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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肺健脾方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模型大鼠

气道炎症和气道黏液高分泌的影响

王#胜#熊玲玲#任#薇#朱春冬#李春颖#周#群

摘要#目的#观察益肺健脾方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FAK3L@F 3M01K.F1@N; O.4>3L?KC P@0;?0;

"

'HQG

#模型大鼠的防治作用"从气道炎症和气道黏液高分泌角度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采用烟熏和大鼠

气管内注入脂多糖!

4@O3O34C0?FFA?K@P;

"

:QR

#的方法建立
'HQG

模型$ 将雄性
RG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

照组!对照组#%模型组%益肺健脾方组!中药组#"每组
<

只$ 采用肺功能仪检测大鼠用力肺活量!

S3KF;P N@

"

1?4 F?O?F@1C

"

T2'

#%

"

!

#

秒用力呼气容积 !

S3KF;P ;UO@K?13KC N34.>; @L "

!

# 0;F3LP

"

T=2"

!

#

#%

T=2"

!

#JT2'

%呼气峰值流速!

O;?V ;UO@K?13KC S43D

"

Q=T

#"

W=

染色观察大鼠支气管%肺组织病理变化$

采用阿尔辛蓝$过碘酸雪夫!

-X

"

Q-R

#染色观察气道杯状细胞$ 采用
=:)R-

法检测各组大鼠支气管肺泡

灌洗液!

MK3LFA3?4N;34?K 4?N?/; S4.@P

"

X-:T

#中
):

"

%

%

):

"

#I

及
*6T

"

!

的含量$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大鼠气道中黏附分子
#

!

@L1;KF;44.4?K F;44 ?PA;0@3L >34;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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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因子
"X

!

L.F4;?K S?F13K

"

"M

"

6T

"

"X

#%黏蛋白
$-'

!

>.F@L $-'

"

,.F$-'

#和
*344

样受体
Y

!

*344

"

4@V; K;F;O13K Y

"

*:ZY

#蛋白的表

达$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Q'Z

!

K;?4

"

1@>; [.?L1@1?1@N; Q'Z

"

K;?4

"

1@>; [Q'Z

#检测支气管肺组织中

,.F$-'

和
*:ZY >Z6-

的表达$ 结果#模型组大鼠支气管%肺组织改变符合
'HQG

病理表现$ 与模型

组比较"中药组肺损伤程度减轻$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T2'

%

T=2"

!

#

%

T=2"

!

#JT2'

%

Q=T

降低

!

Q \"

!

"#

#"

X-:T

中
):

"

%

%

):

"

#I

和
*6T

"

!

含量升高!

Q \"

!

"#

#"支气管肺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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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T

"

"X

%

,.F$-'

蛋白%

*:ZY

蛋白%

,.F$-' >Z6-

及
*:ZY >Z6-

表达水平升高!

Q \"

!

"#

#$ 与模型组比较"中药组
T2'

%

T=2"

!

#

%

T=2"

!

#JT2'

%

Q=T

升高!

Q \"

!

"#

"

Q \"

!

"$

#"其余各指标均降低!

Q \"

!

"#

"

Q \"

!

"$

#$ 结论#益

肺健脾方可降低
'HQG

模型大鼠
X-:T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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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I

%

*6T

"

!

水平"抑制气道和肺组织内
)'-,

"

#

%

6T

"

"X

%

,.F$-'

和
*:ZY

蛋白的表达"通过减轻气道炎症和气道黏液高分泌作用达到防治
'HQG

目的$

关键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益肺健脾方&气道炎症&气道黏液高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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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FAK3L@F 3M01K.F1@N; O.4

"

>3L?KC P@0;?0;

!

'HQG

%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气

道炎症是其主要病变特征' 近年来!气道黏液高分泌

机制在其发病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本课题组既

往研究发现!益肺健脾方能显著减轻
'HQG

气道炎症

反应!改善呼吸功能(

#

$

&

)

' 为此!本研究拟从气道炎症

和气道黏液高分泌角度!进一步探讨益肺健脾方防治

'HQG

的作用机制'

材料与方法

#

#实验动物#清洁级雄性
RG

大鼠
#%

只!

<

%

%

周龄!体质量$

!""

&

!"

%

/

!由安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

管理中心提供!许可证号#

R'_7

$苏%

!""9

$

"""!

