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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医情缘”有奖征文启事

为了弘扬中医药文化， 本报 《中医周刊》 特开辟“我的中医情缘”

有奖征文栏目。 内容涉及市民对中医的认识， 看中医的经历、 感受以

及发生在身边的中医治病时的典型病例等。 你可以拿起笔， 记录下自

己、 家人、 朋友对中医的深厚情缘； 也可拨打电话

13598538802

， 向

记者讲述你和中医之间的感人故事。 届时，本报与市中医院将评出一、

二、三等奖，并给予奖励。 同时，给记者提供的线索一经采用，均有精美

礼品赠送 。

征文热线：

13598538802

邮箱：

ckzcs200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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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中医院于

2012

年

4

月

30

日开始， 对新

农合病人和医保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 病人实行 “先住院、 后缴费” 新型服

务模式。 市中医院竭诚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

服务。

先 住 院 后 缴 费

�●

本期话题

远离肛肠疾病 告别难言之隐

本报记者 梁智玲

记者：肛肠疾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在生活中，大家常

听到“十人九痔”的说法，而痔就是肛肠疾病中最常见的疾病

之一。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肛肠疾病总发病率为

58％

，也就是

说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得过肛肠疾病。 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市中

医院肛肠病专家商怀斌， 就如何治疗肛肠疾病以及在生活中

如何有效预防为大家进行详细介绍。

记者：请问什么是肛肠疾病？

商怀斌：从广义上讲，发生在肛门、大肠上的各种疾病都

叫肛肠病，常见病有

100

多种；从狭义上讲，发生在肛门与直

肠上的各种疾病都叫肛肠病， 常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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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 如内痔、外

痔、混合痔、肛裂、肛门瘙痒症、肛瘘、肛周脓肿、肛门皮肤病、

肛窦炎， 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 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严重影

