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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越界诊疗禁越界诊疗，，养生保健监管有规可依养生保健监管有规可依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越来越注重养生保健，各类
养生保健机构在大街小巷遍地
开花。在此过程中，部分养生
保健机构以“养生保健”为名违
规开展诊疗活动。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印发《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
(试行)》（以下简称《规范》），促
进和规范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发
展。部分专家表示，治理养生
保健乱象，《规范》出台很有必
要，加强跨部门综合监管同样
不可或缺。

养生保健傍医乱象仍存
部分商家称可扎针放血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以
消费者的身份走访北京市多家
养生保健机构发现，各种养生
保健项目繁多，其中以推拿按
摩、刮痧、艾灸、拔罐等中医传
统理疗手段较为普遍。有部分
养生保健机构称，可提供针刺
放血服务。

据悉，针刺放血疗法属中
医诊疗，是用三棱针、粗毫针或
小尖刀刺破或划破人体特定的
穴位浅表脉络，放出少量血液，
以外泄内蕴之热毒，达到治疗
疾病效果的一种方法。

海南博鳌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邓之东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开展中医诊疗的机构
需具备相应的医疗资质，如营
业执照、中医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等；同
时，从业人员需具备相应的医
学或中医学专业资质和手段技
能，如中医执业医师证书等。”

5月11日，中国城市报记
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前往北京市
朝阳区某养生馆。当记者询问
工作人员能否提供针刺放血项
目时，该工作人员称有相关项
目，价格为每次每个穴位 39
元。不过，该店价目表上并没
有相关服务项目。

记者对安全问题表示担
心，询问该店针刺放血是否具
备相关执业资质。上述工作人
员表示，不会出现任何安全问
题。“就跟平时用采血针测血糖
一样安全。”

在朝阳区另外一家养生
馆，店内工作人员表示有刺血
拔罐项目，价格为每次50元。

“这个安全吗？需要相关医疗
资质吧？”记者问。“其实就是用
针放一下淤血，用的工具都是
一次性的，完全不用担心。”该
工作人员说。

此外，在第三方消费点评
平台,部分养生保健机构显示
可提供拔罐放血、针灸等项
目。另外，一些顾客对相关养
生保健机构点评时，也有提到
自己在店内体验了针灸或针刺

放血项目。
不过，在中国城市报记者

实地走访、电话采访过程中，也
有多家门店工作人员明确表示
不提供针刺放血项目。“放血涉
及到诊疗，养生馆不能做。诊
疗是存在风险的，如果有相关
需求建议去医院。”某养生馆工
作人员说。

治理相关乱象有规可依
养生保健不能越界诊疗

随着《规范》的发布，养生
馆、按摩店等养生保健机构里
的上述乱象有望得到遏制。

《规范》明确，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健康
咨询指导、健康干预调理、健康
教育等，如为服务对象提供中
医健康咨询服务，制定个性化
中医健康干预调理方案，提供
规范的中医特色健康干预调理
服务，向服务对象介绍中医养
生保健的基本理念和常用方
法，以及常见疾病的中医养生
保健知识等。

《规范》要求，提供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的机构及其人员不
得从事诊疗活动，包括使用针
刺、瘢痕灸、发泡灸、牵引、扳
法、中医微创类技术、中药灌洗
肠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侵入
性或者危险性的技术方法；开
具药品处方；给服务对象口服
不符合《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
物品名单》《可用于保健食品
的物品清单》规定的中药饮
片；开展医疗气功活动；国家中
医药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诊疗
活动。

“非医疗机构的中医养生
保健服务早就存在，但一直缺
乏相关规范进行监督管理，致
使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鱼龙混
杂、良莠不齐。”四川天府健康

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孟立联认
为，《规范》有利于促进非医疗
机构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增
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自信。非
医疗机构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将在规范中迎来爆发式增长。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
院卫生法学系主任、教授李筱
永认为，《规范》最大的亮点是
明确了中医诊疗和中医养生保
健间的界限。为区别中医诊断
治疗与养生保健活动，杜绝延
误诊治或出现不必要的身体伤
害问题，《规范》提出了五种禁
止性情形，明确了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的机构及其人员不得从
事诊疗活动。

