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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请伸出舌头，舌尖向下……”根据

提示拍张舌象照片，就能快速获得体质

等健康数据。这样的场景，已屡见不鲜。

四诊仪望闻问切、智能诊断系统辅

助开方、热敏灸机器人施灸治疗……回

望 2024年，科技的加持让传承数千年的

中医药变得新潮，更加丰富的中医智慧

诊疗手段给看病求医带来全新体验。

戴上“腕带”，机器人就能快速破

解“体质密码”；将手放在诊脉设备上，

详细的健康报告几秒出炉……2024 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各式中医

药智能化产品赚足眼球。

中国中医科学院展位前，观众争相

体验“大医金匮”AI 问诊。这一中医智

能健康管理平台通过引导式多轮问诊，

能够实现常见病健康自检、中医养生知

识问答、中医方药解析及辅助中医临床

诊疗等功能。

从基层中医馆到三甲中医医院，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正在为中医

诊疗增添全新“智慧”。

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枯燥的候诊变成有趣的“自

我保健课”：触摸智能针灸铜人身上的

穴位，一旁的显示屏就会“图文声”并茂

介绍穴位知识；利用健康自测设备，可

快速获知中医体质、舌象、人体成分等 9

类健康数据。

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杨洪军指

出，智能设备不仅为青年中医医师提供

学习工具和辅助诊疗手段，还能为广大

基层医师的诊疗决策提供帮助，提升中

医药服务能力。

智能审方、自动化调配、“云煎

药”……插上科技的翅膀，中药药事服

务也比从前更加便捷、精准、优质。

在山东多地，依托“互联网＋物联

网”技术，智慧共享中药房实时掌握处

方接方、调配、煎煮等信息，配以智能全

自动煎药机、自动打包机等设备，最快

当天就能将药送到患者家中，还能有效

解决基层医疗机构饮片配备不全、质量

不高问题。

让患者更快用上好药、新药，更离

不开科技创新。

复旦大学研究发现青蒿素类衍生

物能够显著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疾

病表型，从根本上改善激素失衡的问

题；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证实针刺

能显著减少药物依赖患者美沙酮维持

剂量和阿片类药物需求……中医药重

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而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模式日益完

善，让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更加便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建成示

范性研究型病房，带动临床科室开展痰

热清注射液、黄葵胶囊等中药制剂安全

性研究；医院同时建设中医药成果转化

服务体系网，让研究成果精准高效转

化，尽早造福患者。

中医药加速与多学科交叉融合、与

新兴数字技术紧密结合，已是大势所趋。

鼓励中医医疗机构推动业务流程

数字化转型，打造集预防、治疗、康复、

个人健康管理于一体的数字中医药服

务模式；鼓励研发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智

能电子病历、智能预诊随访等系统……

202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数据

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数字中医药发展

的若干意见》，勾勒出未来 3 至 5 年的

“数智中医药”发展全景图。

“本草小象”“医源小助”“数字中

医人”……随着更多“智能中医健康顾

问”化身手机应用，“治未病”甚至不必

去医院，动动手指就能“掌管”健康。

当“为全生命周期护航”的健康中

国同数智技术紧密相拥，人们对中医药

的期待更加热切。

据新华社电

□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根据国家医保局此前发布的

通知，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配备

“双通道”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均

需通过电子处方中心流转“双通

道”药品处方，不再接受纸质处方。

根据通知，各地要依托全国

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抓紧部署

应用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功能，连

通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

构、定点零售药店，确保电子处

方顺畅流转。特殊情况需要延长

纸质处方使用时间的，由统筹地

区报省级医保部门同意，并向国

家医保局备案，延长时间不超过

3个月。

近日，已有多地医保部门发

布相关通知。如河北省邯郸市医

保局印发通知明确，自 2025年 1月
1日起，该市定点医疗机构处方外

配服务全部使用医保电子处方，

不再使用手写纸质处方，支持将

电子处方打印成纸质处方，方便

老年人等有需求的参保人持打印

的电子处方前往定点药店购药。

一些地方的医保局对于特殊

情况也进行了明确。如江西省吉

安市医保局明确，获取电子处方

后，不便到市区购药的参保人应

与所选择的“双通道”药店联系好

结算及配送药品等事宜，在结算

完毕后，“双通道”药店送药给参

保人时，参保人需持本人身份证

和所购药品拍照并签字收货等。

据新华社电

2024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上，

参观者在中国

中医科学院展

位体验中医智

能设备。

（中国中医科
学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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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

