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作市中医院“冬病夏治”一览表

地 址

联系人 电 话

呼吸科

针灸科

病房楼负一楼（西侧）

门诊楼负一楼

科 室

18003916987

15039100600

黄医生

马医生

2107352

科室电话

王医生

13503918295

张医生 13939151978

科室电话

� 2107397

儿 科

心病科

门诊楼三楼（西侧）

病房楼负一楼（东侧）

13513819266

王医生

杨医生

13513819190

2107372

科室电话

赵医生

15703912807

张医生

15703911018

科室电话

� 2107338

疼痛康复科

新华街门诊部

谈医生

15703911069

陈护士

15703911020

科室电话 210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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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病夏治贴敷时间：

７

月

１３

日起至

８

月

１４

日止

预约

电话

儿 科

:2107372

针灸科：

2107397

呼吸科：

2107352

心病科：

2107338

疼痛康复科：

210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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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传胜

在医务科，他一待就是十年；尽管行政

管理工作很忙，但他每周仍坚持坐诊，为患

者解除病痛。他，就是市中医院医务科主任

张中兴。从医

30

年，他精研歧黄之术，以一

颗仁爱之心，诠释了“大医精诚，仁心至上”

的深刻内涵。前不久，他通过了我市第二批

中青年名中医的复评。

阴差阳错学中医

“当年学中医，真是阴差阳错。 ”张中兴

感慨地说。

张中兴出生在沁阳市柏香镇新村，他

的爷爷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 家里有大量

的藏书。尽管他的爷爷并不是一名中医，但

因熟读不少中医书籍， 街坊四邻有个头疼

脑热的，都会找他的爷爷来解决。

1977

年，学习成绩优异的张中兴报考

了一所工科大学。令人意外的是，他接到的

却是河南中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尽管如

此，张中兴依然十分兴奋，因为他的命运从此得以改变。

得知他要学习中医， 张中兴的一个儿时玩伴还把家里珍藏的

一本清代手抄中医秘方赠送给他，希望他能学好中医知识，造福乡

邻。大学五年，背读中医知识，成为他必备的功课，这也为他学好中

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扎根基层美名扬

毕业归来的张中兴， 怀着一颗造福乡邻的心到沁阳市城关卫

生院工作。“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在基层，他接触了大量的患

者，并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成长。

由于深知基层民众的疾苦， 张中兴一直采用 “简、 便、 廉、

验” 的方法为患者诊治病情。 平日里， 他的诊室总是被患者挤得

满满的。

1986

年，沁阳市筹建中医院，张中兴被调到那里工作，中医才

华得到了更大的施展。

1996

年，张中兴被河南省中医管理局列入

首批“

112

”跨世纪人才工程培养对象，被送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

门医院进修学习，师从邓振明、王永炎等全国著名专家，从中受益

颇多。在临床实践中，张中兴对中风、颈椎病、心肌炎、风湿、结石等

病症的诊治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在基层行医的那些年， 张中兴在治病救人之余， 还开展了多

项科研创新项目 ， 屡获大奖 ， 如 “风轮主方治疗角膜炎 ” 在

1996

年获沁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第一名； “乌豹液治疗增生性

关节炎” 在

1996

年获沁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第二名； “晚晴汤

治疗脑萎缩临床研究” 在

1999

年获平顶山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第

五名。

尽管当时他在县里工作， 可是来找他看病的患者来自我市各

县市，就连外省市的患者也是慕名前来就医。

精研歧黄为名医

2003

年，张中兴被调到市中医院医务科工作。 从事行政工作

的他仍精研歧黄之术，坚持坐诊。 尤其对危急重症及疑难病例，他

经常组织会诊、抢救。

年过七旬的郭老太因同时患有糖尿病痛症酸中毒、急性肾炎、

肺部感染、冠心病到该院内科住院治疗，在进行

B

超检查时又被

查出肾积水、肾结石以及肾脓肿，随即转入外科治疗。手术后，患者

出现双侧胸腔积水，高热不退，并且出现了麻痹性肠梗阻，导致其

上腹胀满，情况十分危急。 随后，张中兴组织该院有关科室的专家

为其会诊。 会诊中，郭老太被确诊为真菌性败血症。 在苦寻治疗良

方之际，张中兴的方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按照这个方子治疗一段

时间后，郭老太最终转危为安。

像这样的病列，在张中兴的从医生涯中不知遇到过多少次。对

于疑难病症，他敢于探索

,

擅于采用多元化的治疗方案让患者得到

康复。

2007

年，鉴于张中兴在中医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被评为焦

作市十大青年名中医称号。

“内难本经伤寒论，道法自然天地人，经典简奥藏宝库，大医精

诚铸医魂。历代英贤垂青史，各家学说杏园春，繁衍中华数千年，复

兴民族精气神。”采访中，张中兴用即兴所作的一首诗，来表达自己

对中医的热爱，矢志要将中医传承下去，为祖国的医学发展作出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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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智玲

