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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早上做完治疗就去单位工作，不
用住院，还能报销。这种诊疗方式真是太好
了！”近日，市民张女士对市中医医院“中医日
间病房”治疗模式连连称赞。

原来，一周前，张女士因头晕、手麻前往
医院做检查，发现是颈椎变形、反弓严重，于
是，她来到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医生为
她进行辨证论治后，建议她选择“中医日间病
房”，即当天治疗完后无需住院就可以回家，
还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一种诊疗模式。

2023 年，市中医医院紧紧围绕“健康邵
阳”建设，以国家中医药先导区建设为契机，
持续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通过制
定、实施一批改善医疗服务的举措，全面提升
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中医药的健康需求。

推行中医适宜技术，16个优势病种

实现“随治随走”

和张女士一样，体验到“住”进中医日间
病房实惠的谢女士也深有感触。“我这个腰痛
老毛病很多年了，严重时都睡不着，以前每次
都要住院治疗，不让回家。现在好了，上午针
灸完，就能回家带孙子，政策太好了。”

2023年，市中医医院充分发挥中医“简、
便、效、廉”诊疗优势，大力推行中医适宜技术
的传承发展，于当年10月在针灸康复科、骨
伤三科内启动“中医日间病房”试点诊疗，涉
及颈肩腰腿痛、三叉神经痛、椎间盘疾患、粘
连性肩关节囊炎、带状疱疹、脑梗死后遗症等
16个中医优势病种，均可实现“随治随走”。

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中医日间病房”主
要采用传统中医特色治疗为主，突出中医整
体观念和辨证施治，打造纯中医绿色疗法。
目前开展针灸、推拿、整骨复位、督灸、放血
治疗、耳穴压豆、拔罐、中药外敷、中药熏蒸
等各种中医特色疗法。“患者通过中医日间病
房途径入院时产生的费用远远低于普通入院
产生的费用，切实减轻了患者看病就医的压
力，也让老百姓更了解我们的中医药文化。
特别是对一些时间紧、压力大的上班族，白天
治疗晚上回家，增加了更多就医时间灵活
度。”市中医医院院长丁晖介绍。

组建中医经典病房，更多诊疗实现

不打针不吃西药不手术

前不久，一名47岁患有扩心病、慢性心
衰的男性患者，几经治疗，效果不佳。患者及
家属心灰意冷之际，有人建议他到市中医医
院心内科试试。和一般住院患者不同，他住
进中医经典病房后，并没有打针输液，而是在
心内科主任杨林的评估下采用了中医外治
法，在患者双侧足三里穴、神阙穴、涌泉穴等
穴位进行持续的隔姜灸法，以温阳通络，再施

予专科方剂强心汤以活血通络、益气强心，同
时辅以中药灌肠以通腑降浊。治疗一周后，
患者显著好转。

与普通病房不同，中医经典病房秉承中医
主导的治疗理念，集中突出中医特色和优势，
传承经典、守正创新。即通过运用中医经典理
论与名老中医经验指导临床，运用中医主导的
方法和技术，开展各种急危重症和复杂疑难病
诊疗的临床科室，通俗来说就是不打针、不吃
西药、不手术的纯中医治疗的病房。

早在 2021 年，市中医医院就开始探索
中医经典病房建设，经过 2 年的发展，该院
积极响应湖南省国家中医药先导区建设，
充分发挥中医特色与优势，通过标准化中
医科室建设，整合一系列中医特色疗法，在
医院心内科开设了中医经典病房。目前，
该病房设置了独立的中医特色治疗室，有
丰富的中医外治治疗手段，拥有专科制剂，
针对病毒性肺炎、肿瘤心脏病和心衰等疾
病，设立了离兑汤和强心汤两个专科浓煎
剂，深受患者好评。

2023年11月，中医经典病房还邀请了湖
南省名中医毛以林教授参与查房授课，并建
立了“毛以林名中医工作室”，能最大程度实
现精准服务就诊群体，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
中医药服务。

以师承教育为脉，人才培养实现好

中医、名中医越来越多

人才是中医药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全
面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与水平的关键因素。

作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师承教育
在传承中医药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技术专
长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如何开展好中医药师承教育，培养中医
人才？如何提升区域医疗水平，让邵阳的好
中医、名中医越来越多？如何让老百姓更快
更好地享受到便捷的中医药服务？