响，同时肛肠疾病引发的一些并发症还会威胁生命。

记者：那么，肛肠疾病该如何治疗，中医在治疗肛肠疾病

方面有哪些优势？

商怀斌：痔疮的主要症状是便血 、 下坠 、 疼痛 、 脱出 ，

有痔疮不治疗， 很容易造成肛周脓肿或者肛瘘， 长期便血则

可引起贫血、 头晕、 目眩、 气喘、 心悸、 乏力等各种慢性消

耗疾病。 对于轻微痔疮患者来说， 可采用药物疗法， 通过口

服中药、 中药熏洗、 外用药物来减轻痔疮症状； 对于重症患

者来说， 药物治疗见效慢， 并且很难消除病灶， 建议采取手

术治疗。 而手术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很高， 先进的技术可以减

轻患者在手术中及手术后的痛苦， 创面小、 愈合快。 市中医

院肛肠专科研制的特效术后外敷膏药，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

患者的痛苦。 肛裂是齿线以下肛管皮肤破裂形成菱形裂口或

溃疡， 好发于青壮年， 其临床症状表现为疼痛和出血， 处理

不当可引起感染性溃疡， 继续发展还可出现肛窦炎。 新鲜肛

裂可经非手术治疗达到愈合，如局部热敷坐浴，口服缓泻剂，

局部封闭或灌肠等方法； 陈旧性肛裂可采用微创手术切除及

外敷中药的治疗方法，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肛周脓肿也叫肛门

直肠周围脓肿，中医称之为“肛痈”，临床一般症状为肛门直肠

周围有一个小硬块或肿块， 继则突然局部出现难以忍受的疼

痛、红肿发热、坠胀不适、坐卧不宁、里急后重、大便秘结、排尿

不畅，并随之出现体温升高、食欲不振、寒战、乏力等全身中毒

症状。 少数肛周脓肿用抗生素， 中药外敷及局部理疗等可以

治愈， 但多数需要进行微创手术治疗。 中医在治疗肛肠病方

面， 以益气固脱、 收敛止血为重点， 内治、 外治相结合， 注

重辨证论治， 具有简便、 快速、 无痛苦、 费用低等优点。

记者：既然肛肠疾病的发病率这么高，那么我们在生活中

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商怀斌：不良的排便习惯、排便异常、饮食因素、职业因素、

慢性疾病等都是引发肛肠疾病的原因， 如上厕所时下蹲位看

书、看报，造成下蹲和排便时间延长，容易造成肛门直肠内瘀血

而诱发疾病；腹泻和便秘均是引发肛肠疾病的主要因素。 便秘

使直肠内长期滞留有毒物质，影响血液循环，腹泻使肛门局部

感染机会增多，产生肛窦炎、炎性外痔、肛周脓肿等疾病；长期

站立或久坐者也容易引发此病；一些长期营养不良，体质虚弱

者的肛门括约肌松弛无力，也容易引发肛肠疾病。因此，大家在

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调理饮食，多吃富含纤维素

的食物，避免食用辛辣、油炸食品，戒烟酒；养成定时大便的习

惯；注意下身保暖；避免久站久坐，要经常变换姿势；患上此病

后要去正规医院找专业医生诊断，不要因不不好意思，把小病

拖成大病。

小药方也有大学问

本报记者 孙阎河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中药药方可以说

是经常接触到的一种东西。但是，为什么平时

我们看起来十分普通的一些草根、 树皮、矿

物、动物混合在一起，通过煎熬，就能让人们

强身健体，消除疾病呢？

市中医院老年病、 脾胃肝胆病科主任陈

百顺介绍，方剂，简称“方”，是由两味或两味

以上的中药按一定规则配合组成有特定主治

功效的药方。 但也有个例，方剂仅一味药，如

“独参汤”。而“剂”，古作齐，指调剂，《汉书·艺

文志》所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马王堆汉墓

帛书·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

方书，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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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记载的剂型有丸、饼、汤、

散、药浆等，充分反映了古代人在方剂学上的

成就。

陈百顺进一步解释：“中药药方是中医

‘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剂是治法

的体现，是根据配伍原则总结经验，以若干药

物配合组成的药方，一般由君药、臣药、佐药、

使药四部分组成，这种提法最早见于《内经》。

其中， 君药是方剂中针对主证起治疗作用的

药物，是必不可少的，药量和药力相对较大；

臣药是协助君药的，以增强治疗作用；佐药是

协助君药治疗兼证或次要症状， 或者是抑制

君、臣药的毒性和峻烈性，也可为其反佐；使

药是导引方中其他诸药直达病症所在或者调

和方中诸药作用。同时，药方在配伍上也有很

多禁忌，如“十八反”、“十九畏”，因此有一些

偏方、验方是需要在医师指导下方能应用。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张仲景是中药方

剂学集大成者，其《伤寒论》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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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金

匮要略》载方

262

首，且由于组方合法，选药

精当，用量准确，变化巧妙，疗效卓著，被后世

尊为“经方”。如今，随着先进科学技术在方剂

中的应用，一批疗效稳定、副作用小、服用方

便的中药片剂、滴丸剂、注射剂、海绵剂、栓

剂、油剂、霜剂、 气

雾剂、泡袋剂、粉针

剂等先后问世 ，使

中药方剂学有了更

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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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卫生局、市财政局、市中医管理局下发的关于

2012

年

《焦作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的通知：

鼓励和引导参合人员利用中医药服务。 参合人员利用中医药

服务的住院费用补偿起付线以上部分， 补偿比例提高

10%

。 其

中， 参合人员在县级中医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 除利用中医药

服务的住院费用补偿起付线以上部分、 补偿比例提高

10%

外 （最

高补偿比例不能超过

90%

）， 其余住院费用在同级医疗机构补偿

比例标准的基础上提高

5%

。 中医药服务项目指纳入新农合补偿

范围的临床治疗疾病所使用的中药饮片、 中成药、 中药制剂和

《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目

录（试行）》（豫卫农卫〔

2010

〕

18

号）明确的中医诊疗项目。

新农合病人住院起付线比同级医院低

100

元，中医诊疗费用

报销比例比其他医院提高

10%

。

市中医院是解放区、 山阳区、 新区特困人群的定点医院。 凡

特困人群在该院就诊， 均可在享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民政局医

疗救助的基础上， 再减免

50%

个人医疗费用。

10

2012

年

10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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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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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

长王国强在全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座谈会上表

示，今后一个时期，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要紧紧围

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

体目标，逐步建立适应事业发展需要、结构比较

合理的中医药标准体系。

王国强强调，以中医药发展需求为导向，加

快推进中医药标准体系建设； 以提高能力和强

化基础为着眼点， 切实加强中医药标准化支撑

体系建设； 以中医药标准研究推广基地建设为

抓手，加强中医药标准的推广应用；以加强建立

协调机制为切入点， 理顺中医药标准化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以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

