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浪潮中，有

一位深耕杏林五十余载的医者，以其精湛医术

和赤诚仁心，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他就是河南培轩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

事长、北京培轩中医院院长张培轩主任医师。

作为国医大师李佃贵教授的亲传弟子，张培轩

始终秉持“大医精诚”的理念，在传承中创新，

在实践中突破，用毕生精力书写着中医药文化

的时代华章。

一、岐黄世家 厚积薄发

1952年，张培轩出生于河南省兰考县中医

世家，其祖辈自明清时期便以医术济世救人。

祖父张赞臣曾任宫廷御医，精研《千金方》《本

草纲目》，独创“张氏逐瘀汤”专治中风偏瘫；父

亲张惠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创办战地医院，用中

医药救治伤员无数。张氏家训“不为良相，便为

良医”的古训，从小便刻入张培轩的灵魂深处。

受家庭熏陶，幼年的张培轩便展现出对中

医药的浓厚兴趣。5岁随父辨认药材，7岁能背

《药性赋》，10岁通读《汤头歌诀》。他天资聪

颖，过目不忘，家中藏有的《黄帝内经》《伤寒杂

病论》等典籍，经其反复研读，渐悟医道精髓。

初中毕业后，他开始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在煤

油灯下通读《医宗金鉴》《针灸大成》，用废旧报

纸练习针灸手法，在庭院种植百余种草药进行

观察。

20世纪 60年代末，张培轩初中毕业后就

开始自学中医，依靠自己的家学渊源以及宵衣

旰食地刻苦钻研。1969年，17岁的张培轩成为

一名赤脚医生。他背着父亲留下的枣木药箱，

步行数十里为村民诊疗。在治疗一名产后风患

者时，他连续三天守在病床前，采用针灸配合

家传“生化汤”，最终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

此事在当地引起轰动，求医者络绎不绝。他白

天行医，夜晚苦读，用三年时间完成《中医基

础理论》函授课程，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张培轩擅长利用中医辨证论治方法治疗

心脑血管类疾病，在当地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每天来找他求医的患者排起了长队。1990 年

兰考县中医院的领导下基层调研，发现张培

轩没有经过中医科班学习，仅仅依靠着自学

就取得了很高的医学造诣。他在中医方面表

现出的超凡天赋，实属难得。因此领导将他从

全县上千名“赤脚医生”中破格招录到兰考县

中医院，成为了事业单位的医生。1990 年，兰

考县中医院破格录用这位自学成才的民间医

者。进入体制后，他更加勤奋钻研，先后取得

清华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双学历。在攻读

硕士学位期间，他创新性提出“痰瘀互结”病

机理论，其毕业论文《心脑血管疾病中医证候

学研究》获全国优秀论文奖。2000 年，他晋升

为中医内科主任医师，成为当时河南省最年

轻的主任医师之一。2006年由他“掌舵”的兰

考县中医院获得了河南卫视“豫剧之门”诚信

医疗单位称号。

二、创新突破 济世良方

随着在中医领域的不断研究实践，张培

轩深感中医的博大精深，学无止境，于是便拜

在博士生导师、河北省医科大学副校长李佃

贵教授门下继续修习中医。在这过程中，他的

医术一日千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临床实践中，张培轩发现心脑血管疾

病已成为威胁民众健康的重要杀手。他带领

团队深入研究，创新性提出“痰瘀互结、毒损

脉络”的病机理论，研发出具有溶栓通脉功效

的促进血栓溶解、改善血液循环的“张氏长寿

血必康”系列方剂，治愈了很多沉疴痼疾，数

以万计的患者在他那里重获新生。该成果先

后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被列入中关村健康

服务产业促进会推广项目。

张培轩的行医事迹先后被河南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CCTV10、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媒体

多次报道，一时间来找他问诊的患者比肩接

踵、络绎不绝。

研发过程中，张培轩查阅古今医籍 3000

余册，走访民间郎中 200 余人，采集验方 180

余个。他在宋代“失笑散”基础上，加入水蛭、

虻虫等虫类药，配合现代萃取技术，使有效成

分浓度提升 30倍。临床试验阶段，他亲自在

自己身上进行药物耐受性测试，经历三次过

敏反应仍坚持实验。最终，“血必康”在 3000

例临床观察中显示，总有效率达 92.7%，显效

率 68.3%。

2017 年，张培轩在工作中突发急性心梗

脑梗，经抢救后，他果断采用自研的“血必康”