7

月

13

日是入伏的第一天，焦作市第三届“冬病夏

治”节也在市中医院正式拉开帷幕，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

治疗。

入伏首日 千人贴敷

7

月

13

日

7

时许，家住温县的周先生和妻子已经在

市中医院国医堂门前排队等待贴敷了。“去年我在这里贴

敷，效果还不错，今年带媳妇一块来冬病夏治。 ”周先生

说，“我是

6

月底打电话预约的， 没想到一大早从温县赶

过来，前面已经排了这么多人。 ”

据周先生介绍，他患上肺气肿已有很多年了，每到秋

季、冬季是最难熬的，总感觉憋气不舒服，去年夏天在市

中医院进行冬病夏治后，当年冬天就有一定的效果，憋气

的症状也减轻了不少，今年是第二次治疗。 “我媳妇患有

气管炎，听医生说这个病也能冬病夏治，就带她来试试。”

周先生说。

据了解，今年该院呼吸科、针灸科、儿科、心病科和疼

痛康复科都开展了冬病夏治，由于准备充分，现场秩序井

然，排号、登记、贴敷等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入伏首日共为

1000

余人进行了贴敷治疗。

专业贴敷 患者放心

7

月

13

日

8

时许， 记者在市中医院国医堂门前看

到，几张桌子一字排开，成为临时的导诊台，患者在这里

领过号后去诊区候诊。

在候诊区，一位患者在家人的陪同下正在等待贴敷。

“我患哮喘好几年了， 原来每年冬天都要发作好几次，自

从来市中医院进行冬病夏治后， 这两年发作的次数少多

了。 ”这名患者说。 随后，记者在诊室内看到，医生为该患

者进行贴敷前， 先询问了患者的病情， 又认真地为其把

脉、听诊。“每个人的病情和体质不一样，贴敷时使用的药

物和选择的穴位也不一样。 ”

医生调好药方后， 拿起干毛巾擦去所选穴位处的汗

液，然后将药物固定贴敷在穴位上。“回去认真观察，一旦

出现严重的水疱、红肿现象，要及时来医院就诊。”这位医

生对患者交代。记者从市中医院儿科、针灸科和疼痛康复

科了解到， 医生在为患者贴敷时也都经过了严格的诊断

及选穴过程。 “不同的病贴敷的穴位不一样，医生的手法

也非常专业，这让我们患者很放心。 ”在针灸科进行贴敷

的一名患者说。

据市中医院相关专家介绍，在贴敷过程中，不少患者

会出现发红、起水疱的现象，这主要与患者的体质差异及

贴敷时间长短有关。局部起水疱是正常反应，第一次贴敷

的时间不必太长，以便观察皮肤对药物的反应，尽量不要

让皮肤出现水疱，以免影响后续治疗。

冬病夏治 避免误区

“我今天贴敷后，平时服用的药能不能停？ ”

7

月

13

日，不少到现场贴敷的患者向专家咨询这个问题。据市中

医院呼吸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冬病夏治是利用疾病发作

期与缓解期的时间差，为该病的发生、发展起到缓解，甚

至临床治愈的作用，并不能完全代替日常治疗。

根据中医理论，三伏天是人体肺、脾、肾

3

个脏器阳

气最旺盛之时，此时人体经脉气血运行充盈，毛孔张开，

有利于药物吸收，可以治疗哮喘、支气管炎等寒性疾病，

可以最大限度地驱散体内寒气、调整阴阳，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冬病夏治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认识到并非

所有人、所有病都适合冬病夏治，要讲究对症治疗；其次，

冬病夏治是个综合治疗的过程，见效很慢，不能因为没有

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或稍微见效就停止治疗。 ”在现场为

患者贴敷的专家介绍。

据了解， 今年的冬病夏治包含伏前加强、 初伏、 中

伏两贴、 末伏和伏后加强共

6

贴， 不同的人可根据自身

不同的病症及身体条件， 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贴敷

3～6

次， 每贴间隔

10

天便可。 “冬病夏治不必拘泥于入伏首

日， 只要天气晴好， 随时可进行治疗， 不会影响治疗效

果， 但贴敷后的治疗、 维护也很重要， 不要贪凉， 同时

应避免吹空调或吃冷饮等。” 市中医院呼吸科负责人谢

邦军说。

又是一年三伏到 冬病夏治正当时

������

张中兴正在为患者把脉。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现场咨询

排队挂号

贴敷治疗 ������(

本栏照片均由本报记者王正义摄

)

中医外治法：为患者康复助力

本报记者 梁智玲

今年

30

岁的王琴（化名）是一位钢琴教师，自从

4

年前

生了宝宝以后，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喜欢的职业。 “医生诊断

我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双手表现最明显，关节不灵活，有

时还会出现关节僵硬、肿痛、乏力等症状。 ”王琴无奈地说，“

4

年来，我曾多次住院治疗，已经产生了闻‘医’生畏的感觉。 ”