(

暂定

名）技术委员会（

ISO ／ TC249

）和世界卫生组织为

平台， 扎实推进中医药标准国际化工作 。 到

2020

年，基本建立适应事业发展需要、结构比

较合理的中医药标准体系， 中医药标准化支撑

体系进一步完善， 基本满足中医药标准化工作

的需求， 中医药标准推广应用和监测评价体系

初步建立， 中医药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明显加

强， 中医药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更加完

善， 我国实质性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活动的

能力有显著提升。

同时， 王国强对做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提

出了四点要求： 一要提高对中医药标准化工作

的认识； 二要把握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原则

和策略； 三要处理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中中医

个性化与标准化的关系， 中医药国家标准、 行

业标准和行业学会、 协会标准之间的关系， 中

医药标准化与中医药各项工作的关系， 国内标

准化工作与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关系； 四要加大

对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统筹协调和保障支持力

度。

王国强表示， 中医药标准化是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

全局性工作， 对引领和支撑中医药事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标准化是推动中医药学术发展的

必然要求， 是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有

效载体，是规范中医药行业管理的重要手段，是

保障中医药质量安全的基本依据， 是中医药成

果推广与传播的重要形式， 是推进中医药现代

化的重要途径， 是促进中医药国际传播的迫切

需要。 新 华

谢轶喆：中医路上勤求索

本报记者 朱传胜

今年

56

岁的谢轶喆， 在中医这个领域已经苦苦求索

了三十余载。 一路走来，他对于中医有着更为丰富的感情

和解不开的情缘。

把握机遇 让他走进高等学府

谢轶喆出生在武陟县小董乡，母亲是该乡卫生院的一

名妇科医生。 从小在医院长大的谢轶喆，很早就接触到了

中医。

14

岁时，在陪母亲看病的日子里，谢轶喆对中医治疗

有着深刻的印象，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

岁那年，谢轶喆

到母亲所在的乡卫生院工作，并在此期间学到了简单的中

医知识。

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 让他真正从事中医工作的，却

是几年以后的高考。

在他

21

岁那年，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 得知消息的谢

轶喆异常兴奋，并决定参加高考来改变命运。 不过，从他获

知消息到参加考试，仅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即便如此，他仍

信心十足。

最终，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南中医学院，成为该

院第一届学生。

在谢轶喆看来，自己之所以能考上大学，归功于平时良

好的阅读习惯。 当时，他对《资治通鉴》、《史记》等书籍熟读

数遍。 不过，谢轶喆最感谢的还是党的好政策，给了他一个

改变命运的机会。为了感谢党的好政策和国家的培养，他在

自己的行医格言中这样写到：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学识献给

人民的健康事业。

痴迷临床 让他术有专攻

5

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 谢轶喆被分配到我市一家大

医院的办公室工作，由于痴迷于临床工作，他却不愿前往。

最后， 他被分配到市中医学校从事中医教学工作；

8

年后，

他又到市中医院工作。 那时， 已经涉足中医治疗男性病的

他，受命组建了市中医院男性病专科。

谢轶喆在回忆此事时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

受儿时同伴遭遇的触动。从学校毕业之后，他获悉好几位儿

时的同伴，都是因为自身原因无法让妻子生育孩子。 为此，

他们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为了能治愈此病，他们花尽了积

蓄。 除此之外， 他发现一些治疗男科疾病的小诊所越来越

多，并打着祖传秘方等旗号行骗，让不少人上当。

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后，谢轶喆在无名师的指教下，独

自潜心钻研中医理论，精读中医四大经典著作

,

将中医的精

髓融会贯通，特别是对“天人合一”的思想研究甚深，熟知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关系，并将其科学地运用

到临床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治疗效果，在中医内科疑难杂

症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男性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有独

到见解，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被评为“焦作市第七批拔

尖人才”。同时，他根据天人相应理论，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前列腺疾病、性功能障碍、不育症等疾病，取得了良好的临

床效果

,

为近千名患者解除了病痛。 由于中医治疗男性病

在全国都非常少见，他的医术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专业成就 让他的中医之路越走越宽

