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普安路”重现荣光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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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医药条例》实施以来，申城

实施创新驱动，着力提升中医药传承创新

能力——

■ 加强中医药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上海中医药大学成功申报经典名方创制国家

医学攻关产教融合创新平台项目；龙华、曙

光、岳阳3家医院入选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

心；依托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上海市中医药

循证医学研究中心，搭建中医药循证医学技

术支撑平台。

■ 加快中医药学术经验活态传承和创

新发展 持续开展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全

国老中医药专家、上海市名中医、中药专家等

各种传承工作室建设；实施海派中医流派传

承延伸计划，以中医优势病种为牵引，构建辨

证论治新体系；开展海派名医学术经验传承

创新提质升级项目试点工作，探索名中医学

术经验转化有效路径。

■ 前瞻布局中医药科技创新项目 通过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布局中药经典名方和中

药产品二次开发，以及临床诊疗新技术新方

法的高质量临床研究，持续推动中医药领域

的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依托临床三年行动

计划支持市级中医医院开展示范性研究型病

房和研究型医师项目建设。

■ 中医药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中医

药科技创新正处在发展的快车道，如中成药

麝香保心丸     系列研究，将中医药循证

医学提高到了新高度；上海中医药大学校企

合作研发的苓桂术甘颗粒获批上市，为国内

首个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获批上市的中药创

新药；沪产中成药胆宁片正式以药品身份走

出国门，实现中药国际化全过程。

“岐黄国粹”，是什么？
一位申城  后告诉你，就

是：望闻问切，白芷苍术，八段
锦，五禽戏，也可能是一杯童涵

春堂 ·廿四节气茶。
这位  后，八成是上了“香杏中医学堂”的启蒙

课。
今天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次会议举

行。一个议题是，审议“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的
报告”。这是    年5月《上海市中医药条例》实施
以来，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对本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情况开展监督。弘扬中医药文化，正是立法核心宗
旨。近年来，申城有哪些创新实践，让“岐黄国粹”传
承弘扬喜闻乐见？

本报记者 姚丽萍

中医启蒙进校园下社区 中医振兴讲传承重创新

零距离走近古老的“岐黄国粹”

【相关链接】 着力提升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

中山南路上，花木深处，有所

“中山学校”，有小学生也有中学

生。4年前，这所学校做了件很

有创意的事——开讲“香杏中医

学堂”。从此，一群00后开始了

有趣的中医启蒙。

“香杏中医学堂”，究竟怎么

回事？原来，香山中医医院组建

了“香杏中医学堂”讲师团，邀请

中山学校金牌教师培训授课技

巧，丰富授课内容，让更多“00

后”了解中医、热爱中医、应用中

医。结果，中医药文化课一进课

堂就别开生面。

一场与中医的邂逅，会是什

么样？苍术、白芷，做香囊的常见

原料，都长什么样？就这个样。

搓药丸、贴敷贴，纠正眼保健操穴

位位置……一样样“中医零距离”

有趣互动，孩子们学得不亦乐

乎！再来点漫画案例教学——两

位小朋友，都感冒了，是不是该吃

一样的药呢？不是啊！一个染了

风寒，一个受了暑热，看起来都是

喉咙痛打喷嚏，病因却很不同，对

症下药，才有疗效。弘扬中医药

传统文化，拓展学生课外知识，丰

富校园文化生活，激发学生了解

中医药的兴趣，就可以这么生动

活泼，喜闻乐见。迄今，“香杏中

医学堂”日益壮大，一次次进校园

进社区。

在申城，开进中小学课堂的不止“香杏

中医学堂”。来自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的

数据显示，目前沪上已有20多万中小学生

接受了中医药拓展课程启蒙。推进中医药

文化进校园，编写适合中小学不同阶段的

中医药读本，还有，中医药专题教育和课外

活动，五花八门，目标却也不止一个——从

小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是目标；中医也是科学，通过中医药启蒙，

培养中小学生的科学精神和思辨能力，也

是目标。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

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全国人大代

表、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

所所长吴焕淦说，传播中医药文化，在中小

学丰富中医药文化教育，让中医药成为“健

康中国”建设的文化自觉，很有意义。

未来，“香杏中医学堂”一定会重现更

多中医经典故事，观察体验更多中药实物，

学习更多中医传统养生功法。中医很古

老，让更多“00后”了解中医、热爱中医、应

用中医——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普安路，一条小马路，毗邻淮海路。

数数淮海路周边诸多支马路，普安路看

上去真不算出挑，就像一个身怀绝技的隐士，

大隐隐于市。

“回望100年前，普安路一带就是海派中

医发源地，名家荟萃。未来，普安路会成为海

派中医文化展示长廊，重现海派中医初心荣

光。”黄浦区人大代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曙光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沈卫东说。