10 亿人遭受精神障碍困扰。《2022 年
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我国成人

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 6.8％，目前

有约 9500万人确诊抑郁症。

实际上，抑郁症并不是简单的心

情不好或消极思维，也不是一种“想

不开”的“思想病”，一味劝抑郁症病

人“要想开”，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区分“抑郁症”和“抑郁症状”
抑郁症是一类以情绪低落为主

要表现的疾病。病人每天大多数时

间情绪低落，兴趣、体力和精力减

退，同时还有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

集中、食欲减退和睡眠问题，严重时

可能出现轻生倾向。

抑郁症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健康

障碍，涉及生理、心理和环境等多个

方面。单纯劝患者“想开点”可能被

认为在否认他们的痛苦和情感。觉

得自己的感受不被理解或重视，也可

能导致患者产生更大的自责，认为自

己的情绪反应是错误的。

高中生小丽（化名）与网上的心

理评估量表相对照，觉得自己的症状

基本符合，那么她是得了抑郁症吗？

其实，出现抑郁症状不一定就是得了

抑郁症。此外，一些疾病也可能引发

抑郁症状，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或甲

状腺功能减低、经期紧张综合征、更

年期综合征、产后抑郁等。

抑郁症状与季节和光照也有关

系，有些人在秋冬季节情绪低落，开

春后就可自行缓解。生活中发生变

化，比如学生转学、成年人离婚或换

岗、搬家或丧亲等情况下，也可能出

现抑郁症状。一般情况下，这些症状

最长半年就能逐渐缓解。

想确定是否得了抑郁症，要到

精神科门诊就医诊断。抑郁症诊断

需要符合病程标准、症状学标准、严

重程度标准和排除标准。

不过扰、不苛责
曾经有一名患者，同村的邻居

婶子扮演“知心大姐”，希望能感化、

说通患者。因缺少沟通技巧和专业

知识，这位“知心大姐”与患者争执

起来，导致患者病情加重。

医学发展至今，抑郁症可治疗

且治愈率较高。如果症状只是轻中

度，可以考虑非药物治疗，比如心理

治疗、运动、放松等。如果症状严

重，则需要同时考虑药物治疗。

很多人对于抗抑郁药“谈虎色变”，

担心用药后需要终身服药。实际上并

不是，抗抑郁药可通过促进大脑中神经

生长因子（BDNF）的合成，促进神经纤

维生长，让大脑产生神经纤维重塑的过

程。不过，这需要足够长的巩固疗程，

才能完成神经纤维的重塑。只要规范

治疗、合理用药，复发的概率就会降低。

随着科学发展，还有很多物理

治疗方式逐渐应用于临床实践，比如

生物反馈治疗、重复经颅磁刺激治

疗、深部脑刺激治疗、交流直流电治

疗和改良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等。

不劝“想开点”还能做什么？
如果小丽最终确诊了抑郁症，

那么小丽父母应该怎么办？

首先是接纳和理解。接纳孩子

的情绪和状态，愿意倾听与陪伴，并给

予支持。陪伴是需要耐心的，要避免

着急，说出可能让她更伤心难过的话。

同时，鼓励她或陪同她前往专

业医疗机构就诊。如果医生开具了

药物，那么就帮助小丽规律用药。如

果小丽产生了故意伤害自己的念头，

不要单独把她留在家里。

目前，有一些研究发现，通过调

整生活方式可改善抑郁症状。比如运

动可以提升人体内的多巴胺和内啡肽

水平，也能改善 5－羟色胺的功能，有

利于缓解抑郁症状。光照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大脑功能，晒太阳会让

人心情愉悦，尤其是在秋冬季节。所

以，与其一味地劝抑郁症患者想开

点，不如带他们在阳光下适度奔跑。

（作者段艳平，系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

学科主治医师；作者黄鹂，系北京协和

医院教育处副研究员） 来源：新华社

该不该劝抑郁症患者“想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