谢轶喆通过多年临床实践体会到， 中医治疗男性病不

能把它看成单纯的一种病，而应该针对患者的个体差异，通

过调节全身系统，使各个微系统之间相互协调，从而进行综

合治疗。同时，他撰写的《男子生殖精气蠡测》、《男子生殖精

气辨治拙见》、《 三鼎丹加辨证治疗性功能障碍》、《用中医

经气流注理论辨治杂病体会》、《金虎散加中医辨证前列腺

病》等论文被多家专业刊物采用。

另外，谢轶喆在临床中结合“五运六气”诊断病情，极具

特色。他认为，中医基本理论中的许多疑点、难点问题，如七

损八益、肝左肺右，“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右肾命门，

六经与卫气营血的关系等大多与运气有关，掌握了“五运六

气”，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此外，谢轶喆还参与编纂了《中医病名词典》一书，荣获

焦作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主持研制的六味地黄丸

(

怀庆府

牌

)

、三鼎丹、消痰化饮丸等院内制剂都有明显的临床效果。

鉴于他在中医男性病诊治上的突出成就， 河南中医学院增

列其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从而成为我市第一位、也是目前唯

一的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

如今， 谢轶喆已从市中医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居二

线， 但对于挚爱

的中医事业， 他

仍在不断地求索

着。

医患情“圆”中秋夜

本报记者 张 璐

“大娘，祝您中秋节快乐，早日康复。 ”“谢谢，你们想得

太周到了，这个中秋节真让我难忘。 ”

9

月

30

日晚上，在市

中医院外一科的一间病房里，一位老大娘拉住两位“白衣

天使”的手激动地说。 中秋节是一个合家团圆、共享欢乐的

日子，但在市中医院外一科住院的

20

多位患者却无法回家

和家人团聚。为此，该科医护人员在中秋节那天为他们和家

属送上了一份月饼以及节日的问候， 用真情感动着病房里

的每一个人。

住院患者：有她们陪着真好

圆圆的月饼和温馨的祝福不仅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

离，还坚定了患者战胜病魔的信心。

在该科住院的朱女士因丈夫在外地工作而无人陪护，

谈及今年的中秋节， 朱芳芳的眼中饱含泪花。 “自己过中

秋， 感觉特别孤独， 好在有她们的陪伴， 让我感到很温

暖。” 朱芳芳说， “刚开始检查身体的时候， 我还以为自

己得了胃癌， 非常害怕， 但是这些可爱的护士们一直安慰

我、 鼓励我， 后来确诊为慢性胃炎， 才松了一口气， 谢谢

她们的照顾。”

“这个月饼是五仁馅的，真好吃。”患者杜女士拿着吃了

一半的月饼开心地告诉记者，“真没想到， 中秋节医生和护

士还能想到我们，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 ”

医护人员：过节回家是件奢侈的事

逢年过节回家看看，对已有

30

多年工作经验的外一科

副主任医师邢伟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作为一位过来人，他

很理解年轻同事的心情，所以每到逢年过节，邢伟总是主动

要求上班，把休息的机会留给家在外地的年轻人。

参加工作第二个年头的护士牛昭丽起初也因为不能回

家和父母团聚而偷偷掉过眼泪。 “今年除夕就是我值的班，

坐在值班室里， 我总是幻想着一扭头就可以吃到父母端过

来的饺子，心里特别难受，这次是我第一次在中秋节这天上

班，刚才给患者和家属送月饼时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比

他们还要高兴。 ”

病房：浓浓真情暖人心

每逢佳节倍思亲，特别是在中秋节。 但是，记者在这里

却感觉不到孤独，当患者在病床上接过护士送来的月饼时，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护士每到一间病房，都会看着患者

咬下一口月饼才肯离去， 有的患者因为输液或其他原因不

方便拿月饼的，护士会把月饼喂到患者的嘴里。

牛昭丽对记者说：“今天上午， 今年

6

月

21

日出院的

78

岁张奶奶还专程来医院给我们送月饼，感觉好像自己家

人一样。 ”

������

谢轶喆正在为患者把脉。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

图为护士牛昭丽为患者送月饼。 张 璐 摄

“我的中医情缘”有奖征文启事

为了弘扬中医药文化， 本报 《中医周刊》 特开辟“我的中医情缘”

