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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医大师系列报道
之雷忠义

人类健康 中医贡献•

2017 年，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摩罗抗疟
项目组再次踏上这个被誉为印度洋明珠的
非洲岛国。这已经是邓长生和他的同事们
在这里打响抗疟“战役”的第十个年头，这
次的重点是人口最多的大科岛，他们希望
援助科摩罗在2020年前消除疟疾。

2007 年以来，广州中医药大学协助科
摩罗卫生部分别在科摩罗联盟所属的莫埃
利岛、昂儒昂岛和大科摩罗岛共计 80万人
口地区先后实施了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科
摩罗疟疾项目，短期内实现了从高度疟疾
流行区向低疟区的转变。2014年，这个曾
经备受疟疾折磨的国家终于实现了疟疾零
死亡，疟疾发病人数与 2006年相比下降了
98%。

2013 年，时任科摩罗联盟副总统兼卫
生部长福阿德·穆哈吉来到广东，为帮助科

摩罗清除疟疾做出重要贡献的李国桥和宋
健平颁发总统奖章，这是该奖章首次颁给
外国教授。

顶住压力探索全民服药

科摩罗虽被誉为“月亮之国”，却并不
浪漫。在2010年以前，当地没有互联网，饮
食结构也非常单一，当地人主要以玉米、木
薯为食，一两个星期不吃蔬菜很正常，而且
经常会停水停电。抗疟小组曾经一度只能
用地上水沟的脏水洗漱。工作环境的艰辛
还是次要的，外界对中国抗疟小组方案的
质疑为工作开展带来了阻碍。

在非洲和东南亚开展的传统疟疾清除
项目，多集中于通过排干蚊子产卵的池塘、
死水潭，以及采用杀虫剂室内喷洒和浸泡
蚊帐，从而控制蚊媒。然而，疟疾的传染源

不是蚊媒而是疟原虫，蚊媒只是一种传染
媒介。况且不管怎么努力，消灭蚊媒几乎
是不可能的。

2006年 12月，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
国桥和宋健平率队前往科摩罗调研后，设
计了一个“全民服药”的抗疟新方案。

“虫之不存，蚊之焉传？”要快速消灭疟
疾传染源，就必须有虫杀虫、无虫防虫，也
就是有病治病、无病防病。李国桥认为，中
医崇尚的“上工治未病”对抗疟工作同样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能使人不染疟疾比在
人染上疟疾之后再治疗高明得多。要达此
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全民服药。

然而，“全民服药”受到了实力派人物
的质疑，认为让没有病的人服药不人道，而
且如果采取这个办法，可能对现有全球抗
疟战略造成干扰。同时，对于中药治疗的

质疑声也不少。
“再难我也得工作，我要把‘全民服药’

的方案落实到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在规定
的60天内，让规定区域内的每一个人，在每
月统一的 2 天时间内，完成 3 次服药的工
作”，作为中方现场项目实施者，邓长生把
目光转向了当地政府。

他和团队几乎跑遍了科摩罗的整个卫
生系统。通过座谈会的形式给卫生主管部
门宣讲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通
过联合这些部门还有媒体的力量，增强当
地民众对治疗疟疾的认识，寻求政策支
持。“那段时间，我们没日没夜地调研，一家
一户上门宣传疟疾知识，组织了由当地人
组成的派药队伍，每人分区上门拜访，通过
做宗教长老的工作，带动村民们服药。”

“以莫埃利岛为例，我们真的跑遍了他
的27个村子，连科摩罗总统没去过的村子，
我们都去过了。”邓长生笑言。

经过近4个月的调查，抗疟小组摸清了
这个岛的疟疾疫情：25个村有 10个村带虫
率在 30%以上，带虫率最高的达到 94%；南
部的村带虫率都在50%以上。

日久见人心，他们的努力得到了科摩
罗卫生主管部门的表态支持，打消了不少
基层医疗机构的反对顾虑，也获得了普通
百姓的信任。面对连本地人都从未掌握过
的详实调查资料，科摩罗的专家们最终认
可了抗疟小组的防治方案。（下转第二版）

