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医馆里有大咖 服务“真香”被点赞

家门口感受中医服务零距离

老传统碰上黑科技
小医馆里有大咖

在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

红 石 板 社 区 ，有 一 座 数 字 中 医

馆。传统中医和现代黑科技在这

里邂逅，让这座小小的社区中医

馆插上“数智”翅膀。

第一个黑科技就是大厅内的

中医智能驾驶舱。前来就诊的居

民站上智能体重秤，根据语音提

示 ，双 手 握 住 屏 幕 两 侧 金 属 把

手，点击确认按钮，就能轻松完

成诊前采集。系统会根据采集到

的 健 康 数 据 ，结 合 中 医 体 质 辨

识 ，生 成 专 属 健 康 画 像 。 就 诊

中，医生可以根据健康画像，为

辖区居民开具健康处方，制定更

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

这座中医馆还有一个会开药

方的系统。只要输入患者的症状

和诊断，它就会自动开出一张中

药方子。

红石板数字中医馆驻点医生

张平说，这个智能辅助开方系统

生成的方子，既有古代方剂，也

有现代经方，大都是经典的传统

中药药方。接诊医生可以在经典

药方的基础上增减药材和剂量，

确保对症下药。

中医问诊需要常年的经验累

积，社区中医馆中大多是年轻中

医师。功效相近的中药在开方时

如何选择，每味中药的剂量该如

何 把 握 ，是 让 大 家 最 头 疼 的 问

题 ，有 了 这 个 智 能 开 方 辅 助 系

统，就像身边多了一位助手，许

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名中医搭配新生代
好医生是硬道理

好医生是医院的“硬通货”，

也是基层医疗机构与大医院最重

要的差距。近年来，杭州市各社

区中医馆一边引进名老中医坐

诊，一边积极积极培养中坚力量，

不断壮大基层中医人才队伍。

现在，平日里一号难求的国

家级名中医定期在家门口的社区

中医馆坐诊。拱墅区大运河国医

馆内，被风湿病困扰多年金大伯

望着眼前的名老中医范永升充满

了信任感。

“社区中医馆不但把专家请

到家门口，还不需要专家费。”金

大伯开心地竖起大拇指。

除了一线坐诊，中医大咖们

还承担着学术传承的重担。拱墅

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特地选拔6名优秀学徒，师承范永

升、姚新苗两位国家级专家，通过

以老带新方式推进全区中医药人

才培养。

基层的磨砺加上良好的学术

氛围，推动社区中医馆的中生代

医生迅速成长。在文晖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诸国庆中医师对

腰腿痛、强制性脊柱炎等疾病有

着独特的治疗方法，被杭州市总

工会评为先进操作法；冯喆医师

参与的杠杆定位手法治疗腰椎间

盘突出症的技术创新及临床规范

化应用，获得浙江省科学进步二

等奖。在四季青街道社区中医

馆，有在编医师50人，硕士以上学

历超过20人。经过打磨、锻炼，有

3 名医生成长为省（市）级名中

医。正如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汪泉所说，让百姓就诊更安心，好

医生是硬道理。

服务“真香”被点赞
诊室门口排长龙

社区中医馆什么样？

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年 2
月发布的新标准，使用面积不低于

300 平方米，设立 3 个以上中医诊

室（含治未病室），2 个以上中医治

疗室；配备 10 种以上中医诊疗和

康复设备；装修装饰体现中医药特

色，形成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满足保护患者隐私、无障碍设计要

求。

2009年，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

社区中医馆挂牌成立，开启浙江先

河。

随后，这股扎根最基层的中医

诊疗力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

为普及中医药服务、完善分级诊疗

机制的关键一环，家门口看中医在

杭州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中医院就在家门口到底有多

方便？体验过的老年人最有发言

权。

社区中医馆有多受欢迎？医

生诊室外排起的长龙是最好的证

明。

以前到大医院看中医，路上交

通、排队、问诊要花上大半天，如今

只要步行 5 分钟，和医生打个招呼

就能成功预约。杭州市文晖街道

的李大爷为此点赞。

中药饮片、骨伤治疗，针灸、拔

罐、推拿⋯⋯大医院里有的专业诊

疗，在这里一个不落。

王阿姨是四季青街道社区中

医馆（杭州市上城区中医院新城院

区）的忠实粉丝，她所有的问诊需

求几乎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

“我们和医生成了老朋友，社

区医生更加了解我们的健康状况

和生活习惯，问诊的时候更细致、

更温柔。”许大伯说，医生贴心周到

的服务让他们这些老年人印象深

刻。

便捷、专业、贴心，优质的社区

中医诊疗服务让老百姓趋之若

鹜。

杭州市四季青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汪泉介绍，2022 年，

该服务中心全年中医门诊接诊超

11 万人次，占比超过门诊量的 1/
3。问诊人群超过一半都是老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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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乐雨

年龄大了，老慢
病缠身，中医调理很
有效，但每个月去大
医院定期复查、调药
太麻烦。

什么时候大家
都能享受到家门口
的中医诊疗服务？

2022 年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十
四五”中医药发展规
划》划出时间线：到
2025 年，我国将实
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乡镇卫生院中
医馆全覆盖，完善融
预防保健、疾病治疗
和康复于一体的中
医药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