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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了解《中医药法》
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

下简称《中医药法》）已实施七周年。这部法律，让国
粹的传承有了国法保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筑牢基
石。现摘登《中医药法》部分内容，以便群众了解。

中医药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医疗机构建设
纳入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举办规模适宜的中医医疗
机构，扶持有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医疗机构发展。
合并、撤销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或者改变其中
医医疗性质，应当征求上一级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
部门的意见。

政府举办的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有条件
的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应当
设置中医药科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施，增强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提供中医药服
务的能力。

国家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医疗机构。社会
力量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基本医疗
保险、科研教学、医务人员职称评定等方面享有与
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同等的权利。

举办中医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医疗机
构管理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遵守医疗机构管理
的有关规定。举办中医诊所的，将诊所的名称、地
址、诊疗范围、人员配备情况等报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后即可开展执业活动。
中医诊所应当将本诊所的诊疗范围、中医医师的姓
名及其执业范围在诊所的明显位置公示，不得超出
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中医
药主管部门拟订，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发
布。

从事中医医疗活动的人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规定，通过中医医师资格考
试取得中医医师资格，并进行执业注册。中医医师
资格考试的内容应当体现中医药特点。以师承方
式学习中医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
员，由至少两名中医医师推荐，经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实践技能和效果
考核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按照考核内
容进行执业注册后，即可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以
个人开业的方式或者在医疗机构内从事中医医疗
活动。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中医药技
术方法的安全风险拟订本款规定人员的分类考核
办法，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发布。

中医医疗机构配备医务人员应当以中医药专
业技术人员为主，主要提供中医药服务；经考试取
得医师资格的中医医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培
训、考核合格后，可以在执业活动中采用与其专业
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在医疗活动中采用现
代科学技术方法的，应当有利于保持和发挥中医药
特色和优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站以及有条件的村卫生室应当合理配
备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并运用和推广适宜的中医
药技术方法。

开展中医药服务，应当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
运用中医药技术方法，并符合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
门制定的中医药服务基本要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展中医药预防、保健
服务，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其纳入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统筹实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挥
中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中的作用，加
强中医药应急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储
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疾病预防与控制中积极
运用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

医疗机构发布中医医疗广告，应当经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审查
批准；未经审查批准，不得发布。发布的中医医疗
广告内容应当与经审查批准的内容相符合，并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对中医药服务的监督检查，并将下列事项作为监督
检查的重点：

（一）中医医疗机构、中医医师是否超出规定的
范围开展医疗活动；

（二）开展中医药服务是否符合国务院中医药
主管部门制定的中医药服务基本要求；

（三）中医医疗广告发布行为是否符合本法的
规定。

中医药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有关单位
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中医药人才培养

中医药教育应当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以
中医药内容为主，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注重中医
药经典理论和中医药临床实践、现代教育方式和传
统教育方式相结合。

国家完善中医药学校教育体系，支持专门实施
中医药教育的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其他教育
机构的发展。

中医药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修业年限、教学形
式、教学内容、教学评价及学术水平评价标准等，应
当体现中医药学科特色，符合中医药学科发展规律。

国家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支持有丰富临床经
验和技术专长的中医医师、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在执
业、业务活动中带徒授业，传授中医药理论和技术
方法，培养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

国家加强对中医医师和城乡基层中医药专业
技术人员的培养和培训。国家发展中西医结合教
育，培养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人才。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
当组织开展中医药继续教育，加强对医务人员，
特别是城乡基层医务人员中医药基本知识和技
能的培训。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按照规定
参加继续教育，所在机构应当为其接受继续教育
创造条件。 （文/可）

海南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不少人对特医食品并不熟悉。事实
上，它在国内尚属新鲜面孔，起步发展较
国外晚。

特医食品，全称为“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Foods for Special Medi-
cal Purpose，缩写FSMP），它是指为满
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
者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者膳食
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
品，为目标人群的营养、康复及机体功能
维持等方面起支持作用。简单点说，就是
当你出现一些特定情况时，通过正常的膳
食无法摄取必要的营养，那么，你就需要
一些特殊的待遇了——特医食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临床营养科主任施咏梅介绍，2010年
起，我国陆续颁发了《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通则》等规范文件，明确了特医食品
的定义、分类、营养要求、技术要求、生产
加工要求以及标签标识等国家级标准。

2015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指出包括特医食品在内的特
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特医食品由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实行注册管理。