!均

饲养在温度
#< c!Y

'

#! A

光照清洁的饲养室内!自

由饮水!进食标准大鼠饲料!适应性饲养
I

天'

!

#主要药物*试剂及仪器#益肺健脾方药物组

成#黄芪
&" /

#党参
#$ /

#茯苓
#$ /

#白术
#$ /

防风
#" /

#陈皮
#" /

#半夏
#$ /

#地龙
% /

#甘草

#" /

#款冬花
#" /

!由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药房提供' 以上生药加
#"

倍水!煎煮
# A

后将药液

倒出!将剩余药渣再加入
%

倍水!煎煮
Y" >@L

后倒出

药液!将两次药液混合熬制并浓缩至含生药量

!

!

& /J>:

'脂多糖 $

4@O3O34C0?FFA?K@P;

!

:QR

%及焦

碳酸二乙酯$

P@;1AC4OCK3F?KM3L?1;

!

G=Q'

%由美国

R@/>?

公司提供&

=:)R-

检测试剂盒购自上海源叶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批号#

=

"

&"$%#

!

=

"

&"YI9

!

=

"

&"<&&

&大鼠核因子"

"X

$

L.F4;?K S?F13K "X

!

6T

"

"X

%

单克隆抗体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

号#

="9#!

& 大 鼠 黏 蛋 白
$-'

$

>.F@L $-'

!

,.F$-'

%单克隆抗体购自北京高信泰格贸易有限公

司!批号#

&&!#!%

&兔抗大鼠细胞间黏附分子
#

$

?PA;

"

0@3L >34;F.4;0 #

!

)'-,

"

#

%*

*344

样受体
Y

$

*344

"

4@V;

K;F;O13K Y

!

*:ZY

%多克隆抗体购自博奥森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批号#

]R:]!<+

!

#&"$#I+

&免疫组化检测

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批号#

#&&&"%-

&

*Z)B34

试剂购自美国
)LN@1K3/;L

公司&逆

转录试剂盒购自美国
*A;K>3

公司'

ZR=&"!"

动物

肺功能仪器购自北京贝兰博科技有限公司!

-X)!I!"

型普通
Q'Z

仪购自美国
-X)

公司!

G]]

"

<X

型稳压

稳流电泳仪购自北京六一仪器厂!荧光定量
Q'Z

仪

购自美国
*A;K>3

公司!

(+&"!#WZ

型高速冷冻离心

机购自安徽嘉文科技有限公司'

&

#动物分组*模型制备及干预方法#将大鼠按随

机数字表分为空白对照组$对照组%*模型组*益肺健

脾方组$中药组%!每组
<

只' 参照熊玲玲等(

Y

)方法建

立大鼠
'HQG

模型!造模及干预共
$<

天!整个实验期

间对照组和模型组大鼠用生理盐水每日
#

次

# >:J#"" /

灌胃&中药组用所配中药溶液每日
#

次

# >:J#"" /

灌胃!剂量相当于临床用量
#"

倍' 分别

于实验开始第
!9

天和第
Y!

天用
<d

水合氯醛

"

!

$ >:J#"" /

腹腔注射麻醉大鼠!将静脉套管针快速

插入大鼠气管注入
:QR !"" #/J!"" #:

!第
&"

天至

第
$<

天$第
Y!

天除外%每日上午将大鼠置于密封的

# >

& 烟室中!持续吸入香烟烟雾$滁州烟卷厂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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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三环牌香烟!焦油量
#9 >/

!尼古丁
#

!

! >/

%

&" >@L

!

#$

支
J

次!

#

次
J

天!对照组除外' 除烟熏时间

外!所有大鼠均在相同环境下饲养'

Y

#检测指标及方法#实验第
$I

天行肺功能测

试*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MK3LFA3?4N;34?K 4?N?/; S4.

"

@P

!

X-:T

%及肺组织标本的留取'

Y

!

#

#大鼠肺功能测试#将大鼠分组麻醉后固定

在老鼠板上!切开其颈部皮肤!钝性分离皮下组织及胸

骨舌骨肌!暴露气管!在气管软骨间环形剪开一小切口!

从切口插入连接有三通开关的气管插管!在切口下方用

缝合线将气管和插管结扎紧密!插管另一端与动物呼吸

机相连' 测定用力肺活量 $

S3KF;P N@1?4 F?O?F@1C

!

