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在河北考察时，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

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特别是

要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为切

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

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提供了重

要遵循。

全国备案中医诊所超2万个、八成

以上县级区域已设置县级中医医院、八

成以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

院设置了中医馆……近年来，我国中医

药事业稳步发展，中医医疗服务机构遍

布全国各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

的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

化，有助于更好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

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古老

的中医药一直是开放包容的体系。如今

许多患者看中医，往往会拿着B超、CT

等体检报告。在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的

前提下，“能中会西”几乎成为当代中医

医师能力素养的“标配”。借助人工智

能、互联网+等科技手段不断更新知识、提升技能，

中医药可以更好守护人类健康。

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产业现代化是依

托。药材好，药才好。随着野生中药材资源的日

渐枯竭，大部分临床常用中药采用人工种植。中

药材质量是制约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

中药材基地共享共建联盟自2012年成立后，经过

十年耕耘，把中药材的抽检合格率从64%提升到

98.4%，推动我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发布

实施。中医药农业技术的创新与进步，为中药材

产业高质量带来新的机遇。

中医药振兴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

布局、系统谋划、多方参与，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

推进。比如，八角价格低廉，即使是提取莽草酸原

料，每公斤售价也不高。国外药企推出的抗病毒

药物“达菲”，以八角提取物为原料，每公斤售价翻

了很多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内中药企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从更高视角看，要

构建多学科交叉的大型高端科技平台，实现中药

资源产业、中药工业、中医药健康服务业三业融

合，推动形成产业布局更优、集聚程度更高、产业

规模更大、核心竞争力更强的健康产业发展格局。

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离不开数字化赋

能。研发中医数字化辅助诊断装备，开创中医数

字化路径，让中医特色疗法从“模糊”向“精确”转

化，助力续写中医妙手回春的当代传奇。对于丸

散膏丹之类的传统中药，以往药理机制难分辨、制

药过程较粗略。中成药制造核心工艺的数字化与

智能控制，有助于解决重点领域、重要环节的突出

问题，推动中医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下一

步，应加强政策保障，完善激励机制，加强数字科

技赋能，引导推动更多科研单位和科研工作者参

与中医药研发。

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

时机。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

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

容。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答好中医药现代化之问，

让更多良医良方竞相涌现，中医

药事业将为维护人类健康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王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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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3日，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传来消

息，该院肿瘤中心宋启斌、姚颐、张平锋研究团

队在肺癌病因学和放化疗应答研究上取得新

突破。

这项研究成果揭示了葡萄糖代谢异常促

进肿瘤细胞核苷酸合成、肿瘤生长及放化疗抵

抗的新机制，为解决肺癌发生发展和治疗抵抗

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进一步转化的

研究方向。

代谢重编程是包括肺癌在内的恶性肿瘤

主要特征，一直以来是肿瘤研究领域的重点和

热点。代谢重编程能促进大量代谢中间产物

的合成，以满足其快速生长与增殖需求，这些

中间产物包括作为生命物质基础DNA和RNA

的基本构成单位——核苷酸。核苷酸还参与

细胞信号转导等一系列重要生物学事件。

前期研究表明，大多数肿瘤细胞中的核苷

酸从头合成途径普遍存在异常激活，并导致肿瘤

的恶性转化及治疗抵抗，但其中的关键分子机制

尚未阐明，是该领域中重要的核心科学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科研团

队携手美国乔治城大学裴华东教授团队，发现

肺癌细胞葡萄糖代谢异常造成的O-GlcNAc

修饰增加，在核苷酸从头合成及肺癌发生和放

化疗抵抗中发挥关键作用。

该研究还发现，肺癌细胞葡萄糖代谢异常

活跃，会造成核苷酸从头合成途径中的限速酶

磷酸核糖焦磷酸合成酶 1（PRPS1）的 O-

GlcNAc 修饰上调及活性显著增加。O-

GlcNAc 糖 基 转 移 酶 介 导 的 PRPS1 O-

GlcNAc修饰，不仅促进了PRPS1从单体到六

聚体转化，且解除了核苷酸产物对PRPS1自身

的反馈抑制效应，通过不同机制增强PRPS1的

催化酶活性，因而进一步导致肺癌细胞的核苷

酸从头合成异常增加、恶性增殖及放化疗抵

抗。 （吴纯新）

肺癌病因学和放化疗应答研究取得新突破
为解决肺癌发生发展和治疗抵抗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蒙城县篱笆镇卫生院——

