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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分析重庆市医疗机构中医药人才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重庆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方法
!

采取文

献查询与专家咨询方法!对重庆市医疗机构中医药人才现状进行分析%结果
!

重庆市中医药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缺乏中高级中

医人才和中药人才&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一小时经济圈*%结论
!

政府应培养和引进中医药高级专门人才&设置独立的中医

药本科院校&以政府为主导!实现中医药人才在区域间合理配置%

关键词#中医药人才&现状分析&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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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是流传数千

年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学科)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是

国家长期战略#已明确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中'

$

(

)大力推进

中医药事业#对于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等具有

重大意义)根据国家和重庆市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是关

键'

0

(

)重庆是传统的中医药强市#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有广泛的

需求)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全市经济社会事业突飞猛进#但

中医药事业发展缓慢#在全国的地位不断下降)本文拟分析全

市医疗机构中医药人才现状#找出症结所在#提出重庆市中医

药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的政策建议)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择重庆市
.'

个区县的医疗机构#不包括部

队医疗机构*中医保健产业机构*院校科研机构*中药房)

@1A

!

研究方法
!

采取文献查询与专家咨询方法)定量数据主

要来源于重庆市卫生局中医处.

0'$'

年区县中医药情况统计

表/)定性访谈重庆市中医药事业主管领导和相关专家)

@1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

析#多组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组计量资料的比较

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

0 检验#以
!

$

'1'%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重庆市中医药资源总体情况见表
$

&

0'$'

年中医药专业技

术人员情况见图
$

和表
0

)

表
$

!!

重庆市中医药资源总体情况&

P

'

"

项目 重庆市 全国*

中医医疗机构"医疗卫生机构
$$1;% .1'&

个体诊所"中医医疗机构
6/10$ ;&16

中医病床"医疗机构病床
$01/' $1$&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总数
6.1$& //1.&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村卫生室"村卫生室总数
&510/ %&1.&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社区卫生中心"社区卫生中心总数
6/1/$ &%1/5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社区卫生站"社区卫生站总数
;61;& %$1%/

中医药收入"医疗总收入
$&15. 61/'

!!

"

!未包括部队医疗机构*中医保健产业机构*院校科研机构*中药

房&

*

!分别来自卫生部
0'$'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0''6

中医基本现状调研报告)

./60

重庆医学
0'$0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中医药科技重点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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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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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

0'$'

年重庆市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P

'

"

项目

重庆

一小时经济圈

平均 其中!主城区
渝东北渝东南 平均

全国*

重庆市区域内方差分析

M !

中医药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总数
$;1'' $51;6 05156 0%1%% 0'15/ 61&; .1'0 '1'%/0

主任$副主任%中医师"中医药技术人员总数
%1&% ;1/% .160 51/; .1;'

$$16%

&

%1%. '1'0&$

中药药学人员"中医药技术人员总数
$$156 $.1;6 61&0

$;1;/

#

$$1.'$&1$5 $100 '15$./

执业$助理%中医师"中医药人员总数$含中医类乡村医生%

501.% $61.; 5&1%' .51/' 5%1%'0'1$% /1%& '1'';/

中医类乡村医生数"乡村医生总数
5.1/' $/106 .61&0 5'1$% .$106551/ .1%5 '1'./0

!!

"

!未包括部队医疗机构*中医保健产业机构*院校科研机构*中药房&

*

!分别来自卫生部
0'$'

统计年鉴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0''6

中医基本

现状调研报道&

#

!未包括秀山&

&

!来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0''$

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

!!

#

!重庆市执业中医医师&

Q

全国执业中医医师&

-

!重庆市各类医

疗机构中药人员&

R

!全国各类医疗机构中药人员)

图
$

!!

0'$'

年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图

B

!

讨
!!

论

B1@

!

重庆市中医药总体情况
!

重庆地处西南东部#是西部地

区惟一的直辖市#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西部大

开发的开发地区以及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截

止
0'$'

年#全市人口
0;;.1/0

万人$数据来源于
0'$'

年第
/

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市
aRO

为
&;6.10.

亿元$数据来源于

0'$'

年重庆市统计局%#人均
0&5/&

元)

截止
0'$'

年#重庆市共有中医医疗机构
$6;$

个#其中卫

生部门主办的
%5

个#其他部门主办的
$'

个#民营机构
$0

个#

中医$包括中西医结合%个体诊所
$6'/

个)全市每万人中医

医疗机构数$

'1/6

个"万人%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0;

个"万

人%)全市中医医疗机构占医疗机构的比例$

$$1;%P

%和个体

诊所比例$

6/10P

%#均高于
0''6

年全国平均水平$

.1'&P

和

;&16P

%

'

5

(

)全市含中医机构和综合医院中医科病床数共
$$

&$5

张#平均
.1$'

张"万人#已超过
0'$'

年全国水平$

516'

张"

万人%

'

5

(

)基层医疗机构$包括社区卫生中心和服务站#乡镇卫

生院和村卫生室%提供中医药服务比例均高于全国水平$表

$

%)

0'$'