有奖征文栏目。 内容涉及市民对中医的认识， 看中医的经历、 感受以

及发生在身边的中医治病时的典型病例等。 你可以拿起笔， 记录下自

己、 家人、 朋友对中医的深厚情缘； 也可拨打电话

13598538802

， 向

记者讲述你和中医之间的感人故事。 届时，本报与市中医院将评出一、

二、三等奖，并给予奖励。 同时，给记者提供的线索一经采用，均有精美

礼品赠送 。

征文热线：

13598538802

邮箱：

ckzcs2004@163.com

�●

本期话题

远离肛肠疾病 告别难言之隐

本报记者 梁智玲

记者：肛肠疾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在生活中，大家常

听到“十人九痔”的说法，而痔就是肛肠疾病中最常见的疾病

之一。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肛肠疾病总发病率为

58％

，也就是

说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得过肛肠疾病。 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市中

医院肛肠病专家商怀斌， 就如何治疗肛肠疾病以及在生活中

如何有效预防为大家进行详细介绍。

记者：请问什么是肛肠疾病？

商怀斌：从广义上讲，发生在肛门、大肠上的各种疾病都

叫肛肠病，常见病有

100

多种；从狭义上讲，发生在肛门与直

肠上的各种疾病都叫肛肠病， 常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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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 如内痔、外

痔、混合痔、肛裂、肛门瘙痒症、肛瘘、肛周脓肿、肛门皮肤病、

肛窦炎， 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 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严重影