如何辨别特医食品？特医食品有其
专属标识——小蓝花。施咏梅表示，
2022年底发布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标识指南》首次提出在特医食品最小
销售包装指定区域标注特医食品专属标
识“小蓝花”，引导特医食品企业规范标
识，提升全社会对特医食品的认知度、辨
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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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少热爱运动的人
群而言，夏日运动后，如何及
时、科学地给身体补充水分是
一门十分重要的健康课程。

“若补水不当，会引发诸
多健康问题，比如一般人群可
能会产生睡眠障碍，对于慢性
病患者，可能会诱发水肿或血
压升高等。”采访中，海南临床
营养科医生剖析了一些补水

“误区”。

适量补充电解质
为身体“充电”

在海口海甸岛，年近六
旬的李老伯在数年前患上了
糖尿病，好在他平时饮食注
意控糖，再加上坚持散步及
慢跑，病症控制得较为稳定，
但近期血糖出现上升迹象，
夜间睡眠时会有口干舌燥等
不适感，为此，他感到有些困

惑与苦恼。
原来，这段时间以来，李

老伯每逢傍晚运动锻炼后，就
会去买瓶电解质水解渴。不
曾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小疏
忽，险些加重病情。广东省中
医院海南医院临床营养科副
主任医师符杨浠介绍，电解质
水含有无机盐类物质，能为人
类机体补充水分以及维持内
环境稳定，但是，商家为了提
升产品口感，往往会在电解质
水中添加少量糖分，糖尿病患
者如果过多摄入这种电解质
水，容易导致体内血糖浓度持
续偏高，引发身体不适。

符杨浠认为，人体汗液中
含有0.3%至0.7%的电解质，
主要是钠离子与氯离子，而每
个人对电解质的需求量并不
相同，打球、健身以及在高温
环境作业的人员等很容易流
失大量的汗液，导致机体内的
水分与电解质失衡，适当饮用
电解质水有助于帮助身体快
速恢复电解质平衡，还可以刺
激肠胃蠕动，提高食欲与消化
功能。

“过量摄入电解质水，会
引起体内电解质失衡，出现头
晕、头痛、心悸等症状。”符杨
浠提醒。

大口灌水
加重身体负荷

身体暴汗，需要及时补

水，但并不意味着喝水越多越
好。

“无论是高强度运动（劳
动），还是低活动量，饮水都
要尽量做到少量多次。”海口
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
任医师徐超介绍，成年男性
在低身体活动量状态下，每
天的水摄入量应为1700毫
升左右，女性略少，为1500
毫升左右；随着身体活动强
度增加，就要相应增加水摄
入量。

“之所以不提倡大口灌
水，是因为在短时间内大量
喝水可能会造成体内的血
浆渗透压降低，增加排尿，
导致肾脏负荷过重，不利于
机体复苏。”徐超介绍，在临
床治疗上，提倡肾结石、尿
路感染以及高尿酸血症等
患者多喝水，可以有效预防
泌尿系统结石形成，减轻尿
路感染，降低血尿酸水平。
但对于患有慢性肾病、心脏
病及肝功能异常的人群，补
水需谨慎，一旦水摄入量过
多，容易导致慢性病病情加
重。

“选择温热不烫口的水
温最适合，尽量不喝冰水、
热水。”徐超提醒，不要等到
身体暴汗，或是口渴难耐了
才补水，建议大家在高强度
运动（劳动）前多补水，这样
能帮助身体在运动后更好
地摆脱疲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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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认为青光眼
只偏爱中老年人，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从呱呱
坠地的婴儿到耄耋之年
的长者，青光眼可能在
任何年龄段悄然降临。

海口市人民医院眼
科主任谢青介绍，青光
眼是一种眼压异常升高
导致视神经损害和视野
缺失的眼病，其最大的
威胁在于致盲。据统
计，青光眼患者的致盲
率在 5%至 20%之间。
它并非单一疾病，而是
包括了原发性、继发性、
先天性等多种类型，每
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临
床表现和发病机制。

原发性青光眼包括
闭角型青光眼和开角型
青光眼两种类型。其中
闭角型青光眼的前驱期
可能仅有轻微眼痛和视
力减退，而急性发作时
则伴随着剧烈的眼痛和
头痛。开角型青光眼则
更为隐匿，患者可能毫
无察觉，直至视神经严
重萎缩，视力急剧下
降。继发性青光眼可能
由全身疾病或不当用药
引起，症状多样。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
生活方式的改变，青光
眼的发病呈现出年轻化
的趋势。《青光眼综合防
治管理白皮书》显示，中