开展端午节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蒙城县

篱笆镇卫生院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组

织医护人员开展节前走访慰问活动，深入

辖区困难户家中，为他们送去了生活用品

和一些防疫用品，让他们感受到节日的温

暖和社会的关怀。在走访慰问中，医护人

员询问一些家庭情况，还为他们普及了健

康和防疫知识，提醒他们注意饮食卫生、勤

洗手、戴口罩等，预防疾病和疫情的发生。

同时，医护人员还为困难户进行了身体检

查，做到疾病早发现、早治疗，提高他们的

健康水平。

此次活动中，困难户非常感谢医护人

员的关爱和帮助，同时也感受到了社会的

温暖和关怀，让他们更加珍惜生命、关注身

体健康。

篱笆镇卫生院表示，下一步，该院将继

续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政策，加强对困难户

的健康扶贫工作，为困难户提供更好的医

疗服务和健康教育，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过

上更加幸福健康的生活。 (杨宇)

智能问诊、自动生成诊断报告、疾病风

险预测、智能健康管理……随着数字化的

推进，很多大医院看病都用上了人工智能

（AI），通过人工智能“连接”患者、医生和医

院，搭建三者的信息桥梁，解决医患信息的

不对称问题，提升就医服务水平。下面是

几家大医院的人工智能看病，各有特色。

上海九院：“AI预问诊”提供便利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简称上海九院），患者挂号后就诊前，

可以在医院微信公众号首页和推送信息，

以及线下物料扫码等多种途径进入AI预

问诊。“AI预问诊”从患者主诉出发，模拟

医生问诊思路，从既往病史（过敏史、用药

史、手术史等）多维度进行病史采集，可以

支持患者通过文字输入、语音识别、图文点

选等不同方式录入信息，还支持检验单等

资料上传和解读。患者如果遇到不了解的

医学名词，平台可以通过文字、图片等多种

形式为其解答。

患者填写完病情信息后，系统将智能

生成诊前报告，同步到医生工作站。这样

患者就诊时，医生就能快速了解患者病情，

从而进行更精准深入的问诊。预问诊不局

限于院内诊疗过程，也正在拓宽至诊后随

访或复诊，便于医生了解患者在院外的康

复和身体状况。

中山三院：全球首个慢性鼻窦炎AI医生
作为最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炎性疾病之

一，慢性鼻窦炎在我国的患病率高达8%，

有1亿多患者。

为突破鼻窦炎治疗瓶颈，中山三院联

合全国多家医院和研究院研发了一款针对

慢性鼻窦炎的人工智能病理诊断系统。这

个“AI病理医生”可以对鼻息肉的病理类

型进行精准分型，目前推出的“单视野家庭

版”准确性已经超过90%，与高年资病理科

医生水平相当，已在基层医院临床投入使

用。未来还将利用5G技术和云平台推出

更高级的“全片平台版”，使更多慢性鼻窦

炎患者获益。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实现智能化精准分诊
预检分诊是急诊临床工作的基础。通

过分诊，可迅速识别病情危重的患者，有利

于急诊医疗资源的高效调配和急危重症患

者的迅速救治，最大程度地改善患者预

后。我国预检分诊起步较晚，加之信息化

建设滞后，使得预检分诊相关工作缺乏科

学研究和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团队率先

提出规范化预检分诊的理念，研发出具有详

细分级标准、科学的急诊预检分诊系统，同

时，将智能分诊与人工分诊相结合，实现精

准分诊。自2014年上线以来，在湖北省内

外多家医院急诊科推广应用，服务百万余名

患者，提升了分诊效率、准确率及患者满意

度。同时，系统内可追溯的原始数据，也为

系统质控及临床质控提供了客观依据。

目前，基于症状的智能化预检分诊系

统已运行成熟，并在临床应用上取得令人

满意的成效。研究团队进一步研发分诊前

移软件，运用可穿戴设备，对患者的生命体

征、心电图监测分析及App设置关键问题

回答，实现患者自我急症状态评估，完善分

诊体系，实现分诊前移，为健康保驾护航。

（高嘉悦 王剑 叶美琪 郑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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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年人义诊为老年人义诊

6 月 17 日，界首市第三

人民医院组织医务人员走进

光武镇敬老院开展义诊活

动，为老年人提供测量血压、

血糖，做心电图、腹部彩超，

检查肝肾功能、血常规等多

项服务，指出夏季里老人们

饮食起居注意事项，保障养

老院的老人们健康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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