响，同时肛肠疾病引发的一些并发症还会威胁生命。

记者：那么，肛肠疾病该如何治疗，中医在治疗肛肠疾病

方面有哪些优势？

商怀斌：痔疮的主要症状是便血 、 下坠 、 疼痛 、 脱出 ，

有痔疮不治疗， 很容易造成肛周脓肿或者肛瘘， 长期便血则

可引起贫血、 头晕、 目眩、 气喘、 心悸、 乏力等各种慢性消

耗疾病。 对于轻微痔疮患者来说， 可采用药物疗法， 通过口

服中药、 中药熏洗、 外用药物来减轻痔疮症状； 对于重症患

者来说， 药物治疗见效慢， 并且很难消除病灶， 建议采取手

术治疗。 而手术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很高， 先进的技术可以减

轻患者在手术中及手术后的痛苦， 创面小、 愈合快。 市中医

院肛肠专科研制的特效术后外敷膏药，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

患者的痛苦。 肛裂是齿线以下肛管皮肤破裂形成菱形裂口或

溃疡， 好发于青壮年， 其临床症状表现为疼痛和出血， 处理

不当可引起感染性溃疡， 继续发展还可出现肛窦炎。 新鲜肛

裂可经非手术治疗达到愈合，如局部热敷坐浴，口服缓泻剂，

局部封闭或灌肠等方法； 陈旧性肛裂可采用微创手术切除及

外敷中药的治疗方法，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肛周脓肿也叫肛门

直肠周围脓肿，中医称之为“肛痈”，临床一般症状为肛门直肠

周围有一个小硬块或肿块， 继则突然局部出现难以忍受的疼

痛、红肿发热、坠胀不适、坐卧不宁、里急后重、大便秘结、排尿

不畅，并随之出现体温升高、食欲不振、寒战、乏力等全身中毒

症状。 少数肛周脓肿用抗生素， 中药外敷及局部理疗等可以

治愈， 但多数需要进行微创手术治疗。 中医在治疗肛肠病方

面， 以益气固脱、 收敛止血为重点， 内治、 外治相结合， 注

重辨证论治， 具有简便、 快速、 无痛苦、 费用低等优点。

记者：既然肛肠疾病的发病率这么高，那么我们在生活中

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商怀斌：不良的排便习惯、排便异常、饮食因素、职业因素、

慢性疾病等都是引发肛肠疾病的原因， 如上厕所时下蹲位看

书、看报，造成下蹲和排便时间延长，容易造成肛门直肠内瘀血

而诱发疾病；腹泻和便秘均是引发肛肠疾病的主要因素。 便秘

使直肠内长期滞留有毒物质，影响血液循环，腹泻使肛门局部

感染机会增多，产生肛窦炎、炎性外痔、肛周脓肿等疾病；长期

站立或久坐者也容易引发此病；一些长期营养不良，体质虚弱

者的肛门括约肌松弛无力，也容易引发肛肠疾病。因此，大家在

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调理饮食，多吃富含纤维素

的食物，避免食用辛辣、油炸食品，戒烟酒；养成定时大便的习

惯；注意下身保暖；避免久站久坐，要经常变换姿势；患上此病

后要去正规医院找专业医生诊断，不要因不不好意思，把小病

拖成大病。

小药方也有大学问

本报记者 孙阎河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中药药方可以说

是经常接触到的一种东西。但是，为什么平时

我们看起来十分普通的一些草根、 树皮、矿

物、动物混合在一起，通过煎熬，就能让人们

强身健体，消除疾病呢？

市中医院老年病、 脾胃肝胆病科主任陈

百顺介绍，方剂，简称“方”，是由两味或两味

以上的中药按一定规则配合组成有特定主治

功效的药方。 但也有个例，方剂仅一味药，如

“独参汤”。而“剂”，古作齐，指调剂，《汉书·艺

文志》所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马王堆汉墓

帛书·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

方书，载方

283

首，记载的剂型有丸、饼、汤、

散、药浆等，充分反映了古代人在方剂学上的

成就。

陈百顺进一步解释：“中药药方是中医

‘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剂是治法

的体现，是根据配伍原则总结经验，以若干药

物配合组成的药方，一般由君药、臣药、佐药、

使药四部分组成，这种提法最早见于《内经》。

其中， 君药是方剂中针对主证起治疗作用的

药物，是必不可少的，药量和药力相对较大；

臣药是协助君药的，以增强治疗作用；佐药是

协助君药治疗兼证或次要症状， 或者是抑制

君、臣药的毒性和峻烈性，也可为其反佐；使

药是导引方中其他诸药直达病症所在或者调

和方中诸药作用。同时，药方在配伍上也有很

多禁忌，如“十八反”、“十九畏”，因此有一些

偏方、验方是需要在医师指导下方能应用。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张仲景是中药方

剂学集大成者，其《伤寒论》载方

113

首、《金

匮要略》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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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且由于组方合法，选药

精当，用量准确，变化巧妙，疗效卓著，被后世

尊为“经方”。如今，随着先进科学技术在方剂

中的应用，一批疗效稳定、副作用小、服用方

便的中药片剂、滴丸剂、注射剂、海绵剂、栓

剂、油剂、霜剂、 气

雾剂、泡袋剂、粉针

剂等先后问世 ，使

中药方剂学有了更

长足的发展。

王

国

强

在

全

国

中

医

药

标

准

化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要

求

中

医

药

标

准

化

要

围

绕

民

生

及

医

改

近日，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

长王国强在全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座谈会上表

示，今后一个时期，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要紧紧围

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

体目标，逐步建立适应事业发展需要、结构比较

合理的中医药标准体系。

王国强强调，以中医药发展需求为导向，加

快推进中医药标准体系建设； 以提高能力和强

化基础为着眼点， 切实加强中医药标准化支撑

体系建设； 以中医药标准研究推广基地建设为

抓手，加强中医药标准的推广应用；以加强建立

协调机制为切入点， 理顺中医药标准化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以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

(

暂定

名）技术委员会（

ISO ／ TC249

）和世界卫生组织为

平台， 扎实推进中医药标准国际化工作 。 到

2020

年，基本建立适应事业发展需要、结构比

较合理的中医药标准体系， 中医药标准化支撑

体系进一步完善， 基本满足中医药标准化工作

的需求， 中医药标准推广应用和监测评价体系

初步建立， 中医药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明显加

强， 中医药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更加完

善， 我国实质性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活动的

能力有显著提升。

同时， 王国强对做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提

出了四点要求： 一要提高对中医药标准化工作

的认识； 二要把握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原则

和策略； 三要处理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中中医

个性化与标准化的关系， 中医药国家标准、 行

业标准和行业学会、 协会标准之间的关系， 中

医药标准化与中医药各项工作的关系， 国内标

准化工作与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关系； 四要加大

对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统筹协调和保障支持力

度。

王国强表示， 中医药标准化是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

全局性工作， 对引领和支撑中医药事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标准化是推动中医药学术发展的