国青光眼发病情况虽与
年龄相关，但趋向年轻
化。年轻人中，近视与
青光眼的关系日益受到
关注，特别是高度近视
被认为是青光眼的一个
独立危险因素。

现代生活中，电子
产品的高频使用、不规
律的作息、情绪波动等
都可能成为青光眼的诱
因。此外，具有青光眼
家族史或特定眼部解剖
特征的人群，以及长期
用药、有不良生活习惯
者，都是青光眼的高危
人群。

通过定期的眼部检
查，我们可以及时发现
并治疗这一疾病。治疗
手段包括药物治疗、激
光治疗和手术治疗，关
键在于早期诊断和治
疗。同时，保持健康的
用眼习惯，避免长时间
在昏暗环境中用眼，合
理控制全身性疾病，都
是预防青光眼的重要措
施。

最后，谢青特别提醒
以下高危人群：有青光眼
家族史者、青光眼高发地
区人群、老年人、屈光不
正者、高眼压者、患有与
青光眼相关的全身性疾
病者，以及长期使用特定
药物者。对于这些人群，
应定期进行眼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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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
定：授权国务院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暂时调整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有关规
定。已在境外合法上
市的特医食品和保健
食品，将可在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
下简称“乐城先行区”）进
口使用。

什么是特医食品？如何
购买使用？近日，海南日报全
媒体记者带着系列问题采访了
相关专业人士。

特医食品

医疗用途

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

部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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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标识

功能

警示

可否作为单一营养来源食用

保健食品

调节机体功能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不能，要与普通膳食配合食用

特医食品与
保健食品
有何区别

全球首例特医食品诞生于1957年，

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

准上市，用于苯丙酮尿症的膳食治疗。

20世纪80年代，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等

就已经开始广泛使用特医食品来解决特

殊婴幼儿的营养吸收问题。

在我国，特医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

目前获得注册的产品以进口为主。而特

医食品政策落地乐城，这也意味着，未

来，国内广大消费者不出国门，即可在乐

城先行区先行使用已在境外合法上市的

特医食品。

近段时间以来，已有不少国际特医

食品企业来乐城调研交流，共同探索推

动优质特医食品落地乐城。未来，此类

产品还有望通过乐城真实世界数据辅助

临床评价这一通道，加速在国内获批上

市，为广大中国百姓的健康需求提供多

样化的选择。

记者还了解到，乐城先行区内公立

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海南医院（以下简称“瑞金海南医

院”）已筹建临床营养科。瑞金海南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顾志冬表示，未来，该院

将持续用好乐城先行区系列特许政策，

引进更多特许药械和特医食品搭配治

疗，为患者提供更优治疗方案。

特医食品按照人群划分，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适用于0月龄至12月龄的特殊医学用
途婴儿配方食品，包括无乳糖配方食品或者
低乳糖配方食品、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食品、
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食品或者氨基酸配方食
品、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食品、氨基酸
代谢障碍配方食品和母乳营养补充剂等；第
二类是适用于1岁以上人群的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特医食品的种类包括3大类型：全
营养配方食品、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和非全
营养配方食品。

特医食品适用人群包括进食受限、消
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特定疾病状态等人
群，主要是针对疾病状况下，存在营养风险
或者营养不良的人，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
的医学诊疗下进行营养治疗。

日常生活中，存在下述情况的人群，建
议去医疗机构的营养门诊咨询，看看是否
需要特医食品的补充。一是时常没办法正
常吃饭，导致摄入食物量明显减少者。这
类人群经常不按时吃饭，不讲究营养均衡，
过于挑食，甚至为了减肥常常处于饥饿状
态，导致营养摄入不足。二是时常有消化
吸收问题的人群。这类人群进食时常有易
饱感，经常有胃痛、腹泻等消化道功能障碍
症状。三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这类孩子
比同龄孩子长得慢，体重和身高发育比较
滞后。四是孕妇或老年人群。

研究和临床实践表明，特医食品在增强
临床治疗效果、促进康复、缩短住院时间、改
善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需注意的是，特医食品是一种特殊食品，
不是保健品，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食用。

特
医
食
品
适
合
哪
类
人
群
？

特医食品，是指为满足进食受限、消化
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者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
营养素或者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
制而成的配方食品，为目标人群的营

养、康复及机体功能维持等方面起
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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