中医药让岛国科摩罗散去疟疾阴霾
本报记者 赵维婷

2007年以来，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素复方快速灭疟项目”帮助科摩罗短期内实现了从
高度疟疾流行区向低疟区的转变——

本报讯 （记者葛伟韬 通讯员赵欣怡）5月
16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在法国巴黎举办第
六届中欧中医药国际合作与发展论坛，“世界中联
—法国中医药中心”揭牌及纪念李时珍诞辰500周
年“中医中药世界行”全球启动仪式同期举行。

中法中医药的国际合作旨在促进传统中医
药与西方医学的深入融合，让法国人民对中医
药有更多认识，使中医药文化在法国乃至整个
欧洲得到更好传播，造福欧洲人民。通过依照
世界中联颁布的国际标准建设国际中医药中
心，将进一步促进国际中医药的规范化、标准化
发展，引领世界中医药走入新的发展阶段。世
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桑滨生在
致辞中表示，中国的中医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在人类防治疾病、保障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世界中联有责任、有义务更多地在世界范围
内推动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与发展，发挥中医药
服务人类健康的积极作用。

论坛邀请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赵中振
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玉玲等专家
进行了特邀报告。

第六届中欧中医药国际
合作与发展论坛举办

本报讯 （记者徐 婧）日前，国家卫
生健康委发布《2018 年度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与结业
考核工作政策解读》，对培训对象、结业考
核要求、时间安排等 13 个焦点问题作出
详细阐述。

《解读》明确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的对象。《解读》规
定，已毕业的医学类硕士、博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是否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不
作强制规定（当地省级卫生计生、中医药
管理部门另有专门规定除外），由本人自
愿选择。已取得临床、中医、口腔专业中
级及以上职称的医师不需要参加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
临床医学、中医学类专业三年全日制

高职（专科）毕业，拟在或已在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等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从事全
科医疗工作且尚未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的人员，可以申请参加助理全科医生培
训。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的人
员不要求参加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解读》指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
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重点，向县及县以
下医疗机构倾斜；加大紧缺专业招收培养
力度，紧缺专业招收计划可突破国家计划
限制，优先满足本省域欠发达地市特别是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培训需求，对来自

贫困县的培训对象，同等条件下优先招
收。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以应届专科
毕业生为重点，向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倾斜。

《解读》将2018年度能够参加结业考核
的人员明确为：按规定在国家公布的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完成培训相关内容，
且培训过程考核合格并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证书（或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合格）的培
训对象。培训对象申报的考核专业必须与
培训专业一致。符合上述条件的在读临床
医学、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经学
校审核同意后可通过具有培训基地资格的
教学医院申请参加结业考核。

此外，对于结业考核合格证书的发放
和管理，《解读》作出如下要求：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后入培，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有关要求，在国家公布的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接受培训并结业考核合格
的，由各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将结业考
核合格人员信息提交中国医师协会获取
证书编号后，印发统一制式的《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2014 年 7 月 1 日
之前入培，按照各省（区、市）有关规定，在
各省（区、市）认定公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接受培训并结业考核合格的，由
各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本地有关
规定发放培训合格证书，证书在全国范围
内有效。

2016年6月30日之后入培，按照助理
全科医生培训有关要求，在省级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认定公布的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基地接受培训并结业考核合格的，由各省
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印发统一制式的《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
证书》，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解读住院医师规培政策

近日，14 名对口支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
中医医院的福建医疗专家
赴新疆昌吉呼图壁县二十
里店村为1000多户村民开
展义诊咨询服务。

自福建“组团式”援疆
工作开展以来，援疆团队
积极实施医疗惠民工程，
组织开展各类义诊活动36
次，并免费向群众发放药
品价值15万余元。

本报记者边 琳 通
讯员刘 伟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陈计智 通讯员潘
凯）5月 14日，山东省卫生计生委、省中
医药管理局召开了 2018 年全省中医医
政重点工作推进视频会议。