必然要求， 是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有

效载体，是规范中医药行业管理的重要手段，是

保障中医药质量安全的基本依据， 是中医药成

果推广与传播的重要形式， 是推进中医药现代

化的重要途径， 是促进中医药国际传播的迫切

需要。 新 华

谢轶喆：中医路上勤求索

本报记者 朱传胜

今年

56

岁的谢轶喆， 在中医这个领域已经苦苦求索

了三十余载。 一路走来，他对于中医有着更为丰富的感情

和解不开的情缘。

把握机遇 让他走进高等学府

谢轶喆出生在武陟县小董乡，母亲是该乡卫生院的一

名妇科医生。 从小在医院长大的谢轶喆，很早就接触到了

中医。

14

岁时，在陪母亲看病的日子里，谢轶喆对中医治疗

有着深刻的印象，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

岁那年，谢轶喆

到母亲所在的乡卫生院工作，并在此期间学到了简单的中

医知识。

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 让他真正从事中医工作的，却

是几年以后的高考。

在他

21

岁那年，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 得知消息的谢

轶喆异常兴奋，并决定参加高考来改变命运。 不过，从他获

知消息到参加考试，仅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即便如此，他仍

信心十足。

最终，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南中医学院，成为该

院第一届学生。

在谢轶喆看来，自己之所以能考上大学，归功于平时良

好的阅读习惯。 当时，他对《资治通鉴》、《史记》等书籍熟读

数遍。 不过，谢轶喆最感谢的还是党的好政策，给了他一个

改变命运的机会。为了感谢党的好政策和国家的培养，他在

自己的行医格言中这样写到：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学识献给

人民的健康事业。

痴迷临床 让他术有专攻

5

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 谢轶喆被分配到我市一家大

医院的办公室工作，由于痴迷于临床工作，他却不愿前往。

最后， 他被分配到市中医学校从事中医教学工作；

8

年后，

他又到市中医院工作。 那时， 已经涉足中医治疗男性病的

他，受命组建了市中医院男性病专科。

谢轶喆在回忆此事时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

受儿时同伴遭遇的触动。从学校毕业之后，他获悉好几位儿

时的同伴，都是因为自身原因无法让妻子生育孩子。 为此，

他们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为了能治愈此病，他们花尽了积

蓄。 除此之外， 他发现一些治疗男科疾病的小诊所越来越

多，并打着祖传秘方等旗号行骗，让不少人上当。

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后，谢轶喆在无名师的指教下，独

自潜心钻研中医理论，精读中医四大经典著作

,

将中医的精

髓融会贯通，特别是对“天人合一”的思想研究甚深，熟知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关系，并将其科学地运用

到临床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治疗效果，在中医内科疑难杂

症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男性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有独

到见解，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被评为“焦作市第七批拔

尖人才”。同时，他根据天人相应理论，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前列腺疾病、性功能障碍、不育症等疾病，取得了良好的临

床效果

,

为近千名患者解除了病痛。 由于中医治疗男性病

在全国都非常少见，他的医术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专业成就 让他的中医之路越走越宽

谢轶喆通过多年临床实践体会到， 中医治疗男性病不

能把它看成单纯的一种病，而应该针对患者的个体差异，通

过调节全身系统，使各个微系统之间相互协调，从而进行综

合治疗。同时，他撰写的《男子生殖精气蠡测》、《男子生殖精

气辨治拙见》、《 三鼎丹加辨证治疗性功能障碍》、《用中医

经气流注理论辨治杂病体会》、《金虎散加中医辨证前列腺

病》等论文被多家专业刊物采用。

另外，谢轶喆在临床中结合“五运六气”诊断病情，极具

特色。他认为，中医基本理论中的许多疑点、难点问题，如七

损八益、肝左肺右，“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右肾命门，

六经与卫气营血的关系等大多与运气有关，掌握了“五运六

气”，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此外，谢轶喆还参与编纂了《中医病名词典》一书，荣获

焦作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主持研制的六味地黄丸

(

怀庆府

牌

)

、三鼎丹、消痰化饮丸等院内制剂都有明显的临床效果。

鉴于他在中医男性病诊治上的突出成就， 河南中医学院增

列其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从而成为我市第一位、也是目前唯

一的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

如今， 谢轶喆已从市中医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居二

线， 但对于挚爱

的中医事业， 他

仍在不断地求索

着。

医患情“圆”中秋夜

本报记者 张 璐

“大娘，祝您中秋节快乐，早日康复。 ”“谢谢，你们想得

太周到了，这个中秋节真让我难忘。 ”

