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张处方
撬动中医药数字化改革
为解决中医药标准不足、能力不强、服务

不够等难点痛点问题,浙江以“中医处方一件
事”改革为切入口，开出一张符合时代期待的
中医药现代化“数字处方”。

“中医处方一件事”以中医处方为纽带，
汇集、挖掘和分析处方背后的全省医疗机构
中医寻医、问诊、用药、疗效信息，采用数字化
技术、网络化手段，精准把握好院前院中院后
三个大场景，实现“智医”“智药”“智治”“智
研”四大功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中医药大数
据中枢。

与此同时，在“中医处方一件事”改革的
撬动下，我省制定了全省统一的中医处方、门
诊病历、中药饮片（颗粒剂）、中药制剂、针灸
推拿数字编码，完成 1700 多种中药饮片、
1000 多种中药配方颗粒和 500 多个腧穴的
数字编码，在全省100余家医院全面应用。

有了中医和中药的标准化，接下来，重点
就是要形成切实可行的数字化标准推广应用
路径。浙江省以全省域推进“健康大脑+智慧
医疗”建设为契机，在中医药领域实施“浙里
中医”数字化项目，建立处方数据实时报送机
制、质量控制机制、闭环管理机制，省级中医
处方监管平台首次采用数据轮询更新机制实
现数据分秒级实时推送。全省每日实时上传
标准化中医处方 3 万张以上，汇集标准化处
方数量超过1000万张，“浙里中医”成为全国
最大的中医处方数据平台。

在此基础上，今年全省还将启动“浙江中
药服务在线”等智慧化应用场景，打造透明阳
光的数字化中医药服务流程，提高百姓便捷
性、获得感和满意度，为“互联网+”在中医药
领域增添新的数字化应用，有效推动中医药
整体效能的跃升。

值得一提的是，名老中医处方的价值也
在数字化标准建设后得到了进一步凸显。目
前，浙江省处方大数据平台已汇聚了省级以
上名中医处方超过 31 万张，有助于高价值的
数据深度挖掘和利用，为中医名家思想数字
化活态传承打下坚实基础。

从一场论坛
看见浙派中医走出去

“医学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改革探索实
践”“如何组织高质量临床研究”“中西医结合
心血管学科建设”⋯⋯诸如此类的主题分
享，尽在“国民学国医”中医药传承创新平台
每周五晚举办的中西医结合传承创新论坛
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与发酵，“相约周
五”已经成为全国医护人员的关注焦点以及

“第二课堂”。
“起初，我们筹建这一平台，旨在建立中

医药文化教育的传播平台，同时将‘西学中’
教育、名医处方、诊疗思想和经验系统整理到
平台上，搭建学习名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的平台，如今‘一石激起千层浪’，吸引了众多
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高质量中医药从业人
群和机构，不仅打响了浙派中医的金名片，还
拓宽了浙派中医的朋友圈，有效推动了多元
主体深入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相关负责人指出。

浙派中医，不只是走出浙江、走出长三
角，同样也在“一带一路”的世界舞台上绽放
风采。时间回溯到2018年1月16日，万里之
外的白俄罗斯明斯克地区，一家海外中医诊
疗中心正式启动。据悉，该中心由白俄罗斯
明斯克州医院投资建设，来自浙江的中医师
为其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

随着浙江省中医药国际化程度日益提
高，其对外合作新业态、新体制和新功能逐步
建立，迎来了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发展
局面。

2022 年，浙江已与以色列、罗马尼亚、白
俄罗斯、新西兰等国家共建了国家中医药海
外中心，在葡萄牙、南非开设中医孔子学院，
建有国家中医药服务贸易出口基地 2 个，中
医药牵头或参与了纳米比亚、马里、中非等国
的援外医疗任务，每年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学生来浙学习中医。

从勇攀高峰
锻造创新深化内驱动力
屠呦呦受中医典籍启发提取出青蒿素，

充分彰显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也给中医药
科研带来启示：古老的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结
合，就能产出更多原创成果。

科技人才引领创新。浙江省中医药科技
人才实力不断提升，科研攻关有机制、有团
队、有措施、有成效，在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
中医肿瘤、针灸镇痛、再生障碍性贫血、风湿
病、中药制剂开发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国内先
进的科研成果，主导制定了铁皮石斛、灵芝两
项中医药国际标准。

为打造高素质中医药人才队伍，浙江迭
代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培养机制，深入实施

“十百千”人才工程（杏林工程），开展“西学
中”教育改革，推进一流中医药大学建设，加
快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目前，全省中医
药领域共有院士、国医大师等国家级高层次
人才 15 人，省国医名师 30 人，省级名中医
192人。

