后导师、134名博士后，

目前已基本完成传承博士后进站工作。

中医药传承发展受制约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

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

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

是中华民族永世传承的宝贵遗产。中医药

注重自然与社会环境、心理因素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注重“以人为本”而选择人性化、

个体化的诊疗模式，注重“治未病”而强调

养生保健等，与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相吻

合，与医学目的的调整相一致，必将迎来更

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和现

代医学的快速发展，我国中医药发展环境

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

题。中医药发展基础条件差，人才匮乏；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有效传

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

医药传承人才培养仅限于项目层面，传承

机制尚未建立；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有待

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等等，这些都是影响和

制约中医药传承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的关

键性因素。

博士后制度培养高端研究者

传承是中医药永恒的主题和创新的基

础，也是中医药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中医药

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医药

传承博士后工作是基于尊重中医人才成长

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将博士后制度引入名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工作中，充分发挥

博士后制度优势，通过配备老中医药专家工

作室、双向选择、经费资助等一系列措施，为

老中医药专家选聘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

中医药人才作为学术经验的传承研究者。

会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

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指出，传

承博士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在全国

范围内有组织地为各省（区、市）名老中医药

专家选择传承人，可以研究、探索新时期中

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共性规律，培养出新

一代的名医大家。传承博士后不仅成为名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继承者，还将在继

承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整理、研究、提炼、升

华，促进我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学术创新，

达到继承和创新的高度统一。通过传承博

士后工作，我们将逐步探索一条名老中医学

术思想与临床经验传承的有效途径，并使之

常态化，成为中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对

常规高等院校教育的完善和补充。

增加中医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传承在中

医药人才培养工作中的作用。近年来探索

了在院校教育中引入中医药师承教育的培

养模式；相继开展了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

目、名老中医药专家和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

作室建设等中医药师承教育工作；并将师承

教育融入了县级中医临床技术骨干、中医住

院医师和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等

中医药人才培养项目中。师承教育不仅已

成为中医药人才培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

要环节，也渗透进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全链条

中，为中医药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强中医药领军人才培养

同时，王国强表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

中医药传承工作发展。首先，是以创新为

导向，推动中医药传承发展。中医药传承

工作也要借鉴协同创新模式和机制，鼓励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之间

开展深度合作，推动建立中医药传承创新

平台。其次要探索建立有效的传承机制，

促进中医药传承可持续发展。坚持遵循

中医药学科特点和人才成长规律，准确把

握中医药传承的关键，从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实施办法等层面，逐步探索建立中

医药传承运行制度、监管制度、评价制度，

形成层次清楚、类别多元、多方参与的传

承机制，促进中医药传承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是要加强中医药领军人才培养积极

鼓 励 中 医 药 机 构 打 破 人 才 壁 垒 ，用 走 出

去、引进来等方式，加强多向交流与合作，

整合人力资源，推动建立中医药人才流动

机制，促进中医药人才合理流动。在以往

开展的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等高层次中

医药人才培养项目的基础上，加强中医药

领军人才的培养，开展中医药传承博士后

工作。通过合作导师带教外单位乃至外

地区的传承博士后人员，各省区的传承博

士后人员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工作

站统一开展传承研究等途径和方法，在传

承、研究合作导师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培

养一批中医药领军人才，探索中医药领军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王国强对中医药传承博士后进站传承

研究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注重跟师

实践，把握中医师承的捷径；二是认真研读

经典，夯实中医基本功；三是注重悟性培

养，提高思辨能力；四是加强规范管理，做

好中医药传承服务工作。

中医药事业发展对中医药传承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而中医后续人才的培养，不仅关系