9

月

30

日晚上，在市

中医院外一科的一间病房里，一位老大娘拉住两位“白衣

天使”的手激动地说。 中秋节是一个合家团圆、共享欢乐的

日子，但在市中医院外一科住院的

20

多位患者却无法回家

和家人团聚。为此，该科医护人员在中秋节那天为他们和家

属送上了一份月饼以及节日的问候， 用真情感动着病房里

的每一个人。

住院患者：有她们陪着真好

圆圆的月饼和温馨的祝福不仅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

离，还坚定了患者战胜病魔的信心。

在该科住院的朱女士因丈夫在外地工作而无人陪护，

谈及今年的中秋节， 朱芳芳的眼中饱含泪花。 “自己过中

秋， 感觉特别孤独， 好在有她们的陪伴， 让我感到很温

暖。” 朱芳芳说， “刚开始检查身体的时候， 我还以为自

己得了胃癌， 非常害怕， 但是这些可爱的护士们一直安慰

我、 鼓励我， 后来确诊为慢性胃炎， 才松了一口气， 谢谢

她们的照顾。”

“这个月饼是五仁馅的，真好吃。”患者杜女士拿着吃了

一半的月饼开心地告诉记者，“真没想到， 中秋节医生和护

士还能想到我们，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 ”

医护人员：过节回家是件奢侈的事

逢年过节回家看看，对已有

30

多年工作经验的外一科

副主任医师邢伟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作为一位过来人，他

很理解年轻同事的心情，所以每到逢年过节，邢伟总是主动

要求上班，把休息的机会留给家在外地的年轻人。

参加工作第二个年头的护士牛昭丽起初也因为不能回

家和父母团聚而偷偷掉过眼泪。 “今年除夕就是我值的班，

坐在值班室里， 我总是幻想着一扭头就可以吃到父母端过

来的饺子，心里特别难受，这次是我第一次在中秋节这天上

班，刚才给患者和家属送月饼时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比

他们还要高兴。 ”

病房：浓浓真情暖人心

每逢佳节倍思亲，特别是在中秋节。 但是，记者在这里

却感觉不到孤独，当患者在病床上接过护士送来的月饼时，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护士每到一间病房，都会看着患者

咬下一口月饼才肯离去， 有的患者因为输液或其他原因不

方便拿月饼的，护士会把月饼喂到患者的嘴里。

牛昭丽对记者说：“今天上午， 今年

6

月

21

日出院的

78

岁张奶奶还专程来医院给我们送月饼，感觉好像自己家

人一样。 ”

商怀斌

市中医院肛肠病专家， 从事

肛肠病诊治工作三十余年 ，

1999

年当选为河南省肛肠学会委员 ，

2007

年当选为河南省肛肠学会委

员，

2009

年被评为河南省肛肠学

科知名专家 ， 专治复杂痔疮 、瘘

疮、直肠良性肿瘤 、直肠脱垂 、肛

裂、肛门瘙痒等多种肛肠疾病，现

为焦作市肛肠学科带头人。

主讲人：市中医院肛肠专家商怀斌

专家简介

������

本报讯 （记者朱传胜）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保健意

识的增强，广大群众对健康体检的需求也不断增长，为了最大限度呵护

群众的健康，市中医院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辨证施治等优势，利用

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强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团队，特别推出“健康体检套

餐”服务。 仅需

128

元，广大群众就能享受到原价

311

元的体检套餐服

务。

项目多、价格低，是这份体检套餐最大的特点。比如，一般血常规检

查只有十几项，而这份体检套餐中，血常规检查多达

23

项，就连尿常规

检查也有

14

项。 从“健康体检套餐”表上记者可以看出，该院推出的体

验项目共有

67

项，包括了我们平常体检的所有基本项目，具体包括：乙

肝五项、肝功能检查五项、血脂四项、胸透、

B

超、心电图、血糖、血压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体检套餐中还包含了甲胎蛋白检查项目，可以对早

期癌症患者进行筛查，及时为易患癌症的人群进行预警。

该院负责人表示，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紧张，“亚健康”状况

在现代人群中非常普遍，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还

关系着许多家庭的幸福，作为一家公立医院，不仅是为了给群众治病，

更重要的工作是要让群众来防病。

即日起，市民也可以拨打电话

2973500

、

2973501

和

2973502

咨询，

了解该院体检套餐的具体内容。

市中医院

推出体检套餐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