进行康复治疗。在昏迷期间，他仍口述医嘱，

指导团队调整药方配比。经过三个月治疗，他

不仅奇迹般康复，更将自身康复过程转化为

临床案例。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中医药

的独特价值，也坚定了他推广中医治未病理

念的决心。

医以济世，术贵乎精。张培轩在医术道路

上不断学习进步、不断创新。2005 年，他精心

研发出的以威灵仙、桔梗等 15 种中药材与鲜

苦瓜配制而成治疗消渴症的药物组合物及其

制备方法获得了国家专利，其能够有效地解

决消渴症患者吞咽困难、治疗周期长等问题。

三、传承创新 产业报国

现在很多人对于中医药不感兴趣，觉得

吃中药麻烦，针对这种情况，张培轩决定申报

药食同源产品。他将原本的“血必康”药丸制

成药食同源产品，形状做成薄片，更易于消化

吸收。在吃饭时可以一同吃下，从而达到清除

血液中的垃圾物质、保持血管通畅的目的。作

为河南培轩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

张培轩始终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发

展理念。公司依托其研发的“血必康”核心技

术，开发出药食同源系列产品，将传统中药与

现代营养学相结合，推出人参阿胶黑芝麻丸等

创新产品。这些产品以“君臣佐使”组方原则为

基础，经十位权威专家严格评审，成功入选“健

康中国 2030”重点推广项目。

在产品研发中，张培轩团队采用“三因制

宜”原则：因时制宜———根据二十四节气调整

配方；因地制宜———选用道地药材（如长白山

人参、东阿阿胶）；因人制宜———针对不同体质

开发个性化产品。其中，“张氏雪必康·人参阿

胶黑芝麻丸”创新性采用低温破壁技术，使有

效成分吸收率提升 40%。

在推动中医药产业化的同时，张培轩积极

参与国际交流合作。2024年，其主导研发的

“血必康”系列产品荣获“一带一路十周年·国

礼品牌”称号。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他向各

国政要演示中医诊疗技术，获赠“东方神医”锦

旗。公司通过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完善质量

控制体系，实现了从药材种植到产品研发的全

产业链布局，年产值突破 5亿元。

四、大医精诚 仁心济世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

已。虽已过古稀，但张培轩依然有一颗年轻的

心，不断为弘扬中医药文化、为国人的健康事

业努力奋斗。行医五十余载，张培轩始终坚守

“医者仁心”的职业操守。他坚持每周坐诊，对

贫困患者减免费用，累计免费赠药价值 800余

万元。在诊疗中，他注重医患沟通，倡导“身心

同治”理念。曾有一位抑郁症患者，经他运用

“疏肝解郁汤”配合心理疏导，三个月后康复并

赠送“杏林春暖”锦旗。

退休后，张培轩将精力转向中医药文化传

承，开展义诊、讲座等公益活动，累计惠及群众

50余万人次。2023年，他在兰考县建立“张氏

中医传承基地”，开设传统医学堂，培养青年中

医师 120余名。他还在多所高校开设中医选修

课，将《黄帝内经》与现代心理学相结合，开发

“中医情志疗法”课程。

他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收藏古今

医籍 1.2万册，其中不乏明刻本《本草纲目》、清

抄本《傅青主女科》等孤本。在他的书房，泛黄

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书页间夹着 1978年的就

诊记录，印证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治学

态度。

五、时代使命 砥砺前行

面对当前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机遇，张培轩

提出“三化”发展战略：推动中医药理论现代

化、诊疗标准化、产品国际化。他带领团队建立

中医大数据平台，运用 AI技术分析 200万份

病历，研发出“智能辨证系统”，准确率达

91.3%。其研发的“张氏腰突丸”等成果，先后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

在“健康中国 2030”战略指引下，张培轩

积极参与中医药标准化建设。他担任中国药文

化研究会副会长期间，主持制定《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规范》等 7项国家标准。面对人口老龄

化挑战，他提出“中医治未病”与社区医疗相结

合的创新模式，在郑州试点建立 10家“中医健

康驿站”，使慢性病发病率降低 23%。

他还致力于推动中西医结合，与北京协和

医院合作开展“血必康治疗急性心梗”临床研

究，相关成果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子

刊。在他的推动下，河南培轩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与哈佛大学医学院建立联合实验室，开

展中药活性成分研究。

六、文化传承 薪火相传

张培轩深知，中医药的根在文化。他发起

“中医文化全球行”活动，在纽约、伦敦等城市

举办中医文化展，现场演示针灸、推拿等传统

技艺。2024年，他将《万病诊疗中医药顾问》翻

译成英、法、俄等六国文字，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发行。

在传承过程中，他注重培养青年人才。他

的弟子遍布海内外，其中包括美国针灸学会主

席 John Chen、日本汉方医学会会长佐藤一

郎。他常说：“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

匙，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把钥匙永远闪亮。”