2023 年，市中医医院以师承教育为脉，
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名老中医专家、国医大
师传承工作室，培养一支理论功底扎实、实践
能力较强并有创新精神的中医药临床骨干队
伍，建立临床经验传承体系和共享平台。
2023年6月，“国医大师潘敏求传承工作室二
级工作站”“名老中医药专家蒋益兰传承工作
室二级工作站”落户该院，8名青年医生经过
层层选拔，被确定为传承工作室二级工作站
的培养对象。

“我们确定了‘引进与培养并举、传承与
创新并重’的人才建设思路，承办了国医大
师潘敏求传承工作室的‘国医学术经验传承
系列活动’的第一站，邀请了省内各中医肿
瘤专家参加此次学术活动。”丁晖说:“同时，
我们还邀请了国医大师潘敏求传承工作室
主任潘博教授、国医大师潘敏求教授学术经
验传承人邓天好教授到医院进行讲座、培
训，全面提高了医院中医人才建设水平，定
期邀请2位名中医到医院开展相关诊疗，切
实为邵阳老百姓就医带来了方便。”目前，市
中医医院国家级老中医传承导师2名，省级
名中医1名，市名中医14名……人才体系正
在发展健全。

传承创新促发展
——市中医医院全面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赋能诊疗新路径

邵阳日报记者 刘敏 通讯员 陈华 佘翠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屈慧 彭颖异） 近日，来自大祥区红星社区
的轩轩（化名）妈妈将印有“医德高尚，医术精
湛”的锦旗送到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医护人员
手中，以此感谢他们对轩轩的精心治疗与悉心
照护。

1月初，7岁的轩轩因出现持续高热伴有
阵发性剧烈咳嗽，且气促明显，精神差，乏力，
在当地诊所输液治疗7天无好转，遂至该院儿
科就诊。患儿肺部CT 提示双肺炎症伴大片
实变，化验室检查结果提示细菌感染、支原体
感染及甲型流感病毒感染，拟“重症肺炎，支原
体感染，甲型流感”被收治入院。

值班医生接诊时，患儿体温40.3℃，精神、
反应差，且有剧烈频繁的连声咳嗽，呼吸急促，
面色苍白，唇周发绀伴喘憋，气促，肺部听诊大
量细湿啰音，心率185次／分，血气分析提示1
型呼衰，属于典型的小儿重症肺炎表现。患儿
病情危重，医护人员立即开启绿色通道，紧急
给其进行相应的抢救。

轩轩住院期间，该科医护团队根据其病情
制定了详细的诊疗护理方案，主管医生及时根
据病情发展调整用药，耐心地解释治疗方案的
每一个细节。与此同时，护士细心指导患儿家
属雾化后正确的拍背排痰方式，耐心讲解有效
的咳嗽方法，及时为患儿家属答疑解惑，帮助
消除恐惧心理。在医护团队个体化治疗与精
心护理下，治疗第4日，轩轩咳嗽较前缓解，精
神食欲改善，体温恢复正常，并且重新展现出
了儿童的活泼和笑容。入院第10日，轩轩复
查各项指标正常，肺部CT显示炎症大部分吸
收，现已康复出院。

医护悉心诊疗护理

危重患儿重现笑容

▲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诊疗中心推出穴位埋线疗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曹黎花
龚平） “选择你们，孩子的
康复路程更好走了！”1 月 28
日，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
复科，前来为孩子办理入训
手续的家长对该科医护人员
感激地说。为实现残疾儿童

“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
自今年1月8日起，市妇幼保
健院全面启动2024年度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项目。项目救
助对象为 0 岁至 6 岁脑性瘫
痪、智力落后、发育迟缓儿
童，目前处于报名阶段。

“目前，已有20多名儿童
报名，我们正在逐一筛查。
有救助需求的家庭，须尽快
报名。”该院儿童康复科主任
介绍，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制度的实施意见》，2010
年起，作为本市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定点机构，市妇幼保

健院承担着全市残疾儿童的
医疗、康复、健康教育等工作
任务。目前已为 800 多名儿
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保障
有康复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
基本康复服务。

新的学期，新的成长。
康复教师们严格按照每个阶
段、每个环节、每个步骤、每
个对象都达到时间训足、人
员训够、内容训全、质量训
精、效果训好的工作标准，在
运动、感知认知、言语语言、
生活自理、社会适应等领域
开设了一对一个别训练课、
手工能课、音乐（亲子）游戏
课、主题活动课、家庭社区融
合活动、运动训练服务等特
色课程，尽快尽早让残疾儿
童得到康复。