T2'

%*

"

!

#

秒用力呼气容积$

S3KF;P ;UO@K?13KC N34

"

.>; @L "

!

# 0;F3LP

!

T=2"

!

#

%*

T=2"

!

#JT2'

*呼气峰

值流速$

O;?V ;UO@K?13KC S43D

!

Q=T

%'

Y

!

!

#大鼠肺组织病理学检查#大鼠测定肺功能

后!将其胸腔打开!先用血管钳结扎左肺门处!之后切

下两叶左肺!立即装入冻存管中备用(实时荧光定量

Q'Z

$

K;?4

"

1@>; [.?L1@1?1@N; Q'Z

!

K;?4

"

1@>;

[Q'Z

%所用标本)' 将灌胃针头从切口处插入气管!

用一次性注射针管抽吸
Y >:

生理盐水!连接灌胃针

头!将生理盐水注入气管!抽吸注入
$

次后回收

X-:T

!反复进行
&

次!共回收
X-:T

约
I >:

!

# $"" K J>@L

离心
#$ >@L

!取上清液 $

!"

'保存备

用' 用干棉球蘸干肺部血迹!取出右肺用
#"d

甲醛固

定!常规石蜡包埋*切片$

$ #>

%*

W=

染色*糖原染色!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观察肺组织病理改变'

Y

!

&

#大鼠
X-:T

中细胞因子含量测定#用

=:)R-

法检测各组大鼠
X-:T

上清液细胞因子$

):

"

%

*

):

"

#I

*

*6T

"

!

%含量!操作步骤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进行'

Y

!

Y

#大鼠肺组织中
)'-,

"

#

*

6T

"

"X

*

,.F$-'

和
*:ZY

蛋白表达水平检测#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各组大鼠肺组织中
)'-,

"

#

*

6T

"

"X

*

,.F$-'

和

*:ZY

蛋白表达水平' 取大鼠右下肺组织切片!按照

免疫组化试剂盒说明!一抗浓度均为
#

(

#""

!

Y

'冰箱

过夜后!滴加二抗!

&I

'孵育
#$ >@L

'

G-X

显色!磷

酸盐缓冲液反复冲洗!苏木精复染!常规脱水*透明*封

片镜检!阳染细胞可呈淡黄色*黄色*棕黄色!用

(G%"#G

捷达科技形态学图像分析软件测定各组阳性

细胞平均光密度值'

Y

!

$

#

Z;?4

"

*@>; [Q'Z

检测
,.F$-' >Z6-

和
*:ZY >Z6-

表达#取肺组织约
#"" >/

!用
*Z

"

)B34

提取组织总
Z6-

!按照逆转录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逆转录合成
FG6-

' 在
#" #:

反应体系中!加入
!

)

R]XZ ^K;;L >@U1.K; $ #:

*

#" #>34J:

的上下游引

物各
# #:

*模板
G6-# #:

*双蒸水
! #:

' 反应条件如

下#

9$

'

$ >@L

*

9$

'

#" 0

*

<"

'

&" 0

!

Y"

个循环'

,.F$-'

上游引物#

$

*"

--*^^'*-''*^--^^*^

"

^*^^

"

&

*!下游引物#

$

*"

---'*'^'*^^-* *'*^

"

^-'*^

"

&

*&

*:ZY

上游引物#

$

*"

--'-*^-^*'-

"

'--'--''*-'

"

&

*!下游引物#

$

*"

*-**'-'-*-*

"

-'--^'--'-^

"

&

*&

^-QGW

上 游 引 物#

$

*"

'--'^^^---''' -*'-''-

"

&

*!下游引物#

$

*"

-'^''-^*-^-'*''-'^-'-*

"

&

*' 实验结果包

括扩增曲线*熔解曲线以及相对表达量' 采用
!

$

!!'1

法由计算机自动计算并读出定量结果!进行相对定量

分析'

$

#统计学方法#采用
RQRR #I

!

"

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数据以
U

&

0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

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RG

"

1

检验!

Q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各组大鼠
T2'

*

T=2"

!

#

*

T=2"

!

#JT2'

及

Q=T

比较 $表
#

%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T2'

*

T=2"

!

#

*

T=2"

!

