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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办法”离不开中医药

“深化医改

4

年多，中医药全面参与，在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

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式办法’离不开中医药。 ”王国强

说，“因此，对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行业来说，必须提振精气神，

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在深度参与医改中凸显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 ”

王国强说，李克强总理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扶持中医药

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与多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一脉相承，充分发挥中

医药和民族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也再次得到了强调， 是深化

医改“中国式方法”的重要内涵。

中医药具有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方

面作用突出。 中医药历经数千年实践、传承和发展，植根于中国人的生

存环境、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疾病防治经验的积累和生命

健康智慧的结晶。中医药作为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对疾病的认知方法

和治疗理念， 与当今健康观念的深刻变化和医学模式的深刻变革趋势

是一致的。 中医药学中的 “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辨证论治”“大医精

诚”“个性化诊疗”以及“防重于治”“治未病”理念，已获得越来越广泛的

认可。

王国强说，近年来，中医药系统确立“整体思维、系统运行、三观互

动、六位一体、统筹协调、科学发展”工作机制，全面参与深化医改，在中

医医疗、预防保健、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和海外发

展中形成了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但是， 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体制、 机制

和政策问题依然突出， 中医药发展还面临着新矛盾、 新困难、 新挑

战， 如特色优势发挥不充分、 继承不够、 创新不足、 中医药人才匮

乏、 人才培养与临床需求脱节、 中医中药发展不相协调、 中医药立法

滞后等问题， 都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 对此， 王国强表示， 应进一步

做好顶层设计工作， 将中医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中，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机制，有力促进中医药发展，

在深化医改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坚持中西医并重，用“中国式办法”