七、家国情怀 赤子之心

张培轩始终心系国家发展。2020年新冠

疫情期间，他带领团队研发“扶正抗疫汤”，捐

赠武汉、上海等疫区价值 1200万元的药品。他

还将家传“张氏避瘟散”配方无偿公开，被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纳入《新冠防治中医方案》。

他关注乡村振兴，在兰考县建立中药材种

植基地，带动 3000余农户脱贫。他研发的“血

必康” 系列产品，使当地中药材种植面积扩

大 5万亩，形成“企业 +合作社 +农户”的产业

模式。

八、荣誉加身 初心不改

杏林春满花开艳，医者仁心慈悲间。张培

轩半生行医，始终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秉承着

高尚的医德医风，对待病人如春天般温暖。他

常说：“行医之人为病人祛病延年，一定要把病

人当成自己的亲人。推己及人，假如我自己是

一个病人，四处求医问药是个怎样焦躁的心

情！因此对待病人和家属一定要耐心细致，多

加关爱。医生要将医德放在第一位，要将为病

人治愈疾病、恢复健康放在第一位。”数十年

来，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张培轩的卓越贡献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他

先后获得“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国十

大医学创新人物”“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等荣

誉。2023年，他的事迹被收入《中华名医列

传》，成为首位入选该典籍的赤脚医生出身的

专家。

面对荣誉，他始终保持谦逊：“我只是做了

一个中医该做的事。中医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我们这代人要做的，就是把它守好、

用好、传好。”

九、技术革新 引领未来

在数字化浪潮中，张培轩积极推动中医药

与现代科技融合。他主导开发的“智慧中医云

平台”，整合远程诊疗、健康管理、药品溯源等

功能，已覆盖全国 32个省市。平台累计服务患

者 120万人次，收到感谢信 3.2万封。

针对中药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他建立

“中药材区块链溯源系统”，实现从种植、加

工到销售的全流程监管。该系统被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列为“智慧监管示范项目”，并在

全国推广。

十、学术贡献 泽被后世

张培轩在学术领域成果斐然。他主持完成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 项，发表学术论文

150余篇，其中 SCI论文 38篇。他提出的“痰瘀

毒损”理论被写入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

材，成为中医脑病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他担任《中华中医药杂志》编委期间，推动

设立“中西医结合研究”专栏，促进学术交流。

他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中，多人成为省级名中

医，其指导的“中医治未病”课题获教育部人文

社科基金支持。

十一、社会担当 公益先行

张培轩始终践行社会责任。他设立“培轩

中医药奖学金”，资助贫困学生 500余名。在他

的倡议下，公司每年拿出 5%的利润用于公益

事业，先后在老少边穷地区建立 12所“培轩中

医诊所”。

2024年，他发起“银发健康工程”，为全国

50万老年人提供免费中医体检。该项目被纳

入国家卫健委“老年健康促进专项行动”，其模

式在 28个省份推广。

十二、精神遗产 永续传承

张培轩的一生，是中医药人奋斗精神的缩

影。他创建的“培轩中医文化园”，通过实物陈

列、场景还原、互动体验等方式，展现中医药发

展历程。开园以来，接待国内外参观者 10万余

人次，成为传播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窗口。

他的自传《岐黄路上》，记录了从赤脚医生

到国医大师的成长历程，被列为“新时代中医药

人才培养推荐读物”。书中写道：“我愿化作中医

药传承的铺路石，让后来者走得更稳、更远。”

结语

从黄河之滨到首都北京，张培轩用半个世

纪的坚守诠释着中医药人的使命担当。他以仁

心仁术救治患者，以创新精神推动产业发展，

以文化自信传播中医智慧。在全面推进中医药

振兴发展的新征程中，这位七旬医者正以“老

骥伏枥”的豪情，续写着中医药文化的崭新篇

章。正如他在《自题》中所写：“岐黄路上志如

磐，培轩仁心暖世间。细辨阴阳疗痼疾，深研本

草解沉顽。杏林德厚声名远，橘井恩长岁月安。

矢志悬壶倾热血，中医薪火永承传。”

传承发展中医事业 振兴中医药文化
———记河南培轩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培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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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食同源系列产品

讲座现场

年 月【张氏血必康人参阿胶黑芝麻丸】

荣获“一带一路十周年·国礼品牌” 联谊会上获奖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