#JT2'

*

Q=T

降低$

Q \ "

!

"#

%' 与模

型组比较!中药组各指标升高$

Q \"

!

"#

!

Q \"

!

"$

%'

表
#

#各组大鼠
T2'

*

T=2"

!

#

*

T=2"

!

#JT2'

及

Q=T

比较#$

U

&

0

%

组别
L

T2'

$

>:

%

T=2"

+

#

$

>:

%

T=2"

+

#JT2'

$

d

%

Q=T

$

:J>@L

%

对照
<

I

+

$&

&

"

+

%%

""

Y

+

Y<

&

"

+

#!

""

<&

+

"

&

#

+

I

""

&#

+

Y

&

#

+

$

""

模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药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9

"

!$

+

&

&

!

+

Y

""

##注#与模型组比较!

"

Q

,

"

+

"$

!

""

Q

,

"

+

"#

!

#各组大鼠支气管组织病理学比较$图
#

*

!

%

W=

染色结果#对照组大鼠支气管壁未见增厚!黏膜

下未见炎性细胞浸润!肺泡结构完整!纤毛未见脱

落&模型组大鼠支气管腔*管壁及血管周围均有多种

炎性细胞浸润!以中性粒细胞为主!上皮细胞大量脱

落!纤毛倒伏*脱落明显!气管壁增厚明显!管腔狭

窄!肺泡壁变薄!大量融合形成大疱&中药组大鼠气

管腔可见局部轻度变形!管壁轻度增厚!上皮细胞少

量脱落!部分纤毛倒伏!脱落不明显!部分肺泡融合!

可见少量以淋巴细胞为主的炎性细胞浸润'

-X

"

Q-R

染色结果#对照组大鼠支气管未见杯状细胞&模

型组大鼠支气管可见杯状细胞增生!并分泌较多黏

液&中药组杯状细胞增生不明显!与模型组比较!杯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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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为对照组&

X

为模型组&

'

为中药组&箭头所指为阳性区域&下图同

图
#

#各组大鼠支气管组织
W=

染色结果#$ )

#""

%

图
!

#各组大鼠支气管组织
-X

"

Q-R

染色结果#$ )

!""

%

细胞数量明显减少'

&

#各组大鼠
X-:T

中
):

"

%

*

):

"

#I

*

*6T

"

!

含量比

较$表
!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X-:T

中
):

"

%

*

):

"

#I

*

*6T

"

!

含量升高$

Q \ "

!

"#

%' 与模型组比较!

中药组各指标降低$

Q \"

!

"#

%'

表
!

#各组大鼠
X-:T

中
):

"

%

*

):

"

#I

*

*6T

"

!

含量比较#$

L/J:

!

U

&

0

%

组别
L ):

"

%

#

):

"

#I *6T

"

!

对照
<

&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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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9

"

#!%

&

9

"

模型
< <"$

&

Y9 %9

+

9

&

<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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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
<

$Y"

&

#<

"

I$

+

9

&

!

+

I

"

#<$

&

&

"

##注#与模型组比较!

"

Q

,

"

+

"#

##

Y

#各组大鼠支气管肺组织
)'-,

"

#

*

6T

"

"X

*

,.F$-'

*

*:ZY

蛋白表达水平比较$表
&

!图
&

$

<

%#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支气管肺组织中
)'-,

"

#

*

6T

"

"X

*

,.F$-'

和
*:ZY

蛋白表达水平升高$

Q \

"

!

"#

%' 与模型组比较!中药组各指标降低$

Q \"

!

"#

%'

表
&

#各组大鼠支气管肺组织
)'-,

"

#

*

6T

"

"X

*

,.F$-'

*

*:ZY

蛋白表达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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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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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图
&

#大鼠支气管肺组织
)'-,

"

#

蛋白表达#$

W=

! )

!""

%

图
Y

#大鼠支气管肺组织
6T

"

"X

蛋白表达#$

W=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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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大鼠支气管肺组织
,.F$-'

蛋白表达#$

W=

! )

!""

%

图
<

#大鼠支气管肺组织
*:ZY

蛋白表达#$

W=

! )

!""

%

##

$

#各组大鼠支气管肺组织
,.F$-'

*

*:ZY>

Z6-

表达比较$表
Y

!图
I

*

%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

组 大 鼠
,.F$-'

*

*:ZY >Z6-

表 达 升 高

$

Q \"

!