与此同时，浙江进一步强化资源投入力
度，布局建设一批高能级的中医药创新平台，
构建多学科融合、中西医协同、老中青结合的
创新团队，激活多元活力，共同勇攀医学高
峰。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支持下，浙江在

全国率先开展了局省共建重点实验室、重点
重大项目建设，启动新冠中医药应急科研攻
关项目、中医“四诊”人工智能诊疗项目等，中
医药在参与新冠应急科研攻关、重大慢病防

治和优势病种诊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产
出了一批重大成果，为说清楚、讲明白中
医药科学内涵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提
升了中医药“从 0 到 1”原始创新研究能

力，形成创新矩阵，将科技资源的原创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技术优势，让中医药

迈向“中国药”的道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从临床疗效
强化中医药服务能力

“无成效，不中医”，中医药重点专科（学
科）建设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有效手段，对
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浙江大力推进中医名院、名科建设，基本
形成专业覆盖齐全、层次分布合理、服务优势
明显的中医药重点专科群，构筑起生命健康
科学高地。我省有 18 家三级甲等中医院，21
家三级乙等中医院，87%县级中医院达到二
甲以上水平。在全国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
考核中，A+级中医院数量列全国第三、A 级
中医院数量居全国第一（全国103家、浙江13
家），21 家二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进入
全国前 100，数量居全国第一。据统计，我省
已建成省中医药重点专科 280 个，20 个中医
专科列入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数量
居全国第 3；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 70
个，省中医院的血液病专科和杭州市中医院
的肾病专科列入国家区域（中医）诊疗中心，7
个专科成为全国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特色专
科，实施 22 个县（市、区）基层中医优势病种
建设项目。

所谓“中医药传承创新”，既要传承好，也
要创新发展。一方面要做到“发展不离宗”，
继承发扬中医药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创造积累
的丰富经验和行之有效的理论思维、技术方
法；另一方面要做到“继承不泥古”，借鉴和吸
取现代科技、现代管理、现代医学的新技术、
新思想、新成果，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全
面进步。这是一场“新与旧”“中与西”的碰撞
与融合，是一场面向全人类卫生健康无止境
的探索与追求。

新时代，新使命，浙江将始终坚持中西医
并重工作方针，紧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主
线，强化“三医联动”“六医统筹”，协同推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不断激发“中华民族瑰
宝”的魅力与活力，答好中医药现代化“特色
卷”，为构筑健康浙江提供“老底子”的硬核支
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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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推进会

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

实步伐，2021 年，浙江被列入首批国家

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迎来了我省中

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

聚焦卫生健康现代化和高水平中医

药综合改革，浙江省卫生健康委以数字

化改革为牵引，加快解决中医药发展中

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中西医之间的

差距，推动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优质资

源有效扩容和均衡布局，围绕培育中医

“名院、名科、名医”、推进“基层中医化、

中医特色化”和促进中西医协同发展三

项重点任务，深化数字支撑、特色服务、

中西医结合、科技创新、人才培育、产业

发展、文化传播和跨界融合发展，在破题

攻坚中展现新担当，做出新作为，奋力书

写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的浙江中医药新

篇章。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

答好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的中医药特色卷答好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的中医药特色卷
陈潇奕

江南药镇江南药镇““浙八味浙八味””药材城药材城

浙派中医首次晋京参加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方便看中医、看上好中医”成为老百姓的美好
期盼，如何有效打通“最后一公里”、实现中医资源
和百姓需求的有效对接?

浙江提速发展，坚持“基层中医化、中医特色
化”的发展战略，加快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中医药
服务体系，不断提高服务可及性和水平。

截至目前，我省已实现基层标准化中医馆全覆
盖，100%的乡镇卫生院设置了中医科，94%的家庭医
生团队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
镇卫生院中医类别医师的占比分别达到20%和17%。
10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0%乡镇卫生院能提供6类
以上中医药技术服务，100%社区卫生服务站、88.67%
村卫生室能够提供4类以上中医药技术服务，全省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疗量占总诊疗量的34.41%。

不仅如此，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还与省财政厅联
合制定了《浙江省山区海岛县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专
科“百科帮扶”项目实施方案》，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有
效扩容和均衡布局，8家省、市级中医医院结对26家
山区海岛县中医医院，对口帮扶建设121个中医药区
域特色优势专科，加快补齐山区海岛县中医医院服务
能力短板，实施中医药“千医培养百医遴选”“千方百
剂”和“浙江中药服务在线”等项目，将优质中医药服
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打通中医药服务“最后一公里”

国医大师葛琳仪坐诊带教

大运河国医馆为参加中医护眼体验活动的青少年及家长提
供“中药调剂”体验活动

外籍学生学习中医诊疗外籍学生学习中医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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