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医生和好服务“沉到底”，百姓看病不再
难。“但压力也随之而来。”蔡卫勤坦言，人多、面
广、数据庞大，单纯靠传统人工操作已难以满足
中医药管理的需求。

如何破题？海盐的方向很明确：向数字
化要效率。2015 年，依托“互联网+中医”模
式，中医智能云系统在海盐落地，这套系统不
仅能辅助中医师快速准确开出中药处方，也
能通过大数据计算来评估患者健康状况、收集
保存中医病例等。

“陆医生，我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觉
得手麻、脚麻，还颈椎疼。”采访当天，海盐县秦山
街道居民陈仕晶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社
区医生陆春梅。仔细问诊后，陆春梅诊断其为风
寒湿痹，也就是体内湿气重引起的关节疼痛。

随后，陆春梅打开中医智能云系统，输入患者
基本信息后，点击智能开方，通过选择症状、舌苔
颜色、脉象情况等，按下“确定”键，适用于风寒湿
痹治疗的常用中药名称就立即弹出来。陆春梅又
点开陈仕晶的历史就诊信息，发现她患有高血压，
陆春梅便返回智能开方页面，调整防风、当归等部
分中药的剂量并点击“保存”，不到一分钟，一张适
合陈仕晶的处方就开好了。

“相比传统手工写处方来说，不仅能省下至少
一半时间，准确率也提高了。”陆春梅说，一张处方
有时要涉及十几种中药，尤其对年轻中医师来说，
部分不常用的中药名称有时候会忘记，中医智能
云系统就像“超级大脑”，及时为中医开方提供
“援助”。值得一提的是，中医智能云系统内还包

含近百名国医名师的临床诊疗经验分享。数据
显示，中医智能云系统上线以来，海盐县域内总
开方数达到55万余次，近两年年均增长31%。

开方数逐年增长，中药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然而现实情况是，镇、村两级医疗机构尽管设有中
药房，但种类不全，经常会碰到开方时无药可用的
情况，老百姓只能再跑一趟县级医院就诊。“且中
药的储存条件较高，基层人手不够、设备不全，有
时会导致中药发霉、变质。”蔡卫勤说。

经过一系列探索，2018 年，海盐取消所有基
层医疗机构中药房，并在县中医院建立“智慧共享
大药房”，近 700 种中药由专人集中采购和储存，
远超县级中药房不少于 300 种中药的规定。同
时，依托中医智能云系统，打通县、镇、村三级开方
平台，“智慧共享大药房”里中药全部供全县中医
师共享。“基层开方方便多了，药品质量也有保
障。”望海街道兴隆村卫生服务站医生周根英对此
深有感触。

记者了解到，海盐县域内中医师开出的处方，
会同步在“智慧共享大药房”的电脑上显示，经县
中医院中药师二次审核无误后，再由工作人员拿
药、打包。“打包好的中药当天会由 EMS 免费配
送，一般 4 小时左右就能送到患者家中。”海盐县
中医院院长顾永良说，目前“智慧共享大药房”每
天接收500多张中药处方，其中七成来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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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海盐县西塘桥街道八团村卫生服务站，村医徐
付生正在一间挂着“中医诊疗室”牌子的房间内，为村民
做针灸、拔罐治疗。

徐付生比较擅长中医药诊疗，但以前村卫生服务站
没有独立的中医服务区，也没有相关设备，村民要做中
医诊疗只能跑去县城。“这几年政府出资，把原来的
输液室改成了中医服务区，还新增 3 张床位，配备
了电脑中频治疗仪、牵引床等中医诊疗设备。”
徐付生说，原本少有人问津的村卫生服务站，
迎来了满心期待的村民。2021 年，八团村卫
生服务站接诊量近3万人次。

家门口就能看中医，西塘桥街道八团村
村民吴其英很开心：“硬件设施不比县城医院
差，颈椎疼痛症状明显缓解了。”患颈椎病的
吴其英如今每周都会去八团村卫生服务站“报
到”，她还时不时向村民推荐这里的中医诊疗。

海盐早在 2009 年便开始为中医药发展布
局。那一年，时任海盐县卫生局（县卫健局机构
改革前的名称）局长徐世民走访镇、村两级医疗机
构后发现，这些地方普遍存在缺中医、缺中药等问
题，无法满足基层老百姓的中医药需求。为此，在徐世
民的带领下，县卫生局与相关部门对接，将中医药事业纳
入全县发展规划，并设立中医药管理科，配置专人统筹协
调全县中医药工作。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2011年起，海盐财政确保每
年有近500万元用于中医药改革，比如调整镇、村两级医
疗机构功能区，全部设立“中医角”或“中医诊疗室”；对于
中医非药物治疗服务给予每次10元的补贴；中医诊疗报
销比例比西医高出20%以上。