"#

%'与模型组比较! 中药组各指标降低

$

Q \"

!

"$

%'

表
Y

#各组大鼠支气管肺组织
,.F$-'

*

*:ZY >Z6-

表达比较#$

U

&

0

%

组别
L ,.F$-' >Z6- *:ZY >Z6-

对照
<

#

+

""

&

"

+

#$

""

#

+

""

&

"

+

#$

""

模型
< !

+

&"

&

"

+

9$ !

+

!I

&

"

+

9I

中药
<

#

+

$%

&

"

+

Y"

"

#

+

<&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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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模型组比较!

"

Q

,

"

+

"$

!

""

Q

,

"

+

"#

讨##论

'HQG

属中医学+咳嗽*喘证*肺胀,等范畴' 研

究认为!

'HQG

的病程是肺气虚---脾气虚---肾气

虚---阴阳两虚的过程!其中脾气虚是重要的转折点!

肺脾气虚是其病程发展的关键阶段(

#

)

' 临床研究表

明!益肺健脾方治疗稳定期
'HQG

患者!具有减轻临

床症状!减少急性加重发作频率!改善呼吸功能!提高

生活质量等作用(

$

$

I

)

' 药理研究亦表明!益肺健脾方

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抗变态反应*抗菌抗病毒*抗

纤维化*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等功效(

%

)

' 动物实验亦

证实!益肺健脾方能减轻
'HQG

模型大鼠气道炎症和

##注#

-

为
$

"

?F1@L

&

X

为
,.F$-'

&

'

为
*:ZY

&下图同

图
I

#大鼠支气管肺组织
,.F$-'

及
*:ZY

熔解曲线

图
%

#大鼠支气管肺组织
,.F$-'

及
*:ZY

扩增曲线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 !"#$

!

2345 &$

!

63

!

%

病理损伤!改善肺功能和营养状态!具有镇咳*祛痰

和平喘的作用(

9

!

#"

)

' 为此!本研究以益肺健脾!兼顾

止咳*化痰*祛瘀立法!采用玉屏风散合六君子汤化

裁治疗
'HQG

' 方中黄芪*白术*防风益肺固表!党

参*茯苓健脾益气!陈皮*半夏*款冬花化痰止咳平

喘!地龙宣肺涤痰*解痉活络!甘草调和诸药' 既往

的临床研究发现!该方能显著减轻
'HQG

气道炎症

反应!改善呼吸功能(

#

$

&

)

' 本实验观察到模型组大

鼠支气管壁及血管周围均有多种炎性细胞浸润!以

中性粒细胞为主!上皮细胞大量脱落!纤毛倒伏*脱

落明显!气管壁断裂*增厚明显!可见大量杯状细胞

增生及黏液分泌!管腔狭窄!肺泡壁变薄!大量融合

形成大疱!肺功能检测呈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中

药组大鼠支气管和肺泡病理损害明显减轻!各项肺

功能参数较模型组显著升高!肺功能得到明显改善'

以上从病理形态和肺功能两方面证明
'HQG

模型制

备成功!并证实了益肺健脾方对
'HQG

具有的防治

作用'

近年来!有关细胞因子与黏附分子与
'HQG

相关

性研究颇多!

6T

"

"X

*

):

"

%

*

):

"

#I

*

*6T

"

!

与
)'-,

"

#

在
'HQG

发生发展中有一定作用(

##

$

#Y

)

' 本实验观察

到模型组大鼠
X-:T

中
):

"

%

*

):

"

#I

*

*6T

"

!

含量及支

气管肺组织中
)'-,

"

#

*

6T

"

"X

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

组!与模型组比较!中药组上述指标均明显降低!说明

益肺健脾方可能通过抑制
6T

"

"X

活性使下游信号转

导通路失活!导致
)'-,

"

#

*

):

"

%

*

):

"

#I

*

*6T

"

!

等炎性

介质减少' 可见!益肺健脾方能显著改善
'HQG

模型

大鼠的气道炎症'

研究发现
'HQG

患者
X-:T

中
*:ZY

和人防御

素
!

的表达和中性粒细胞的数量均增加(

#$

)

'

'A;L :

等(

#<

)研究显示
:QR

刺激兔子气道后!

