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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的画卷上奋笔挥毫
——“汉派”中医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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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武汉市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实施方
案（2023—2025年）》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介绍了武汉市
中医医院在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方面的举措和成效。

这印证着武汉市中医医院的强劲张力，医院高质量发
展的秘诀在于坚持中医药特色，秉持中医药传承，始终保持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自信、耐力和定力。从建院初期以
章真如、张介安、张家声、徐升阳为代表的一批名老中医药
专家传承至今，医院已先后开展七批国家级、三批省市级以
及三批院级师承工作，致力于妇科、脾胃肝胆病科、儿科、针
灸科等科室传承中医经典，培育出专业技术人才7千多名，
护佑百姓健康。

中医学虽然古老，但其理念并不落后。2010年医院妇
科创建了徐升阳名医传承工作室，是医院首批创建的国家
级工作室，经过五代传承培养出了武汉中医名师王克林，武
汉中青年中医名医、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黄艳辉等一批
优秀的妇科专家，她们及其团队在具有中医特色优势的不
孕症、月经病、滑胎、盆腔疼痛、卵巢早衰等疾病的诊疗方
面，不断推陈出新，制定“不孕症闭环管理诊疗体系”，建设
中医特色治疗中心的同时，联合宫腹腔镜微创中心开展多
学科诊疗，共同守护女性健康，助力“好孕”。

同一时期创建的章真如名医传承工作室，先后培养出
国家级师承导师、武汉中医名师郑翔、刘惠武等，在治疗肝
胆脾胃疾病方面尤为擅长，2012年“章真如诊疗技术”入选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脾胃病科已经建设成为国家
级重点专科，研发医院制剂消石利胆丸、保肝复功丸、乙肝
养阴丸、软肝和脾丸等历经几十年临床应用，已成为医院的

“明星产品”。
善于从古代经典医籍中寻找创新灵感，这是中医药传

承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的张介安
学术研究室，历经四代传承，培养了湖北中医名师蔡根兴、
武汉中医名师胡成群、武汉中青年中医名医蔡建新等。
2012年，“张介安中医儿科诊疗技术”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目前，儿科综合运用中药汤剂口服、中药外
敷、推拿、针灸、耳穴治疗等多种简便廉验的中医特色疗法，
在治疗小儿咳嗽、易感、积滞、厌食、抽动等方面疗效显著，
享誉江城，医院制剂健脾膏、消食合剂、麻甘止咳合剂等是
妈妈们追捧的“网红产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誉为“神针”的著名针灸专家张家
声创建了武汉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充分发掘针灸特色与优
势，形成了深厚的中医针灸文化底蕴。诊治疾病涵盖内、
外、妇、儿、骨伤、皮肤、五官、预防保健等各科，尤以针灸治
疗风湿骨关节病、颈肩腰腿痛、肥胖、失眠、面瘫、中风后遗
症等疾病疗效显著。开展有毫针、浮针、岐黄针等30余种
特色疗法。

近年来，医院更是乘势而上，引进高层次中医名师工作
室，确保中医名师在医院起到传帮带作用。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医大师张伯礼，国医大师梅国强、金世元，岐黄学者刘
清泉、王平等均在医院设立名医传承工作室；另有徐宜厚、
叶世登等12个国家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还有董
晓俊、刘惠武等8个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工作室，合力
助推专科持续发展，跑出专业学科建设“加速度”。

在传承精华中孕育“汉派”体系

近年来，武汉市中医医院围绕挖掘发挥“汉派”中医药
特色优势、擦亮“汉派”中医药文化品牌等方面持续发力，推
出“汉派膏方”“汉派骨伤”“汉派推拿”等品牌，为推动武汉
中医药强市建设打造新引擎，“汉派”中医药文化也不断“出
圈”。

“汉派膏方”驰名荆楚。针对不同人群的体质类型，经
辨证后配方制膏，一人一方，量体用药，充分体现了中医理、
法、方、药的特色。2021年，膏方制作工艺被列入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湖北省首家膏方人员培训基地
落户该院，是国家授牌的全国十六家基地之一。此外，医院
在“汉派”敷贴黑膏药的制作工艺和生产包装上不断改良和
创新，获得两项国家专利。

