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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突显中医特色和优势为导向 建设研究型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马世玉$郭力恒$韩$云$李$健$张敏州

摘要$作为全国规模最大中医院的研究型专科"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坚持临床医疗与科研互动的

发展模式"以急性心肌梗死和脓毒症中西医结合防治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为突破点"探索中医治疗改善相关疾

病预后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问题"近
&

年专科相继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重症医学重点专科协作组

总负责单位#国家卫计委重点临床专科和广州市重点实验室建设单位"实现了在临床医疗#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功能的提升$

关键词$研究型医院%重症医学%临床研究%科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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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是医院树立品牌形象!增

强医院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

(

) 近
$

年来!

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以突显中医特色和优势研究

为导向!将独立不久成为医学二级学科的普通专科发

展为国家卫计委重点临床专科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

国重症医学重点专科协作组总负责单位!所属实验室

也成为广州市重点实验室!实现了专科在临床医疗*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的提升!有力推动了

医院建设研究型医院的战略)

#

$建设研究型国家临床专科的探索之路和取得

的主要成绩

重症医学科前身是重症监护室$

0=J7=I0R7 D</7

@=0J

!

)'T

%!于
!""8

年方成为与内外科并列的独立二

级学科) 广东省中医院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医院!

于
#HH8

年成立
)'T

!

!"#"

年设立重症医学科!以心*

肺重症为主攻病种) 创科之初!专科就确立了紧紧围

绕医院和广东省+中医强院强省,战略发展目标!基于

中西医优势互补!临床诊疗和研究并重!服务患者和培

养人才相结合的建科之路!瞄准国内外重症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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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以急性心肌梗死$

-,)

%和脓毒症中西医结合防

治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为突破点!探索中医治疗改善相

关疾病预后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问题!力争站在本

专科领域学术的制高点!将专科建成国内领先的中西

医结合重症医学诊疗中心和研究基地'

!

(

)

作为全国中医系统最早建立的综合性重症医学

科!广东省中医院重症专科从最初的
#&

张病床发展

为拥有
%

个病区!

6%

张床位!专科设备总值
6 $""

万

元!年救治重症患者超过
! 6""

人次)

!"#"

年重症专

科成为首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

主委单位!

!"##

年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起草制

定-中医医院重症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 $

!"#!

年

正式颁发%!同年被评为广东省重点临床专科$全省综

合排名第
!

%!

!"#!

年专科成为国家+十二五,中医重

症医学重点专科全国协作组总负责单位!

!"#%

年

6

月!重症专科成为国家卫计委重点临床专科培育单

位) 专科设有全国中医系统唯一的重症医学实验室!

现有专职科研人员
&

名!实验设备
# """

万元!

!"#%

年
##

月实验室入选广州市重点实验室建设单位) 现

重症医学科共承担科技部+

H9&

,专项子课题
#

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6

项!省部级课题
#$

项!厅局级课题

#!

项!企业横向课题
6

项!在研经费
# #""

多万元!发

表
N')

论文
#H

篇!单篇影响因子最高为
#8

!

H9

!出版

专著
&

部!获新药发明专利
#

项!获省部级成果奖励

#$

项)

!"#&

年
%

月陈可冀院士在实地考察专科建设

并听取工作汇报后!用+重心南下*异军突出,

8

个字高

度肯定了重症医学科取得的成绩)

!

$以发挥中医优势为导向!建设临床与科研互动

的临床重点专科

重症医学科始终坚持临床医疗与科研互动的发

展模式!作为全国规模最大中医院的研究型专科!科

主任张敏州教授认为在提高疗效服务患者方面!科

研和临床诊疗具有高度一致性!在人才培养方面!只

有经过严谨的科研思维训练和循证医学实践经验!

才具备解决复杂多变的临床问题并将临床问题变为

科研思路的能力) 张敏州主任提出临床诊疗的过程

也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在科内推行临床医护小组和

科研小组一体化!参照西医严谨的医疗质量管理标

准!采用循证临床实践方法!不断比较*凝练中西医

治疗的结合点和中医优势!从临证科研实践中产生

循证新证据和新思路!推动临床和科研协同并进!走

自身特色的强科之路'

&

(

)

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围绕
-,)

和冠心病等

临床常见和重大心血管疾病!率先在国内开展
-,)

中

医证候分型和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研究 $

!""%

年%

'

%

(

!按照循证医学研究方法!通过全国
$!%

例冠脉

造影的中医证候对比!发现南方冠心病和
-,)

患者气

虚*血瘀证型明显多于北方!进一步临床研究发现!对

冠心病和
-,)

患者采用介入治疗$

X')

%术后!联合中

医益气祛瘀通络治法!能明显减少主要心血管事件发

生率 $

!

!

6_ RI $

!

H_

%!患者平均住院费用降低

% 8!"

元) 上述证候和临床路径研究先后发表在
!"#!

年-循证补充与替代医学. $

:R0M7=D7

#

Y<I7M '3;

#

.17;7=J</C <=M -1J7/=<J0R7 ,7M0D0=7

!