*:ZY

和

,.F$-'

浓度增加!地塞米松能抑制其表达!说明

*:ZY

参与气道黏液高分泌'

6@; ]'

等(

#I

)实验结果

显示
,.F$-'

高分泌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O@P;K

"

>?4 /K3D1A S?F13K K;F;O13K

!

=^TZ

% $激活蛋白$

#

$

?F1@N?13K OK31;@L

"

#

!

-Q

"

#

%

J6T

"

"X

和
*:ZY

"

-Q

"

#J

6T

"

"X

信号转导通路相关' 本实验观察到模型组大

鼠支气管肺组织中
,.F$-'

*

*:ZY

表达水平及

,.F$-' >Z6-

和
*:ZY >Z6-

的表达含量均升

高!中药组上述指标均降低!说明益肺健脾方对
'HQG

模型大鼠气道黏液高分泌有治疗作用'

总之!本研究结果表明!益肺健脾方能减轻
'HQG

模型大鼠病理损害!改善大鼠肺功能!降低
X-:T

中炎

性细胞因子
):

"

%

*

):

"

#I

*

*6T

"

!

水平!减少
)'-,

"

#

*

6T

"

"X

*

*:ZY

和
,.F$-'

的表达!益肺健脾方不仅

能减轻气道炎症!还具有抑制气道黏液高分泌的作用!

为临床使用益肺健脾方防治
'HQG

提供了部分实验

依据' 鉴于在文献中未能检索出经典的
'HQG

肺脾

两虚证动物模型!并考虑到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复杂

性和争议性!本研究未进行二次造模来研究益肺健脾

方对
'HQG

的防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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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

中医药标准是衡量中医药学科成熟度%体现中医药学术发展和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并且在促进学术进步%推动

创新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医药标准的研究制定%实施%修订%再实施%再修订的不断循环的过程"就是中医药

继承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 为了能将中医药成果完整的保存"并发扬光大"能够使其得到系统%完整传承"科学发展和

充分发挥"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将中医药成果以标准的形式呈现并推广$

'中医药标准化发展规划!

!""< e !"#"

年#(中着重提出"要围绕推进中医药依法行政"规范行业管理"重点开展

中医医疗人员%机构%技术的准入和资格资质标准的制修订&围绕提升中医医疗机构建设和服务管理水平"促进基础条

件和就医环境改善"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建设与质量管理标准制修订&加快中医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监测系统管理标准制

定"提高对中医医疗质量监测和统计分析水平$ 标准化是规范中医药行业管理的必要手段"是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促

进内部管理制度完善"落实机构监管主体责任"建立规范的行业评价制度"提供优质有效的公共服务的必要手段$

通过系统总结安全有效的中医临床诊疗经验和方法"形成最佳诊疗方案"建立中医药技术标准体系"可以克服传

统中医医疗服务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全面提高临床中医药工作者的整体医疗技术水平"促进中医诊疗活动更加规范"

稳定和提升中医药诊疗效果"确保患者的安全"维护患者的利益$

通过医疗技术监督以及机构运行管理"提高中医药机构和人员的资质"强化质量管理"改善和提高服务设施水平&

通过教学培训"设定标准相关的机构以及人员"有利于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通过科学研究"将中医药成果推广并应

用到临床"使中医药为更多人群提供健康服务$ 只有用标准化来承载中医药的理论"规范医疗纪律"并将中医药的精

华固定下来"中医药才能够拥有巨大的创新潜力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将中医理论和技术特色形成一套适合于现

代的理论诊疗体系"才能展现出新时代中医药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中医药已经传播到
#<"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与发展"也增强了对中医药市场监管%技术

规范等的需求"中医药标准化的呼声日益高涨$ 标准作为现代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正成为推动中医药传播的强大力

量$ 中医药目前在很多国家尚无专门的法律约束及管理"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极大影响了中医药的国际声誉"限

制了中医药国际化传播$ 中医药标准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作为中医药创始国"我们应该依据中医药的特点和规律"主导制定中医药国际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完善

的体系"让世界中医药与中国标准接轨$ 标准化是促进中医药国际传播的迫切需要"它不仅有利于规范国外中医药医

疗%教育%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最大程度维护我国中医药产业利益"而且还有利于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和认同"

促进中医药进入世界主流医学体系"更好地为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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