让她没想到的是，

3

个月前， 市中医院内三科主任史国

梅在为她进行中药熏洗治疗后，症状得到了明显缓解。 “治疗

方法非常简单、安全、方便，治疗效果很好。 ”王琴说。 史国梅

根据她的病情和体质特点，为她开了专门的口服药方和熏洗

药方，每天熏洗

1

个小时。半个月后，她手指关节僵硬、乏力、

发冷的症状基本消失，手指也非常舒服、灵活。 据史国梅介

绍，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症状为主的慢性、全身性、

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临床症状表现为肢体关节肿痛、功能障

碍、晨僵等，属中医痹症范畴。熏洗疗法是将中药煎煮后对患

部熏蒸或浸泡，使药性从毛孔直入病所，有祛风散寒、舒筋活

络的作用。

中医外治法指一切口服药物以外的施于体表或从体外

施治的疗法，是相对于内治法而得名。 在治疗时将中草药制

剂施于体表或从体外进行治疗，通过局部皮肤或经络系统的

吸收渗透，收到局部治疗和全身调节的药理效应，具有简便

实用、疗效可靠、安全稳妥的特点。 去年

8

月份，史国梅到北

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进修，学习其先进的中医治疗方法

和管理经验，并对中医外治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中医外治

法可在临床治疗中广泛应用，对患者的康复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史国梅说。进修回来后，她在科室开展了中药熏洗、中

药敷贴、针灸等多种外治法，为患者减轻了痛苦。

“临床实践表明，中医外治法对缓解癌症患者的疼痛症

状有较好的辅助作用。 ”史国梅说。 据悉，恶性肿瘤患者中至

少有三分之二的人会在病程晚期或某一时期出现不同程度

的疼痛症状。 中医认为，癌症患者出现的疼痛症状多为毒邪

内蕴、邪热阻滞、血结痰凝所致。 在治疗上应以清热解毒、活

血通络、消肿散结为主。目前，该科可根据癌症患者的病情发

展情况和体质特点， 有针对性地采用中药外治法缓解疼痛，

减轻患者在化疗过程中的痛苦。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为了使中医外治法取得更好的疗

效，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还借助了中医定向透药治

疗仪。 “将配好的中药装入专用袋子，经过浸泡、蒸等步骤处

理后，可放在患者指定的穴位上，利用仪器使药物中的有效

成分更深入、更有效地透过皮肤黏膜快速作用于人体，起到

更好的治疗作用。 ”一名正在为患者进行治疗的护士介绍。

医护人员正借助中医定向透药治疗仪为患者进行治

疗。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开展“三伏贴”服务应有资质

����

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出通知要求：不是正式登记核

准、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不得开展冬病夏治穴位贴敷（以下简

称“三伏贴”）服务。

为加强“三伏贴”技术应用管理，保障医疗安全，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要求，开展“三伏贴”服务的机构应为卫生行政部门、

中医药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或民族医

学科诊疗科目的医疗机构；“三伏贴”处方用药及穴位选择应

由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中

医类别执业医师拟定；对患者实施“三伏贴”操作的人员，应为

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或接受过穴位贴敷技术专业培训的卫生技

术人员；在提供“三伏贴”服务时，不得夸大效果，各级中医药

管理部门应切实加强监督管理，对存在不规范行为的医疗机

构予以通报批评、督促改正，对整改不力的医疗机构，严禁其

开展“三伏贴”服务。 新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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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贴敷时间：初伏，

7

月

13

日至

7

月

15

日；中伏，

7

月

23

日至

7

月

25

日；闰中伏，

8

月

2

日至

8

月

4

日；末伏，

8

月

12

日至

8

月

14

日；伏后加强，

8

月

22

日至

8

月

24

日

饭后拍手臂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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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经常告诫心脏病患者：吃饭别吃得太饱，千万不要暴饮暴

食，否则会增加心脏的负担，甚至导致心脏病发作。 所以，吃完饭

后，除了养胃也要注意养心。

人的身体有两条与心脏有关的经络，分别是心经和心包经。 心

主神明，心经和神智有关；心还主血脉，主要与心包经有关。中医认

为，心包是心脏的护卫，能“替主挡邪”，凡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都

要从心包经入手解决。 心包经的走向是从心脏出发，经过腋窝，沿

手臂内侧的正中线到达指尖，途中有天池、极泉、内关、劳宫等穴

位。位于腋窝顶点的极泉穴和手腕内侧的内关穴都是心脏急救穴，

心绞痛或心梗发作时，弹拨极泉穴，有增加心脏供血的效果；按揉

内关穴，也能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

人在吃完饭以后，血液多往胃肠流动，目的是集中力量消化和

吸收营养，这时心脏会处于相对缺血的状态，如果再吃得过饱、过

撑，心脏缺血就会更加明显。 饭后半小时左右，如果适当地刺激心

包经，可以增加心脏供血功能，有效地保护心脏。具体方法是，用一

只手沿对侧心包经的路径，从中指尖向上沿途按揉，内关、极泉等

穴位重点按揉。如果觉得按揉比较麻烦，沿心包经拍打也能获得同

样的效果。 时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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