年#全年中医药收入$含中医机构和综合医院中医

科#不包括部队医疗机构*中医保健产业机构*院校科研机构*

中药房等%

$;1.&

亿元#占医疗总收入比例$

$&15.P

%远高于

0''6

年全国平均水平$

61/'P

%)中医药事业财政投入主要以

区县级财政为主$

/%1.;P

%)各级财政投入中医药事业占

aRO

比例$万分之
515/

%与
0''6

年全国平均水平$万分之

5105

%基本相当)

表
$

提示!$

$

%重庆市中医医疗机构和病床数量并不缺乏#

但机构私有化严重#中医医疗资源分散)规范重庆市中医医疗

机构管理#调整公立性机构中医药服务比例#对保证中医药服

务质量#提高其利用率水平#十分必要和重要)$

0

%重庆市中医

药卫生资源服务率和利用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重庆市中医

药卫生需求较大和中药材资源丰富有关)$

5

%对中医药事业的

财政投入主要依靠区县级财政投入#由于重庆市+一圈,与+两

翼,区域经济差异明显'

.:/

(

#必然造成中医药事业投入区域间差

异#影响经济较落后地区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B1A

!

重庆市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

0'$'

年#重庆市中医

药技术人员总数
$/$'6

人#其中#中医执业医师
;.&;

人#中西

医结合执业医师
$'&%

人#中医护士
$0/$

人#中药专业技术人

员
$;5/

人)主任医师$含中西医结合%共
&&

人#副主任医师

$含中西医结合%

/6&

人)中医类乡村医生
$'///

人)重庆市

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中医师数$

'1%$

人"千人%已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

'15$

人"千人%)其中#高职称中医师比例$

.1;'P

%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6%P

%&执业$助理%中医师和中医类

乡村医生比例$

5%1%'P

和
.$106P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1$5P

和
551/P

%)

表
0

提示重庆市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凸显
5

大问题!

$

$

%中医专业人才结构不合理)虽然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

中医师人数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高职称中医药人才严重缺

乏#助理执业医师和中医类乡村医生数比例过大)分析其原

因#首先是由于重庆市中医药高等教育力量薄弱#尚无一所独

立设置中医药本科院校#导致高学历高职称的执业医师数量不

足)其次由于中医医疗机构私有化情况严重$个体诊所比例高

达
6/10P

%#相当数量的中医人才来自个体诊所#他们大多只

能通过民间师带徒的形式上岗#导致其学历职称较低$渝东南

最突出%#严重影响了重庆市中医人才结构)同时#由于个体化

经营与服务#资源分散#服务效率普遍较低)$

0

%中医医疗机构

的中药专业人才数量不足)中医医疗机构中#中药专业技术人

员比例$

$$1.'P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5P

%)这与重庆

市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不相适应'

&

(

)根本原因是由于本科学历

的中药人才培养不足)$

5

%高级中医人才主要聚集主城区)可

是#主城区中医药人员占卫生技术人员比例$

$51;6P

%远低于

渝东北$

05156P

%和渝东南$

0%1%%P

%地区)因此#主城区急需

推进中西医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卫生服务需

要'

;:6

(

#除利用主城区区域和经济优势吸引和聚集高级中医药

专业人才外#整合主城区优质中医药教育医疗科研资源#积极

建设和发展中医药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是关键)

综上所述#重庆市中医药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高级中医

人才严重缺乏#中医医疗机构的中药人才匮乏)其中#大量优

质中医药人才聚集主城区#其优势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

作者认为!$

$

%应培养和引进中医药高级专门人才)目前#中医

药专技人员队伍中#高技术人才所占比例较 $下转第
06;6

页%

%/60

重庆医学
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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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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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常遇到血氧饱和度较使用
*]OOc

之前下降的问题#应

根据患者的心率血氧饱和度调节氧浓度$或氧流量%)除疾病

本身的因素外#氧合状态不能改善的主要原因是漏气或人机对

抗)$

&

%在使用
*]OOc

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患者不耐受而拒

绝使用无创呼吸机的问题#可从几个方面来协助患者解决问

题!做好使用
*]OOc

前的患者教育#向患者讲述使用
*]OOc

的目的*连接和拆除的方法#指导患者有规律地放松呼吸#消除

恐惧心理#使患者能够配合和适应&选择适合每个个体的连接

方法#如根据患者的脸型*大小选择合适的面罩#头带的松紧度

适当$一般能在头带下插入
$

根手指为宜%

'

6

(

&最初设定
-O#O

或
UO#O

为
'G(Z

0

+

#

O,c

或
]O#O;

!

$'G( Z

0

+

#由医务

人员手持面罩轻放在患者面部之上#使患者适应面罩呼吸并能

很好地与呼吸机同步#吸入氧浓度逐渐调至使血氧饱和度
%

6'P

#待患者完全适应后#固定面罩#将
-O#O

"

UO#O

调至
5

!

%G(Z

0

+

#逐渐增加
O,c

或
]O#O

水平#每次增加
0

!

5G(

Z

0

+

#一般不超过
0%G( Z

0

+

'

$'

(

&避免漏气量过大造成伪触

发#合理使用
OUUO

#改善人机同步性&使用
*]OOc

过程中严

密监护#寻找患者不适和不耐受原因#及时处理)

参考文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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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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