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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在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作用分析 

田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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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在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作用。方法 选取 2022.1~2022.12 期间在门诊就

诊的患者 100 例，按照数字随机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0 例患者，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和护理，观察

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对比两组的疾病控制情况和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观察组的疾

病控制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在公共卫生服务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有效地控制疾病和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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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role of TCM health project management in public health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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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CM health project management in public health service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treated in outpatients during 2022.1 to 2022.1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numerical random method,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project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sease control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disease contro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life quality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CM health project manag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ublic health servic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diseas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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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

共卫生服务的需求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中医药作为

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秉承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

正逐渐在公共卫生服务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1]。中

医药健康项目管理是将中医药的独特理论体系和治疗

方法与现代项目管理理论相结合，以对中医药健康服

务进行全方位的规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一种

管理模式[2]。本文将通过对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在公共

卫生服务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论述。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选取 2022.1~2022.12 期间在门诊就诊的患

者 100 例，按照数字随机法分为对照组（50 例，男 27
例，女 23 例，45.09±5.21 岁）和观察组（50 例，男

26 例，女 24 例，45.12±5.66 岁），对比两组数据，差

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中的所有患

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和护理，定时记录患者情况；

而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具体

措施如下： 
（1）建立中医药健康档案：在公共卫生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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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健康档案的建立是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的一个

关键环节[3]。通过为每位患者创建个人的中医药健康档

案，我们能够详尽地记录他们的个人信息、健康状况、

疾病史以及家族史等方面的数据[4]。这些数据能够帮助

我们充分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

并为之后的健康干预和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 
（2）开展中医药健康体检：中医药健康体检在公

共卫生服务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医药健康项

目管理的一部分[5]。利用中医体质辩识结合望、闻、问、

切等多种方式对个体的健康状况进行全面评估。体质

辨识是中医治未病的重要抓手，为治未病提供了契机、

方法、工具与评估体系。只有知道并认识体质偏差，才

能更好的进行养生保健从而达到“治未病”的目的。望

诊是通过观察患者的气色、形态来了解其整体情况；闻

诊是通过听患者的声音、嗅患者的气息来判断病情；问

诊是询问患者的症状、病史，了解其生活状况；切诊是

通过触摸患者的脉象来了解其体内气血运行情况。通

过详细的体检流程，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为

预防和早期治疗提供依据。根据体检结果，还可以为个

体提供具体的健康指导和干预措施。根据不同个体的

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健康计划，引导患者调整生活方式、

饮食习惯等，以实现预防和解决健康问题的目标。 
（3）制定中医药健康干预方案：在中医药健康项

目管理中，根据个体的中医药体检结果和健康档案，制

定个性化的中医药健康干预方案至关重要[6]。方案应涵

盖饮食调理、运动锻炼、中药调理等方面的指导。饮食

调理根据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况，推荐适宜的食物和食

疗方，以满足身体所需的营养，并调整身体功能。运动

锻炼的指导则旨在使个体进行适当的运动，提升身体

素质，增强免疫力。中药调理则是根据每个个体的状况，

开具适合的中药配方，以调理身体，解决健康问题。这

些干预措施的目的是改善个体的健康状况，提升生活

质量。同时，通过定期评估和调整方案，可以确保干预

措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4）实施中医药健康管理计划：中医药健康管理

计划的实施是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为

了确保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可以通过定期的

随访和监测来评估干预方案的成效，并根据实际情况

及时调整方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建立一个完善的随

访制度非常必要，可以定期了解个体的健康状况、生活

状况以及干预措施的执行情况。透过及时的反馈和方

案调整，个体将能更好地遵循干预措施，从而获得更好

的健康效果。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观察对比两组的疾病控制情况和生活质量

评分。疾病控制情况：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疾病复发率

和并发症发生率，评估治疗的效果。生活质量评分：采

用简易生活质量评分（SF-36）进行评估，分数越高，

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使用了 t 检验和“ sx ± ”表示，而计数资料则

采用了卡方检验和%表示。在 P＜0.05 的条件下，可以

认定数据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疾病控制情况对比 
观察组的疾病复发率（1 例，2％）和并发症发生

率（3 例，6％）明显低于对照组的疾病复发率（6 例，

12％）和并发症发生率（9 例，18％），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2=7.681，6.818，p=0.006，0.009）。 
2.2 生活质量对比 
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分（83.12±12.03 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77.99±6.36 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2.666，p=0.009）。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健康意识的

增强，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人们

对健康的关注已从仅仅关注疾病治疗扩展至预防、保

健和康复等多个领域。这为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提供

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中医药

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其在公共卫生服务中

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是一

种将中医药理念和方法与现代项目管理理论相结合的

管理模式[7]。该模式的目的是将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融

入公共卫生服务的各个方面，以提供更为全面、高效和

个性化的健康服务。通过将传统中医药的知识与实践

与现代项目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中医药健康项

目管理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健康的需求，提升健康

服务的质量和效果。首先，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可以提

供更加个性化的健康服务。中医药注重个体差异，认为

每个患者的身体状况和病情发展具有独特性[8]。因此，

通过多种方式如望、闻、问、切等，中医药健康项目能

够深入了解患者的病情，并针对其具体情况制定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这种个性化的服务方式可以更好地满

足患者的健康需求，提高治疗效果，使患者更快地康复。

其次，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有助于提高公共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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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和质量。通过一系列的中医药健康宣传、健康咨

询、档案管理等措施，中医药健康项目为患者提供了全

方位的健康服务。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

度和信任度，还能帮助医疗机构更好地管理患者的病

情，提升服务质量。同时，通过整合中医药资源，包括

人才、技术和设备等，中医药健康项目能够充分发挥中

医药的优势，提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9]。这种资源整合

可以确保患者获得更加全面和专业的中医药服务，为

其提供更好的治疗体验。此外，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还

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作为我国

卓越的传统文化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底蕴。

通过开展中医药健康宣传和健康教育活动，中医药健

康项目能够向更多人传播和普及中医药文化，推动其

传承和发展。同时，通过将中医药文化融入公共卫生服

务中，也能够提升患者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

心[10]。这种文化传承的工作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还能够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另一方

面，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也能够对降低医疗支出和提

升经济效益起到积极作用。中医药治疗通常具有成本

低廉、疗效显著、副作用微小等优势。通过推广中医药

健康服务，我们能够减少医疗资源的使用和患者的治

疗费用，从而减轻医疗负担。同时，提高中医药服务的

普及程度和可及性，也能够为更多人提供健康服务，促

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1]。总的来说，中医药健康项

目管理在公共卫生服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提

供更优质的健康服务体验并促进社会健康与可持续发

展，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个性化健

康服务的提供、服务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中医药文化的

传承和推广，以及医疗成本的降低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综上所述，在公共卫生服务中，中医药健康项目管

理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药的理念和方法与现代项目

管理理论相结合，可以提供更全面、高效、个性化的健

康服务。此外，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还有助于提高公共

卫生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并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因

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中医药健康项目管理，

充分发挥其在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作用，为人们的健康

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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