“汉派骨伤”独具特色。骨伤科始建于1956年，历经五
代传承，目前科室下设脊柱、关节、创伤、运动医学、小儿骨
科和中医骨伤组6个亚专科。秉承“无创—微创—开放式
手术”三阶梯治疗理念，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医骨伤诊治技
能，在沿用传统中医药特色诊疗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各类手
术，对各类骨与关节疾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2012
年，“汉派骨伤”诊疗技术获评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023年，骨伤科首次获批湖北省西医类重点专科。

现代中医医院的高质量发展，既要坚持中医药的传承，深
挖特色优势，又要利用好西医现代诊疗技术，争取用数据、用
科研让中医、中药和中医技术可复制、可推广、更好传承。

把“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作为重中之重，武汉
市中医医院着力研究阐释中医药的作用机理，系统地对一
批重点病种开展临床疗效评价研究。医院着力提高中医药
在防治心绞痛、急慢性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能力和特
色，加强疑难疾病中西医诊疗联合攻关。如在原有胸痛中
心基础上，将中医元素融入胸痛病人的院前、院中及后期康
复全流程，创建“中医版胸痛中心”并获2022年度市卫健委
中医重大科研专项，临床疗效确切，预防保健康复作用独
特，中医药在疾病治疗中的优势不断彰显。

在守正创新中孵化“汉派”特色

在练好内功的同时，武汉市中医医院也在抢抓发展机
遇，积极担当作为，发挥好区域中医医院的龙头作用，助力
武汉市中医药行业的整体发展，引领武汉市中医药服务的
技术水平共同提升。

2023年年底，武汉市中医医院汉阳院区住院综合楼项
目投入使用后，医院床位总数将达到1850张。这座大楼承
载的使命是：强势专科要做大做强，例如妇科将由一个病区
增加到三个病区，规模扩张的同时，要增加相应的诊断设
备、治疗仪器，提高整体的科研水平。特色专科要突出优

势，例如针灸科、推拿科、中医皮肤科等。短板科室要着力
填补，如增加普胸、泌尿、神经等外科科室，更好地满足辖区
及周边地区百姓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同时，武汉市中
医医院正在加快布局149亩谌家矶院区，建设周期三年，届
时将新建教学大楼、科研大楼、药学基地、中医药传承创新
基地和互联网中心，进一步完善医院功能，为打造现代化、
国际化的综合性中医医院奠定坚实基础。

顶层设计向纵深推进，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也要落微
落实。

当患者病愈走出诊室时，背后是医院拓展门诊资源，对
接知名专家一切为了患者的不变初心。武汉市中医医院先
后引进湖北中医药大学彭锐、马作峰等团队充实到名医堂
坐诊。同时，将传统的“按科就诊”模式逐步向“按病寻医”
转变，鼓励专家和专科医师增加门诊时间，在各院区合理增
加“一号难求”的名医门诊，尽可能满足患者的名医看诊需
求。

当患者感叹排队时间短，看病更便捷时，背后是医院优
化门诊布局，畅通就诊流程的不断尝试。优势科室扩大诊
疗范围，增加门诊中医适宜技术治疗室，患者治疗少跑路。
预约分时段诊疗实现以后，分时段检查治疗、诊间支付、床
旁结算等信息化流程正在加紧推进。

当病人惊诧于家门口就能感受中医适宜技术时，是医
院签订医联体协议，重点提升社区中医药服务质量的孜孜
而为。武汉市中医医院定期派专家下沉到社区去坐诊、带
教，社区选派出至少一医一护到医院来学习3个月的中医
诊疗，实现双向交流和提升。医院明星自制剂也会流通到
医联体单位，确保群众在医联体单位内能得到同质化的中
医药服务。

“1—2家中医医院的强大不能代表中医振兴，只有通过
‘大手牵小手’的行动，带动基层规范服务，让更多老百姓爱
中医、信中医、用中医，才是真正中医振兴的时候。”武汉市
中医医院院长张瑶说。这是武汉市中医医院笃定的信念，
也是无日或忘的执着，武汉市中医医院正聚力而行。

在继古开今中淬炼“汉派”标杆

适宜技术——灸疗。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带教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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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技术——“汉派骨伤”正骨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