解决好这个世界性难题。 新 华

中西医结合疗法：

还你一个挺直的脊梁

本报记者 梁智玲

30

多岁的夏先生从四川来我市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在一次施工

过程中不小心从

3

米多高的地方坠落。 “双脚及臀部先着地，突然感

觉到腰背部疼痛，腰直不起来，活动受限。 ”夏先生回忆道。

随后，夏先生被

120

急救车送到了市中医院。该院骨伤分院脊柱

神经外科主任毋中安为夏先生进行诊断后发现，他的腰二椎体爆裂、

骨折并双下肢不全瘫，情况十分危急。 “马上进行手术治疗。 ”毋中安

说。 通过手术进行骨折复位、钉棒系统内固定后，夏先生的病情稳定

下来。

为了让夏先生的病恢复得更快，毋中安又通过辨证施治，为他开

出了“活血汤”，每日服用。

1

个月后，夏先生可以扶双拐下床行走了；

经过

3

个月的康复锻炼，夏先生可以自己行走了。

毋中安认为，夏先生的病能恢复得这么好，主要得益于对其运用

中西医结合疗法。 “手术做得精准，再加上中医辨证施治及专业的康

复锻炼，效果事半功倍。 ”毋中安说。

在市中医院的安排下， 毋中安与科室其他人员一起到北京中医

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进修学习， 对脊柱神经外科疾病的治疗又有了新

的认识和了解。 “目前，脊柱神经外科的患者很多，很多人被腰椎、颈

椎病折磨得痛不欲生，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然而，中西医

结合疗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的痛苦，效果很好。 ”毋中安说。

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脊柱疾病的人群呈逐年上升趋势。随着

病情的发展，很多患者患上了严重的并发症。市中医院骨伤分院脊柱

神经外科以治疗脊柱相关疾病为特色，根据脊柱病的生理、病理及治

疗特点，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系统的诊疗方法，并应用于临床，效果很

好。目前，焦作市脊柱病微创中心、焦作市中医正脊中心均设在该科。

毋中安从事中医骨伤科临床研究

30

余年，现任省中医学会推拿

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颈肩腰腿痛研究会河南分会常务理事、焦

作市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擅长利用现代诊断技术与临床经验

相结合，治疗骨伤科疑难杂症、颈肩腰腿痛疾病、创伤性疾病。 目前，

脊柱神经外科在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诊治脊柱、四肢创伤骨折脱位，

脊柱畸形，脊柱肿瘤以及采用传统中医手法治疗颈椎综合征，采用传

统中医疗法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及退行性脊柱炎等方面， 具有独特的

诊疗方法和治疗经验。

让患者康复是她们最大的心愿

———记市中医院康复科护理团队

本报记者 梁智玲

“

7

床的大伯昨天迈出右腿

走了一步 、

15

床的阿姨今天张

口说话了、

9

床的小伙子今天情

绪不错……”这些发生在患者身

上的变化，是市中医院康复科护

士每天最高兴，也是最自豪的事

情了。在这里进行康复治疗的患

者，也十分乐意与护士分享自己

的进步，以便进一步调整康复治

疗方案。

3

年前，

20

多岁的小王在工

作时不慎高空坠落，造成颅脑严

重损伤，在其他医院治疗了一个

多月后，仍然不会行走，意识模

糊。 在家人的帮助下，小王被转

到市中医院康复科进行治疗。该

科医生结合小王的病情，制订了

一整套康复治疗方案， 包括艾

灸、推拿、理疗、针灸等；该科护

士则遵照医嘱每天对小王进行

康复护理。 “中医康复护理对护

士的要求很高， 就拿针灸来说，

如果穴位选择得不准确，效果就

会大打折扣。 ”该科护士长马晓

芬说。

经过近

3

个月的康复治疗，

小王慢慢有了意识，并开口说出

了第一句话：“谢谢你们。 ”那一

刻， 该科护士流下了激动的眼

泪。随后，在护士的精心护理下，

小王的肢体有了知觉， 在家人

的搀扶下可以慢慢行走了 。 这

时， 该科护士又将护理重点放

在情志护理上， 通过语言 、 眼

神、行为帮小王克服自卑和焦虑

的心理，努力配合下一步的康复

治疗。

据了解，市中医院康复科设

置了针灸、推拿、康复理疗

3

个

区域，拥有中频治疗仪、吞咽功

能障碍治疗仪、 痉挛肌治疗仪、

经皮神经电刺激仪、 肌电刺激

仪、神经网络重建仪、超声波治

疗仪、五官超短波治疗仪、空气

波压力循环治疗仪、 电动起立

床、微波治疗仪、电脑中频药物

导入仪、中药经络诊断仪、股四

头肌训练仪、 超短波治疗机、重

锤式髋关节训练器等一系列康

复治疗及训练设备。

一次意外过后，吴女士出现

了严重的尿潴留症状，反复使用

尿管导致她的多项身体指标出

现异常。 治疗一段时间后，效果

仍然不理想， 经常出现尿急、不

能自主排尿等症状。吴女士到市

中医院康复科接受治疗后，该科

护士遵照医嘱， 运用穴位艾灸、

中药熏蒸等方法对她进行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吴女士

的自主排尿意识增强， 效果很

好。 “花最少的钱，治好了困扰我

很长时间的病，这里的护士不仅

态度好， 手法也到位， 我很满

意。 ”吴女士说。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该科十

分注重将现代康复理念和传统

康复治疗技术相融合，建立了系

统的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体系，

包括物理因子治疗、 运动治疗、

作业治疗、中医传统康复治疗等

50

多种治疗项目， 探索出一套

科学的、 系统的康复治疗模式。

开展的中医传统疗法， 如针灸、

推拿、穴位注射、中药熏蒸、按摩

整复、拔罐、艾灸、小针刀、穴位

埋线等， 对治疗脑血管意外、中

风后遗症、 各类颈肩腰腿痛、风

湿类疾病、三叉神经痛、面神经

