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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健康管理
创建慢病中医药健康管理示范模式

“中医药在慢性病防治中有着巨大的
优势。”湖北省中医师协会会长、湖北中医
药大学原副校长、湖北中医大师周安方教
授表示，国家对中医药工作非常重视，老
百姓也急需中医药，中医药迎来天时、地
利、人和的发展新时机，基层中医机构应
抓住风口，积极探索“中医+健康管理”模
式，让慢病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
中医药服务。

“德年堂扎根武汉9年来，对传统中医
药与慢病健康管理有效结合进行了积极探
索。”德年堂中医馆董事长李强介绍，高价
值创新和高质量服务的中老年慢病中医
健康管理是德年堂中医馆的特色和优
势。其中，针对中老年2型糖尿病进行的
中医健康管理项目尤为亮眼，获得了2023

年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2022年11月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主办并全球直播的“首届中医药糖尿
病与健康管理高峰论坛”与2023年6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办并全球直播
的“首届中医药与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逆
转研究前沿论坛”上，武汉德年堂两次进
行专题报告，被授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一带一路”标准与健康产业工作委员
会“糖尿病中医药与健康管理国际标准研
制基地”。

武汉德年堂慢病中医药健康管理示
范模式被全国多家媒体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报道，高水平学术期刊《世界中医药》
（中文版）3次刊登了相关内容。

高价值创新
精准持续服务慢病人群

“市民观察团”对德年堂中医健康管
理的高价值创新和高质量服务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李强对此进行了详解。

“首先是理论应用创新。”他强调，在
以治疗为中心的医学体系框架内，医师只
需要向来问诊的病患负责，“群医学”的创
新理论认为，医生不仅要对患者负责，更
要对患病人群负责，对患病人群承担义
务。德年堂针对糖尿病的认识和干预实
现了从“以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
变”的理论突破。

“其次，将多学科和高水平专家融合
创新。”李强着重指出，德年堂聚集了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医糖尿病专家王宏才主任
医师、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中心主任向
红丁教授、“大庆研究”首席专家李光伟
教授、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任马方教
授、北京天坛医院心内科主任刘玄重教
授、著名登山家“劳伦斯奖获得者”夏伯渝
老师等全国相关领域和学科的知名专家，
创造性发展出武汉德年堂慢病中医药健
康管理示范模式。

“再次，将院内院外结合的创新。”李
强继续介绍。武汉德年堂目前设有两家
中医馆，在全市设立了 10 家“天天营
养+”服务店，通过工作人员就近服务、跟
踪服务，将院内治疗与院外健康管理紧
密结合，提高中老年慢病人群干预的精
准性和持续性。“目前德年堂中医馆正在
筹建中老年慢病专用药店。”他透露，“把
主要精力用于高价值创新，是德年堂不断
发展的成功经验。”

专家市民
齐点赞高质量服务

慢病不仅严重影响着中老年人的寿
命，也影响着他们的生存质量。湖北省中
医名师、武汉市中医大师、武汉市中医医
院原副院长崔金涛教授指出，中医的整体
观念、个性化治疗等使其在慢病防治中具
有独特优势。

“德年堂的中医健康管理体系是将慢
病防治关口前移，慢病康复不断向社区和
家庭延伸，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李强
称，这首先得益于德年堂的中医健康管理

服务体系完整。通过糖尿病科普教育与
自我教育相结合、中医诊疗与血糖指标检
测结合、中医药治疗与健康管理结合、血
糖管控与并发症管理结合、“向病而生”唤
醒法与“心转病移”共振法“五个结合”，依
据中老年慢病群体的特点塑造了全新的
中医药与健康管理深度融合的服务体系。

“其次，我们德年堂的措施得力。”李
强进一步介绍，德年堂坚持推出血糖监
测、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动态血糖监测、每
年两次动态心电监测等免费举措。9年
来仅免费发放的血糖仪、试纸就高达
2000多万元。并将科普教育当作非药物
疗法，9年期间举办百余场千人以上规模
的公益科普教育大会，百人左右的小规模
的培训活动基本实现了常态化。“我们将
线上宣教和线下服务打通。”他透露，除了
邀请全国知名专家长期为市民进行慢病
防治科普教育外，还自办视频科普讲座，
每天参与讲座的人数在3万人左右，患者
自我管理能力大幅提升。

再次，武汉德年堂的高情感人文关怀
给患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年我感受
最深的就是他们始终将患者需求放在第
一位。”市民代表汪敬祥感慨地说，这些年
武汉德年堂的高情感人文关怀给每一位
患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年举办的“厚
德家宴”让患者有了归属感和幸福感，每
年盛装亮相的万人“江滩健步走”早已成
为德年堂的保留节目，“七一爱党日”主题
活动进一步增加了党员患者的组织凝聚
性，每年组织的红色旅游成为大家翘首期
盼的欢聚时刻；每年评选的“抗糖明星”更
是坚定了大家抱团抗糖的信心。

最后一个体现是，患者在德年堂获
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79岁的市民代表
唐昌凯现身说法，用5个“与众不同”谈
了加入德年堂后获得的实实在在的收
益。“接受德年堂健康管理9年来，我的糖
化血红蛋白从没超标，也没有出现并发
症。”有着20多年糖尿病史的他言语间
满是感激。76岁的韩乐兵既是武汉知名
的糖尿病中医医生，也是接受德年堂健
康管理的患者。“他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
事。”她表示，目前德年堂一共有3000多
名中老年糖尿病患者接受中医健康管理
的综合治疗，血糖基本都控制在正常水
平，这一点很不容易。

“武汉德年堂慢病中医药健康管理示
范模式的经验值得在基层中医机构中推
广和应用。”湖北省中医师协会名誉会长、
湖北中医药大学原校长、湖北中医大师、
湖北国医楷模张六通教授对德年堂在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进程中，充分
发挥中医药优势，探索中医药多元化服务
模式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认可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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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家 门 口”的 好 中 医
——武汉基层精品中医市民观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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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下午，由中医专家、社区居
民、媒体代表组成的“聚焦‘家门口’的好
中医——武汉基层精品中医市民观察
团”第2站走进武汉德年堂中医馆。

这家为江城百姓提供中医健康管理
服务的中医馆在汉成立已经9年。“市民
观察团”通过实地探访、听取汇报和现场
体验的方式，对德年堂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为指导原则，贯彻落实

《“健康武汉2035”规划》“全方位干预健
康影响因素、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防控
重大疾病”三方面具体要求，从德年堂的
就医环境、医疗技术力量和经验模式进
行调研和考察，沉浸式体验了他们开展
的高价值创新和高质量服务的慢病中医
健康管理，助力该馆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中医健康管理工作，为病患提供更高水
平、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为了更好地推进武汉基层中医机构发
展，鼓励社会力量在基层办好中医机构，今
年6月，长江日报传媒集团联合湖北省
中医师协会正式启动了“聚焦‘家门口’
的好中医——武汉基层精品中医市民观
察团”活动，探访基层中医机构在百姓身
边提供高质量中医服务的生动实践。

市民观察团走进武汉德年堂听取汇报。市民观察团在武汉德年堂进行调研和考察。

市民观察团与武汉德年堂专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