会议传达了 2018 年全国中医医政
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中医优势病种收
付费方式改革、中医医院巡查、中医医院
评审等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会议要求，山东中医药发展要围绕
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中心任务，在乡村振
兴战略中体现中医药新作为，在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中做出中医药新贡献，
在“双创双提双满意”行动中展示中医药
新风采。坚持问题导向，瞄准中医医院
改革发展短板，加强中医医院信息化建
设，推进县级中医医院服务能力建设，加
强中医医院规范化建设，推动中医医疗
服务向更高质量发展。突出中医药特色
优势，推进中医诊疗模式创新，深入实施
中医临床优势培育工程，扎实推进中医
治未病服务，逐步提高中医药核心竞争
力。深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医优势病
种收付费改革，积极完善现代中医医院
管理制度，大力支持社会办中医发展，不
断完善中医药发展政策措施。

山东推进全省
中医医政重点工作

本报讯 （记者张斯文）日前，河北省中医
药管理局下发关于做好2014年全国名老中医药
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指
出2014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
周期已满，将于6月4~8日组织开展验收工作。

通知明确，此次主要验收内容包括：条件建
设、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开展情况、人才培养情
况、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及使用情况、管理制度
的建立及经费使用情况等。

验收方式包括单位自查和实地验收。通知
要求各传承工作室首先按照《全国名老中医药
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任务书》进行自查，根
据评估验收主要内容撰写总结报告。组织省级
中医药管理局专家组进行实地验收，通过听取
传承工作室建设情况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检查
等方式，进行验收评分。验收总分不合格者，限
期1年整改。

河北将验收2014年名老
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本报讯（记者张斯文）日前，辽宁省中医药
管理局确定2018年“西学中”项目拟培训对象名
单并在辽宁省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进行公示。

2018年该项目计划培训新民市姚堡卫生院
梁平等 600 人，培训对象以年龄 55周岁以下在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执业的临床医
生（具有临床类执业医师资格）为主。

公示明确，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请于 5月
24日前以信函形式向辽宁省中医药管理局反映
（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

辽宁公示600名“西学中”
培训对象名单

本报讯 5月 14 日，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黄璐琦领衔的中医药科技期刊评价
体系研究工作启动会在京召开。

中医药科技期刊评价体系研究工作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牵头，力求建设一套符
合中医药学科以及中医药科技期刊自身
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

会议要求参与该研究工作的成员，对
学科分类进行调查摸底，注重小众学科；
对期刊分级得到期刊界和学术界两界的
高度认可；重点关注评价要素，包括价值
要素、能力要素等；尽快制定工作组工作
细则、工作机制等；建立全球范围内的评
价专家库，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的价值和
作用；加大宣传力度，回归期刊服务学术、
服务学科发展、服务读者的初心。

会议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王国辰、黄璐琦院士主持。（余珍珍）

中医药科技期刊评价
体系研究工作启动

本报讯 （记者赵维婷）5 月 17~18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在京对
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工作
进行专题部署，并对各项目实施方案开展
专家论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马建中表
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九

大报告中作出了“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
展中医药事业”的战略部署。希望各相关
部门和单位充分认识开展重大疑难疾病中
西医临床协作攻关的重要性，这一工作是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任务，是全面深
化医改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全方
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求的重要内容，也是
提高临床疗效的有效路径。希望各合作单

位携起手来，促进中西医优势互补，以提高
疗效为重点，形成协作机制，建立协作平
台，培养人才队伍，促进经验推广，将成果
更多更好地转化为造福人民健康的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
郭燕红表示，以建立重大疑难疾病诊疗中
西医共同参与、全程协作机制为方向，建
立双方骨干成员为主、紧密型、常态化的

中西医协作诊疗团队，在学科层面积极推
进单病种多学科的综合诊疗模式，并建立
配套评价考核和绩效分配制度。

项目单位代表交流了项目实施方案
和前期经验。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韩
雅玲，国医大师孙光荣参加了专题部署。

试点工作今年1月起实施，周期3年，
共60个项目，涉及15个专业33个病种。

三部门专题部署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工作

为重大疑难疾病防治提供中国方案

中医中级以上职称医师不需规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