邓之东进一步分析，将中
医诊疗和中医养生保健进行区
分，主要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
权益和安全。中医养生保健是
一种非医疗性活动，通过中医
药理论指导下的养生保健方法
来促进身体健康，预防疾病。
而中医诊疗则是一种医疗活
动，需要经过医师的专业诊断
和治疗，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
良反应。

事实上，治理养生保健机
构傍医乱象，国家宏观政策层
面一直在加强监管力度。

2014年3月，由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办公室、原国家卫生
计生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打
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中有关中
医监督问题的批复》规定，非医
疗机构及其人员在经营活动中
不得使用针刺、瘢痕灸、发泡
灸、牵引、扳法、中医微创类技
术、中药灌洗肠以及其他具有
创伤性、侵入性或者高危险性
的技术方法。

2016年1月，由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发布的《关于促进中
医养生保健服务发展的指导意
见》要求，中医养生保健机构不

得从事医疗和药品、医疗器械
销售等活动。

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未经
备案，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
邓之东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相比此前政策，《规范》增加
了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者的服
务水平和专业技能的要求，要
求服务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医学
或中医学知识和技能，并且不
能宣传或承诺治疗能力。

“此外，《规范》还要求中医
养生保健服务机构必须建立健
全服务质量保障制度，保障服
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些都
是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规范
和提升。”邓之东说。

跨部门综合监管不可或缺

治理养生保健机构傍医乱
象难在何处？孟立联认为，非
医疗机构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
务是非医疗行为，如何界定服
务中的医疗行为与非医疗行
为，考验监管智慧。

“治理养生保健机构违规
诊疗，难在违规行为的隐蔽性
和部分经营者的不自律。”邓之
东认为，监管部门需要加强对
养生保健机构的监管，建立健
全监督机制，并且加强对养生
保健机构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
和行业规范培训。同时，对违
规行为要加大规范力度，并加
强舆论宣传引导。

在立法层面，李筱永认为，
目前与中医养生保健相关的立
法数量少、位阶低，尚未形成监
管法律体系。这导致行政机关
受制于职权法定原则的限制，
仅能发挥有限的监管作用。

李筱永建议，提高中医养
生保健相关法律的位阶，系统
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概念、
范围、机构要求、从业人员、监
督管理、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
规定。

在孟立联看来，《规范》总
体上看原则性较强。全面正确
实施《规范》，还需要进一步细
化措施。例如，经营者违反禁
止性条款该如何处罚？经营者
对消费者滥用医疗措施又该如
何处罚？

在执法层面，孟立联表示，
《规范》明确了非医疗机构中医
养生保健的资格、条件以及一些
禁止性条款。后续监管过程中，
应持续探索关注中医药主管部
门与市场监管部门如何协同。

李筱永提到，《国务院关于
“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的意见》规定，按照谁审
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
原则切实履行市场监管职责。
中医养生保健机构不属于医疗
机构，应由市场监管部门审批，
也理应由市场监管部门监管。
但具体实践中，由于中医诊疗
行为的边界并不清晰，如果中
医养生保健机构或人员涉嫌非
法行医，这时往往需要跨部门
执法，部门间如何有效衔接未
来需要进一步明确。

从消费者角度看，邓之东
认为，医疗和养生不能混淆。
判断是否是中医机构，可查看
该机构是否取得了相关医疗执
照？是否有专业的执业中医
师？是否有必要的医疗设备和
药房药品？消费者还可以咨询
当地卫生部门或消费者协会，
了解该机构是否存在不良记录
或投诉。判断是不是中医养生
保健机构，消费者应认真了解
该机构的资质和服务内容，避
免接受不规范的健康服务。

广西融水：
免费体检到山寨

日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

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兴

贤村兴隆寨，老年人参加健康体

检活动。近日，融水苗族自治县

开展2023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老年人健康体检活动，40多

个医疗小分队逐村逐屯上门为

老年人进行免费健康体检，并进

行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中

医体质辨识、健康指导等服务，

守护老年人健康。据了解，自

2009年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后，融水已累计有41.6

万人次老人享受到免费体检，健

康得到守护。

中新社发 龙 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