作为海派中医重要代表“杨氏针灸”第三

代传人，沈卫东很清楚——普安路，正是海派

中医悬壶济世初心始发地。

海派中医萌芽于明清，形成于近代，既汲

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又吸纳西方科技成果，

流派众多，统称“海派”。“杨氏针灸”以杨永璇

为宗师，杨永璇出生于清末民初，受业于名医

王诵愚，1937年迁居上海八仙桥开业应诊，

1950年进入曙光医院主持针灸科。至今，“杨

氏针灸”已传承五代，延续一百多年，曙光医

院针灸科也是“杨氏针灸”海派中医流派传承

研究基地的牵头单位。

“杨氏针灸”是百年医学遗产，曙光医院是

沪上百年老院，海派中医跋涉百年岁月，124岁

的淮海路也是见证人。百岁普安路，又能为

淮海路奉献什么？海派中医文化展示长廊，

就是一个不错的项目。长廊开端，就是普安

路口淮海公园，定期有海派中医名家义诊、名

家讲座，进入普安路，一路通过可视化展现，

让公众体验感受中医文化、传统文化和时尚

文化的融合……于是，沈卫东就提交了代表建

议。不只提交代表建议，沈卫东还反复与职能

部门沟通商讨，描绘海派中医文化与淮海路商

业经济发展互融共促、相得益彰的前景，力促

传承中医文化与提升营商环境实现双赢。

2021年5月1日起，《上海市中医药条例》

实施，弘扬海派中医文化，不只是文化自信，

更是法定规范。普安路，海派中医文化展示

长廊，重现海派中医“初心荣光”——曾经，这

只是中医沈卫东灵光乍现的想法，然后，变成

人大代表沈卫东的代表建议，不远的将来，将

会成为现实。

让更多“普安路”重现荣光，申城“海派中

医”寻根项目已在进行中。其中，积极挖掘八

仙桥等具有传统医学渊源的地区，对起源、发

展于此的中医流派进行收集整理，归纳诞生、

学习、工作或居住于此的中医流派名家及传

人的相关资料和故事，以“电子地图”形式呈

现；同时，请各流派传承人讲好海派中医故

事，记录好流派起源、传承情况、临床特色、科

普推广，促进传统中医药的历史挖掘、传承创

新和转化推广，推动海派中医发扬光大。

端午快来了，南京路步行街上，142岁的蔡

同德堂，端午香囊已经上市。上海蔡同德药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清站在柜台前，说起中药香

囊如数家珍。做了30多年中医药，杨清比任何

时候都确信——古老中医药更要“现代化”！

古老中医，为何要现代化，如何现代化？

二十年前，有一帖药方让杨清很受触

动。一般药方里的几味中药，通常一味都在3

克左右，但那张方子仅一味药就开出了9克的

剂量。开方中医是业内权威，一向严谨，应该

不会有错，可为何开出这么大剂量？原来，橘

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这味药材，不道

地，剂量小了根本不管用！

没有好药材，老中医医术再高也要打折

扣。中医不能毁在中药上！百年老字号，严

把质量关，品控必须现代化。近年来，蔡同德

大量投入品控，购置设备检验检测药材，生产

流通都可追溯。每天都有数吨中草药从吴江

运到上海群力中医门诊部。“这样，蔡同德的

中草药‘存储’始终在路上，病人拿到的基本

都是当天出厂的。”杨清说，流通快，药效好，

现代化生产、储运，让品控有保障。

蔡同德公司旗下的群力草药店还首创了

单味中药定量小包装，实现了剂量规格精准

化。一方面，药房配药不必临时抓药称量，提

高效率，便于电脑管理销售；另一方面，煎药

时剂量精准，人命关天，多吃少吃都不行。这

一品控创新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事实上，推进品控现代化，申城近年来持

续提升中医药信息化水平，强化中医药质量

安全管理，完善全市中医药质控网络和标准

体系建设。同时，加强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事

中事后监管，推进中医诊所备案；委托行业协

会加强中药代煎企业的行业自律管理，研究中

药临方定制加工有关工作，确保用药安全。

日益现代化的中医药，也要走出国门。

2019年，蔡同德堂与岳阳医院合作的中医药

门诊部“中国—毛里求斯中医药中心”已落地

毛里求斯，成了“一带一路”的健康使者。蔡

同德堂还跟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签

署了国际教育临床基地合作协议，推进了中

医药国际化进程。

南京东路步行街上，唯一的老字号中药

店蔡同德堂，飞檐斗拱、朱漆金瓦，古色古香，

别具一格。天南地北的游客川流不息，走过

路过都要仔细瞧瞧这古老药店——百年“蔡

同德”青春依旧，近悦远来，古老中医药跋涉

千年，越来越现代化！

古老中医药更要“现代化”品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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