于城镇江渭村村民张美琴告诉记者，她免疫力差，
每周都要吃中药调理，以前平均每帖药 33 元左右，因
为有财政补贴，现在下降到 28 元左右，一年下来可
节省约1000元。

政策保障和硬件提升只是第一步，打破基层
中医药发展的瓶颈，关键还在人。“海盐名老中
医本身数量就不多，单纯靠传统的师带徒、父传
子模式周期长、见效慢。”蔡卫勤说。

西学中、护学中（即鼓励西医和护士学习中
医）和定向培养按下了海盐壮大中医药人才队
伍建设的“快进键”。以定向培养为例，当地每年
会与有意向从事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事业的海盐
户籍学生签订协议，在高考分数符合招生要求后，
将学生送往浙江中医药大学、湖州师范学院等合作
院校就读，毕业后经县卫健局分配，即可在海盐的基层
医疗机构就业。

95 后徐立扬就尝到了定向培养的甜头。不仅找工
作不用愁，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等还能享受
总计4.6万元的补助。去年9月，毕业后的徐立扬来到西
塘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成为该中心最年轻的
中医师。

此外，医共体这条纽带也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渠
道。2019 年，海盐创新医共体建设，两家县级医院分别
与 9 家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和 87 个村卫生服务站结对，承
担业务指导、技术支持、人才培养等任务。

也就是从那时起，澉浦镇卫生院的医生沈小峰成了
县中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朱铭卿的弟子。“乡镇卫生院
医护人员人手紧，出门学习机会少。”沈小峰说，名师送教
上门，自然要好好学。他如今已考取执业中医师，并在朱
铭卿的带领下，探索糖尿病的中医药特色疗法。

据统计，目前海盐镇、村两级医疗机构共有中医 69
人，其中56.5%具有中高级职称。

海盐深化基层中医药改革，近3年中医就诊率年均增长150%

三帖“药方”，怎样让中医吃香
本报记者 王雨红 县委报道组 范冰洁 张正龙

为了助力中医药走入
更多寻常百姓家，海盐有
了新的尝试。
去年 9 月，海盐依托人工

智能技术，打造“数智国医”中
医药服务智能化体系。

最直观的一个改变，是海盐百
姓只要点点手机，就能在家看上专
家号。“我们在手机 APP‘浙里办’
的‘健康海盐’模块中，新增‘数智
国医’功能，经首诊医生判断适合
线上复诊的患者，点击进入后选择
在线复诊，就能与专家预约时间。”
蔡卫勤介绍，问诊、开方、付费全部
在线完成。

前些日子，家住海盐县澉浦镇
六里村的林叶华按照预约的时间
打开手机，县中医院中医内科主任
医师徐公达便如约出现在屏幕上，
为其在线进行中医复诊。“以前坐
公交车去医院看病，来回要花半天
时间不说，体力也跟不上。”69 岁的
林叶华患糖尿病10年，以往每月都
要去县中医院复诊配药，他没想到
现在看病能这么方便。

同样感受到便捷的还有上班
族蒋玲。因为工作压力大，90 后蒋
玲的睡眠质量一直不太好，去年初
在县中医院就诊后，医生建议她每
周复诊。“但工作日没时间，周末还
忙着带娃，中医治疗断断续续，效
果不理想。”蒋玲说，如今在单位，
趁午休时间就能在线复诊，且中药
当天配送到家。

百姓看病足不出户，是海盐中
医药服务能力提升的缩影。“精准
服务的背后，少不了有效监管和科
学决策。”在蔡卫勤的带领下，记者
来到海盐县中医药大数据中心，看
到一块 LED 超清大屏幕上，实时动
态显示全县各个医疗机构的开方
数、疾病发病量、患者复诊率、中药
使用情况等信息。“有了这些数据
支撑，医院和相关部门就能提前谋
划，引导资源向最需要的领域倾
斜。”蔡卫勤说。

以海盐县中医院为例，近两
年，该院发现胃痛患者明显增多，
经院领导和相关科室人员讨论后

决定，今年投资 60 多万元，新增
两台胃肠镜检查设备，满足患者
的看病需求。同时，通过组织医
生进修、邀请省市专家前来上课
等 方 式 ，提 高 医 生 治 疗 胃 痛 的
水平。