7'-,

%杂志

$

)^ `%

!

99%

%)

!"#!

年以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

礼院士为首的专家组鉴定认为
-,)

中医临床路径的

研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综合效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年-真心痛$急性心肌梗死再灌注后%中医临床

路径.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临床路径之一!通

过多个国家级二级学会和协作医院的多中心研究和推

广应用!均能显著降低
-,)

患者病死率!改善预后)

!"#%

年
%

月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中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张敏州和中华医学会心

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霍勇等联合发起的-急性心肌

梗死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在第
#$

届南方国际

心血管学术会发布'

6

(

!首次明确了中医治疗
-,)

等的

诊治策略!为整个中医行业
-,)

的规范化治疗起到了

示范和推广作用)

&

$以+中医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实现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的可持续发展

要实现研究型专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创新为

驱动!作为以+中医,立院的研究型专科!除传承名老

中医学术经验!动态跟踪和把握现代医学的最前沿

外'

$

(

!重症医学团队不断探寻临床和基础研究*中西

医结合治疗的+聚焦点,!以显示中医优势作为创新出

发点!开展协同攻关) 以
-,)

为例!以往很多研究证

实即使
-,)

患者冠脉大血管再通后!仍有近
&"_

的

患者心肌组织不能获得真正血液灌注!而+活血化瘀,

药在改善心肌组织灌注*心肌梗死二级预防方面具有

优势'

9

(

!特别是对不能耐受抗凝抗血小板聚集治疗的

心肌梗死患者!更发挥独特作用) 但单用+活血化瘀,

药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涵盖心肌梗死和+真心痛,本虚

标实的核心本质!久用有破血动血*耗伤正气之虞) 重

症医学科研究团队以陈可冀院士+血瘀证,理论和国

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心脾相关,学术思想为指导!结合

多年的临证经验!研制了针对性护心通脉方药通冠胶

囊!多中心临床研究表明!通冠胶囊改善
-,)

和急性

冠脉综合征患者
X')

术后方面有明显优效性!其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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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世界最高龄心肌梗死
X')

术后
##"

岁老人并随

访
$

年的病例报道发表在
)=J ( '</M031

$

)^ `

$

!

#96

%

'

8

(

!通冠胶囊的基础研究也发表在
:\. '711

L7I

和
7'-,

'

H

(

) 迄今为止!以通冠胶囊为研究对

象!获省部级以上课题
#%

项!发表核心论文
%8

篇!相

关
N')

论文
##

篇!专利
#

项!省市级以上成果
H

项)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国家重点临床专科

的创建固然是多年累积的过程!以建设研究型专科为

抓手!实现专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关键) 重症

医学科为形成心肌梗死的临床和研究的合力!在发展

战略上统筹规划专科发展与外部需求*临床医疗与科

研组织*资源配置和团队建设'

#"

(

) 在临床专科建立起

包括国际一流的西门子大型
'

臂血管造影
a

线机*冠

脉旋磨仪*冠脉血管内超声*多导电生理仪等成套设备

及
'10=J/0<1

*,临床数据管理系统!科研实验室设立心

脏电生理实验间*机能学实验间*细胞培养室*小动物

超高分辨率超声仪*动物
)'T

室等较为齐备的心血管

专业实验室!搭建了国内一流的临床和基础创新研究

平台!在人才培养方面!培养校级千百十人才
6

名!专

科主任护长
#6

名!科室年轻骨干
#

人获广州市+菁英

计划,资助留学!

#

人获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

&

人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经过近
6

年的建设!临

床专科固定资产增长
!

倍!实验室设备资产增长
$

倍!

引进和培养博士*博士后
8

名!临床专科和实验室均得

到国家财政重点资助!

!"#%

年下半年获科技部

+

H9&

,专项子课题
#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项!基本

实现了专科条件建设*临床诊疗*创新研究*人才培养

和实验室建设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

$总结与展望

重症医学科作为医院救护水平和整体医疗实力重

要标志的前沿学科和新兴学科'

##

(

!其科研实力和学术

影响力远落后于临床发展水平!

!"#%

年影响因子最

高的杂志
'/0J '</7 ,7M

为
$

!

#%9

!而同期心血管领

域最高影响因子杂志
(-''

是
#6

!

&%&

!提高重症科

研水平是今后长时间的紧迫任务) 在临床大数据*中

医药研究规范化*国际化时代!要实现中医重症专科的

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做到中西合璧*兼收并蓄*与时俱

进!而推行科研和临床一体化发展是实现中医强科的

可行性路径'

#!

(

) 作为国家卫计委临床重点专科*国家

中管局重点专科总负责单位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不

仅应成为研究并制定中医临床诊疗共识或指南的引领

者!更承载着规范和推广中医行业临床诊疗路径*培育

中医薪火传人的社会使命!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

为建成国内一流*临床与科研相结合的中医特色专科!

建成临床诊疗和社会服务的示范基地*医学科技创新

和人才培养的+孵化基地,而持续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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