到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全局，还关系到中医药

继承与发展的未来。通过中医传统博士后这

一创新模式，祖国传统医学将会薪火相传。

首批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入站

中医名家薪火相传育精英

进入秋冬后，雾霾开始在众多城市弥

漫。大雾天里，污染物因与空气中的水汽相

结合而变得不易扩散与沉降，长时间在雾霾

中逗留，会严重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引发多

种疾病。

雾霾会对心脑血管疾病产生剧烈影响：

一方面，雾天气压低，人们容易烦躁，导致血

压升高；另一方面，雾霾中大量的有害物质也

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再加上，秋冬季节因

气候冷暖不定，温差变化较大，冷空气刺激，

会使血管骤然收缩，导致管腔狭窄，血液流通

受阻，引起心脑供血不足，从而引发心脑血管

疾病。

老人最易“受伤”
雾霾天最“受伤”的是哪些人？老年人、

孕妇、儿童、心脑血管患者和呼吸系统疾病患

者等都在其中，但是老年人却因血压高、抵抗

力差、防范意识弱，成为了首要“危险对象”。

在雾霾纵横的冬季，居家老人最需要改

变的习惯就是晨练：早晨是一天当中雾霾最

严重的时期，气温也最低，容易诱发心脑血管

疾病。建议老人将晨练改到室内，并避免激

烈的运动项目。

当不得不外出时，佩戴口罩是防止污染

物由鼻、口侵入肺部的最佳方法。在回到室

内后，需清洗暴露在外的部分，包括口鼻和皮

肤。此外，饮食方面也需注意：老人普遍认为

冬日要进补，但对于有心脑血管风险的老人，

食物需以清淡为主，少食刺激性食物，而且不

能吃的太饱。吃太多除了容易造成肥胖，引

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之外，还容易导致肠胃

疾病、大脑早衰等多种问题。

还需要提醒的是，冬季水分流失快，平时

应注意补充水分，以降低血液粘稠度。生活

中则需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过度的疲劳、情

绪激动，这些都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提前预防是关键
对于雾霾带来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除