除此以外，中医药大数据的收
集，还便于当地卫健局根据百姓的
生活习惯进行健康引导，组织相应
的养生宣传，让中医药从治疗“一
个人”到预防“一类人”，从治疗“一
种病”到预防“一类病”转变。

近期，海盐基于中医药大数据
平台的成功建立，又开始了为居民
提供“健康画像”的探索。

“核心是从个体到群体，打造
全县‘健康地图’，以实现全局管控
并实现管理效能。”县卫健局中药
科科长何叶冬介绍，目前“健康画
像”模块已在中医药大数据平台中
开通，各镇（街道）的患病占比排
名、患者年龄层占比等都以图表形
式呈现。

“这段时间，我们在对‘健康画
像’的动态监测中发现，有一个乡
镇虚劳病（即体虚）占比特别高，患
者年龄大多在 40 岁以上。”何叶冬
举例，“结合这些患者的就诊信息，
我们分析不运动、饮食不规律等是
影响这个辖区内居民健康的因素
之一。”

根据这一情况，该乡镇相关医
生和健康志愿者及时开展健康宣
教，倡导辖区居民加强体育锻炼、
饮食清淡规律等，以加强身体素
质，并专门推出了一份“中医养生
指南”，建议居民可多食用牛肉、刀
豆、核桃、栗子等食物，必要时还可
选用鹿茸、冬虫夏草、覆盆子等常
见中药进行调理。“我们的目的，就
是通过监测分析，找出某个区域内
影响居民健康的因素，然后有针对
性地用中医药进行科学干预。”何
叶冬说。

改革创新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接下去，海盐将继续优化中医
药服务智能化体系，让更多优质、
均等的中医药服务触手可及。

（文内患者均为化名）

一缕药香穿越古今。中医药作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凝聚着中华传统文明的博大
智慧。

然而，在一些地方，由于人才短缺等原因，中医药一度走入传承乏力的困境。“全县中
医师最少时，不超过10人。”海盐县卫健局副局长蔡卫勤说。

该怎样把中医药发扬光大？2009年起，海盐深化基层中医药改革，开出三帖“药方”：
逐步实现中医基层化，构建县、镇、村一体化服务模式，推出数智化应用。近 3 年，海盐全
县中医就诊率年均增长 150%。今年 1 月，浙江省综合医改 2021 年度“十佳典型案例”名
单公布，海盐县“数智国医”推进中医药服务智能化成功入选，这是浙江省唯一的中医医改
案例。

近日，记者来到海盐县、镇、村三级医疗机构实地探寻，见证三帖“药方”的疗效。

按下“快进键”
培养基层中医人才
按下“快进键”
培养基层中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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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一体化
县镇村共享大药房

第二帖

推智能应用
点点手机就能复诊

第三帖第三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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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海盐县中医院的“智慧共享大药房”内，工作人员按照审核后的处方取药。 本报记者 王雨红 摄

在海盐县中医药大数据中心，工作人
员正查看患者复诊率、中药使用情况等实
时数据。 拍友 郭秋敏 摄

海盐县望海街道兴隆村
卫生服务站中医诊疗室内，
中医师周根英为村民做针灸
治疗。

本报记者 王雨红 摄

海盐县西塘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医师正在为患者进行线上复诊。

海盐县卫健局供图

海盐县武原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中医师正在为患者
拔火罐。 拍友 朱林燕 摄

海盐县武原街道居民顾建良：
我患慢性胃病 10 多年了，每月都会
去县中医院复诊。以前，复诊时间
基本都在工作日，不仅要请假，而且
比较麻烦——医生开方后，要等好
一阵子才能拿到包装好的中药，然
后大包小包拎回单位继续上班。现
在只要点点手机预约医生，在单位
也能复诊，所有费用线上医保支付，
还不用去医院取药，EMS 当天就能
免费配送到家，省心多了。

海盐县通元镇丰义村村民周
军：我住在农村，平时也不怎么关
注养生保健，身体出现问题了才
会去医院看病。自从县里推出了

“健康画像”，镇卫生服务中心的

医生和志愿者会不定期过来健康
宣讲，我照着宣讲时给我们的“中
医养生指南”操作，哪些该吃哪些
不该吃清清楚楚，现在我感觉体
质好些了，感冒、咳嗽这些小毛病
也少了。

海盐县秦山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医生张琦：这几年，我们中
心先后开展中医治疗项目 20 余种，
尤其在颈椎病、肩周炎、膝关节炎
等疼痛疾病的治疗中突显中医特
色，吸引了本地及周边城市的患者
前来就诊。同时，我们还拥有市级
中医针灸科和县级中医风湿科两
大特色科室，努力为群众提供优质
的中医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