市妇幼保健院启动今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

这几类儿童可申请救助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唐晓霞 郭晓波） 今年1月，家住新邵县

的8旬患者何先生被家属发现心情不佳、反应
淡漠，逐渐发展为失语，无法坐立，立刻被送至
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治。

医生接诊后，为何先生完善一系列检
查，诊断其为非创伤性硬膜下血肿。翌日清
晨，该科主任蒋新作查看后表示，患者出血
量已到达了手术指征且无明显手术禁忌，需
尽快手术治疗。

患者已经80多岁，身体是否能够承受手
术？术后恢复是否跟得上？面对家属的一系
列担忧，蒋新作耐心地解释：由于何先生的血
肿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大小，如果不及时处理，
进一步增大会压迫其它脑组织，进而诱发一系
列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严重者甚至有死亡风
险。同时考虑到患者年龄大，且血压已经到了
214/99mmhg，传统开颅手术风险及创伤较大，
因此为其选择微创手术。

思虑再三，何先生的家属签署了术前同意
书。随后，该科医护人员为何先生开展了紧急
微创引流手术，术中引出了约50ml的陈旧性
暗黑色血液。手术顺利结束后继续引流观
察。术后第2日，何先生精神状态较前大为改
善，能讲出含糊的语句；术后第10日，何先生
顺利拔除血肿腔引流管；又过了几日，何先生
康复出院。“谢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让我父
亲能够自己走路，不仅减轻了他的负担，也为
我们省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父亲回去之后
的生活质量也有了保障。”出院时，何先生儿子
感激地说道。

蒋新作介绍，寒冬季节是脑出血的高发
期，尤其是有着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更是相对容
易发病，如发现身边有人出现突然的剧烈头
痛、情感淡漠、反应变差、无法发声、四肢无力、
手脚发麻、走路拖曳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前往
正规医院进行救治，以免延误病情，耽误最佳
治疗时机。如情急之下无法作出理性判断，也
可拨打0739-5292890来电咨询专业神经内科
医师。

八旬患者突发颅内血肿

紧急微创引流妙手回春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顾天
成 李恒） 近日，中央气象台发布
寒潮、暴雪、大风预警，我国部分地区
降温幅度可达10℃至14℃。中国疾
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公众在冬
季室内燃煤取暖、围炉煮茶时，要了
解一氧化碳中毒预防知识，检查通风
条件、使用燃料和报警装置。

一氧化碳中毒有怎样的危害？

根据疾控机构发布的健康提
示，一氧化碳中毒十分危险。一氧
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无刺激性的
窒息性气体，进入血液后会与血红
蛋白结合，导致人体缺氧，出现昏
迷，甚至死亡。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会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困倦乏
力等表现，症状不具有特异性，因此
不易及时觉察。

2023 年中国疾控中心全国监测
数据显示，超过80%的非职业性一氧
化碳中毒发生在家庭。主要危险因
素包括使用煤炉、炭火、土炕等取暖；
使用炭火、煤炉等设备烹饪；家庭中
烟道、烟囱、风斗等通风装置安装不
当或堵塞；燃气、燃气热水器安装使

用不当或质量不合格等。

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有关专
家介绍，应当重点关注通风条件、
使用燃料、报警装置三方面。对于
室内环境密闭或半密闭场所，要安
装排风设备，检查设备能否正常使
用；使用天然气、液化气、木炭、煤
炭、柴火等燃料时，要关注是否燃
烧充分，一旦燃烧不完全会产生一
氧化碳；经营场所建议安装一氧化
碳报警器。

发生中毒后如何科学自救与施救？

当处于一氧化碳中毒高风险场
所一段时间后，若自觉出现头晕头
痛、恶心呕吐、意识模糊等症状，就需
要警惕是一氧化碳中毒。

当发现或怀疑一氧化碳中毒时，
需立即开窗通风，尽快转移到通风良
好的区域，吸入新鲜空气。对于已经
意识不清的人员，还要解开衣领，保
持呼吸道通畅，特别要注意为其做好
保暖，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或送往有
条件救治的医院。

燃煤取暖要科学 防范中毒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