了平时小心谨慎外，还有更加积极的方式来

应对。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药理学教

授、康宝莱营养学院及营养咨询委员会成员

路易斯·伊格纳罗博士就有预防心脑血管疾

病的一个妙招：一氧化氮！

1998 年，伊格纳罗博士和其研究伙伴因

发现一氧化氮（NO）在心血管系统中拥有独

特信号分子的作用而荣获诺贝尔生理／医学

奖。这个研究证明了一氧化氮可以起到保持

血管清洁、预防中风、维持正常血压的作用，

从而达到预防心脏病的效果。

用一氧化氮提升心血管系统机能还有一

个好处：因为人体自身也可以产生一氧化氮，

所以避免了副作用的出现。但介于人体自身

产生的一氧化氮极不稳定，伊格纳罗博士和

世界知名保健品品牌康宝莱共同研发了一款

补充一氧化氮，从而帮助强化心血管系统、免

疫系统和神经系统的优秀产品：奈沃科粉。

奈沃科粉由精氨酸、瓜氨酸、牛磺酸、维生素

C、维生素 E 及叶酸等为主要原料制成，众所

周知，L-精氨酸是产生一氧化氮的基础物

质，可以在 L-瓜氨酸和几种关键的抗氧化剂

的协同作用下，让人体产生大量的一氧化

氮。除了补充一氧化氮，奈沃科粉还具有缓

解体力疲劳、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

冬霾来袭：更需警惕心脑血管疾病
2014 年元月，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

心、瞭望周刊社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

济研究所共同举办的“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

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如约出炉。与往年相

比，2013年的调查重点更加聚焦，中国人的

“大健康指数”、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

国人的生育意愿，成为三大关注点。

家庭幸福缘于健康
据国家卫计委关于中国家庭幸福感热

点问题的调查数据显示，健康已连续三年

排名影响家庭幸福感因素的首位，2013

年，更有 76.88%的受访者认为家庭幸福主

要取决于家人健康。

中国人的“大健康指数”什么样？2.6

亿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从哪里来？中

国家庭的生育意愿究竟如何？超过 700 人

次的调查员，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里，跨越

中国东西南北，行程逾两万公里，只为探求

中国家庭幸福感的轮廓与细节。

数据显示，健康已经成为家庭幸福感

的首要决定因素。此处的“健康”包括生理

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社会交往

和适应能力），即“大健康”概念。

76.88%的受访者认为家庭幸福主要取

决于家人健康，占所有取决因素的首位。全

国城乡居民健康平均水平为 5.97 分，其中

60.60%的受访者自感健康标准化评分超过6

分，21.70%的受访者超过7分。这表明，大部

分被调查者的健康状况良好。调查显示，健

康状况越好的人，家庭幸福感越强。生理、

心理、社会适应健康与家庭幸福感均呈正向

变化，其中心理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正向影

响最大，社会适应健康次之，而生理健康对

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小。

房价高影响务工人员幸福感
如今，健康的定义已经超越了“无病即

健康”的传统观点，特别是良好而健全的心

态可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幸福体验。中国

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郭静认

为，这表明，当人们普遍拥有较好的生理健

康状况时，就会将目光转向心理健康和社

会适应健康，此时生理健康对幸福感的边

际效用降低，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对

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

值得关注的是，城市里昂贵的房价击

碎了很多“打工者”的生活幸福感。调查结

果发现，71.1％的外来务工人员认为是否

拥有住房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在

此次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中，仅有 14.4％

的被调查者住在自购房里，其余被调查者

只能选择租赁、寄居亲友或栖身于雇主家

中、集体宿舍、工棚等。77.7％的外来务工

人员坦言，自己与所在城市本地人之间存

在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来自住房（占比

39.0％）。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返

回老家”与“立足本地”的双重困境，98.4％

和 97.1％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及就业压

力、没有住房是最大困扰。

在影响幸福感的健康、收入、稳定、住房四

大因素当中，稳定与住房则是最重要的。对于

决策者来说，在出台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一

点，让公众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推进劳动合

同法的落实应成为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

健康成影响中国家庭幸福首位因素
■专家提醒 □ 王 平

1月 15日，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在京发布

《2013 中 国 省 级 药 店 联 盟 发 展 状 况 蓝 皮

书》。蓝皮书显示，2013 年省级药店联盟

年销售总额已达 422.34亿元，比上一年度增

加 82.77 亿元，约占全国药品零售市场总额

的 1/5。

省级药店联盟是中国医药物资协会从

2009 年 10 月开始主导推动建设，截至 2013

年底，已成立 17家。目前，省级药店联盟已

覆盖全国 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有成

员单位 494 家，门店总量 20880 家。协会通

过建设省级药店联盟，不但有效抑制了区域

药店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维护市场良性发

展，减少内耗，加强自律，还共同为消费者和

供应商做好服务，建立起了有序的市场竞争

环境。

据副会长郭亚洲介绍，2013年17家省级

药店联盟共进行了65次联合采购，联合采购

的商品市值达20.65亿元，通过联合采购降低

商品价格最高的达到20%，最低的为1.5%，总

体平均降低商品价格为5.76%。采购中，直接

从工业采购与从批发商采购的比例为0.64∶1，

即在药店支付的所有商品采购金额中，有

39.02%是直接面向工业采购，这在很大程度

上减少了中间的流通环节，形成了医药工业、

连锁药店和消费者多盈的局面。

2013 年，除两家联盟因内部优化调整，

减少了联盟成员数量和门店量，两家为新成

立的以外，其他药店联盟均保持持续高速增

长。其中，山东联盟年度销售额由 2012 年

的 46.18 亿元增加到 2013 年的 58.97 亿元，

增长 27.70%，在所有联盟中销售额最高。

同时，在 17家省级药店联盟成员中，已有 31

家获得网上药店运营资格证书，占全国 132

家获证药店比例的 23.48%，全年共实现网

络零售 9.26亿元。

郭亚洲表示，未来几年，协会将继续推

动省级药店联盟的建设与发展，完成全国总

体布局。预计 5 到 10 年内，拥有全省网络、

拥有大量门店、拥有最大市场份额的省级药

店联盟，将成为药品零售市场的主要经济联

合体。

省级药店联盟将在全国布局
□ 本报记者 韩 璐

“茅台酒”关爱留守儿童
科技日报讯（记者项铮）1月 16日，

“茅台白金文化艺术酒”老少共画中国梦

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文艺晚会在京举行。

晚会通过公益认捐和文艺演出的形式，

动员个人和企业为留守儿童奉献爱心。

晚会共募集了 18 件书画拍品，均出

自李铎、米南阳、沈鹏、姚少华等名家之

手，是书画家们专门为支持本次公益活

动而创作。同时，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白金酒有限责任公司捐赠了 2000 瓶“马

到成功”文化艺术酒用于公益认捐。这

些善款将进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

原创文化公益基金”，用于为留守儿童采

购保暖衣物和生活必需品，扶持四川雅

安地震灾区工艺美术产业重建和从业者

技能培训，以促进本地就业，帮助解决留

守儿童问题。

“中国原创文化公益基金”由贵州茅

台酒厂（集团）白金酒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8 日捐资设立，以产业扶

贫和文化保护为目标，致力于通过就业

者的技能培训、文化艺术大师的指导与

帮扶、资助开设工艺商店等方式，保护并

推动我国贫困地区的传统手工艺产业，

提升从业者的生存和发展境况。基金希

望通过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就业环境，促

进人员多在当地就业，从而从根本上解

决留守儿童问题。目前，中国原创文化

公益基金已计划在金丝楠木的原产地、

四川雅安进行根雕手工业者培训，促进

当地根雕产业规模扩大，吸引外出打工

人员回乡就业。

本次活动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主办，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白金酒

有限责任公司、中联国兴书画院承办，中

国旅游经济电视台协办，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中国原创文化公益基金”提供公益

支持。

安斯泰来获阿洛刻中国市场销售权
科技日报讯 （丁燕宁）安斯泰来制

药(中国)有限公司宣布，安斯泰来中国

与协和发酵麒麟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协

和发酵麒麟）正式签署协议——自 2014

年 1月 1日起，安斯泰来中国取得抗过敏

药物阿洛刻在中国的独家销售权。基于

双方签署的框架协议，在正式取得分包

装许可后，安斯泰来中国将负责阿洛刻

在中国市场的销售。

阿洛刻由协和发酵麒麟独立开发，

是一种新型的抗组胺药物，选择性外周

H1受体阻断剂，是日本首个被批准用于

治疗多形性渗出性红斑的抗过敏药品，

2011 年于中国上市 5mg 片剂。在中国

被批准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瘙

痒性皮肤病。

对此次合作，安斯泰来中国总经理

黑田昌利先生寄予厚望，他认为凭借安

斯泰来中国在皮肤科领域的专注和经

验，有信心将阿洛刻这一新型抗过敏口

服制剂带给更多有需要的患者，早日帮

助患者缓解过敏性皮肤病的困扰，回归

正常生活与工作。

科技日报讯（记者卢素仙）赛默飞世尔

科技于 1 月 16 日宣布与中国科学院系统生

物学重点实验室签订了全球科研合作伙伴

协议，就“糖尿病诊治相关血浆蛋白质组学”

项目进行长期的合作与研究。

此项目针对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研究，

赛默飞将为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

室提供蛋白质组学领域的专业质谱试剂和仪

器，协助其进行蛋白质的分离和分析。同时，

依托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在蛋

白质组学研究方面的科研成果，双方将携手

分析蛋白质动态行为；揭示糖尿病及其慢性

并发症的发病机制以及糖尿病药物疗效；发

现新的蛋白质标志物或者药物靶点，为糖尿

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研究提供新思路。

赛默飞分析技术集团首席科学官良科

灵（Klaus Lindpaintner）在签约仪式上表示，

“近年来，蛋白质组学已成为人们研究糖尿

病发生发展的重要方法。我们始终密切关

注蛋白质组学的动态与发展，并积极为蛋白

质组学研究提供全球领先的整体解决方

案。此次合作，赛默飞将协助中科院系统生

物学重点实验室建立糖尿病诊治相关血浆

蛋白质组学技术平台，帮助实现糖尿病相关

系统生物学研究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赛默飞全球科研合作伙伴项目计划在

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目前在

中国已经全面启动，每年将会为签订此项

项目的科学家或机构提供 25000 美元的项

目基金。

赛默飞与中科院签订全球科研合作伙伴协议

B

■健康资讯

□ 本报记者 李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