麻痹、颈腰椎盘突出症、骨质增

生 、肌肉劳损 、扭挫伤 、骨关节

炎 、坐骨神经痛 、肩周炎 、网球

肘、筋膜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颞关节炎、失眠、呃逆、便秘、

慢性子宫内膜炎、 盆腔炎等病

症，效果很好。

“这里的护士个个都是护理

高手，精通各种康复仪器的定向

护理。我们在这里进行康复治疗

很放心，效果也不错。 ”采访时，

一位正在进行走姿锻炼的脑中

风后遗症患者说。

春季护肝正当时

本报记者 孙阎河

经过一个冬天的积蓄，花草树木开始在春季焕发出无限生机。按照

中医五行理论，五脏中属木的肝脏在这个季节处于极其旺盛的状态，是

养护肝脏的大好时机。那么，春季到底该如何养护肝脏呢？近日，记者走

访了市中医院内四科主任张春雷。

说起养肝的话题，张春雷从

4

个方面进行了介绍，肝藏血，养护肝

脏首先要养肝血。现在，有很多人经常熬夜，或长期在电脑前工作，或睡

眠质量不好，常常会出现肝血亏虚的现象，如便秘 、 眩晕 、缺钙 、容易

抽筋、月经量少或色淡、 眼睛干涩等。 肝脏在晚上

11

时至次日

3

时最

兴盛，根据中医理论，人卧则血归肝。 也就是说，当人躺下时，各个脏腑

的血液都经过肝来完成解毒任务。 如果在这个时间段人们还在忙于工

作和学习，就会使其他脏腑也处于相对兴奋状态，不能够使各个脏腑的

血液及时进入肝解毒。

其次，调情志。中医认为，肝主情志，所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是养

肝血的一个好方法。当心情不好时，尽量去找一个可以诉说的人或找一

种可以发泄心中郁闷的方式来疏泄这种坏情绪，不要憋在心里。 此外，

遇到不痛快的事心里难受时，可以尝试“嘘肝”法。 具体做法为：面对绿

色的树木，口发“嘘”的声音，缓缓地、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直到心情好转

为止。经常伏案工作的白领一族，可以在自己的电脑旁边放一盆常青植

物，如芦荟等，可以养眼舒肝。

第三，节饮食。这里说的节饮食不是少吃或者不吃，而是要戒酒、戒

烟及避免吃一切对肝有损害的食物和药物 ，多吃清淡、青色的食物。 中

医认为，肝主青色，青色如肝经。青色的食物可以起到养肝的作用，而辛

辣、刺激、油炸的食物会增加肝的负担。

第四，慎劳心。多休息、会休息，有节奏地工作和生活，不能劳累；知

足常乐，用平和的心态为人处世。

最后，张春雷给大家介绍了几种护肝的食物。 素焖扁豆，适用于老

人、孕妇以及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患者服食。 黑米粥。 黑米性平味

甘，含

15

种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 能益肝补脾、 养胃滋肾， 适用于肝

肾虚损、 产后体虚者食用。 红枣粥。 红枣具有补气血、 益肝、 健脾、

和胃， 温补阳气等功效， 适用于气血不足、 血小板减少、 贫血、 慢性

肝炎、营养不良等人群食用。

“中医儿科真给力”

———市民走进市中医院儿科参观纪实

本报记者 朱传胜

闻药香可以治病、 针刺穴位可以消食、

推拿能退烧……

3

月

7

日，“市民走进中医

院”参观团来到市中医院儿科，再一次被神

奇的中医疗法所吸引。

穴位贴敷魅力大

“王主任，这两天孩子有点儿咳嗽，听说

你们这里有化痰止咳的膏药， 你看能不能

贴？ ”

3

月

7

日下午，参观团成员一行

6

人刚

来到市中医院儿科病区，就听到有孩子家长

这样问道。

见到参观团的到来， 该科主任王宏霞从

忙碌的工作中挤出时间， 将参观团成员带到

了医生办公室 。 “刚才那位家长问的是我们

科开展的穴位贴敷疗法，效果可不错了，目前

受到不少家长的追捧。 ”王宏霞向大家解释，

“穴位贴敷疗法是以中医经络学说为理沦依

据，把药物研成细末，以水、醋、酒、油等为基

质，制成软膏、饼剂或薄膜，直接贴敷在穴位

或患处， 是一种用来治疗疾病的无创痛外治

疗法。 ”

为了向参观团成员展示中医的魅力，王

宏霞现场为一名患有呼吸道感染疾病的小

女孩进行了穴位贴敷。只见该科护士长把一

个白色的圆形小膏药贴敷在她的肚子上，治

疗就算结束了。

“通过穴位贴敷，以前一有病就输液的

患者，现在吃点儿药就好了，还有的患儿通

过穴位贴敷，能够有效缩短病程……避免了

扎针、 灌肠等不易被患儿接受的治疗方法，

减轻恐惧心理，有助于患儿早日康复。”王宏

霞颇有信心地说。

药枕香味能治病

闻香就可防病、治病，你信吗？

在王宏霞的介绍中， 参观团成员得知

该科研制了一种可以通过闻药香来防病 、

治病的药枕后， 都期待着能看一看、 闻一

闻。

随后， 王宏霞安排护士长将药枕取过

来，满足大家这个愿望。不过，当护士长回来

时，手里并没有拿枕头，而是拿着一个装着

中药的透明塑料袋。 “这就是药枕的核心部

分，装在家里的枕头里，就是药枕了。 ”王宏

霞解释道，“尽管塑料袋是密封的，但中药散

发的药香味却非常浓烈。 孩子枕在药枕上，

药物通过呼吸进入体内，可以起到预防的作

用。 如果孩子患上了呼吸道疾病，用药枕也

能起到辅助治疗的效果。 ”

介绍过药枕后， 王宏霞把它递到参观团

成员的手里，让大家用鼻子闻一闻。 果然，一

股浓烈的药香味扑鼻而来，令人神清气爽。 除

了药枕外，护士长的手里还拿着一个香囊，里

面装着一小袋中药。 王宏霞说，这个香囊与药

枕都起到一样的作用，不同的是，香囊可以白

天佩戴在孩子的胸前，便于携带。

自制中药效果好

在参观儿科时，参观团成员发现，作为

中医儿科，该科的西医设备也很齐全。 不但

如此，该科还组建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拥

有新生儿恒温培育箱、 蓝光箱、 红外线辐

射抢救台 、 微量输液泵 、 心电监护仪 、

CPAP

呼吸机、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等设备，

在婴幼儿重症监护抢救方面，达到全市领先

水平。

“在西医上，我们做到‘人有我有”’；在

中医上，我们做到‘人无我有’。 ”王宏霞说，

“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 在我们科几代人的

努力下， 独创了不少临床效果颇好的制剂，

如针对小儿肺热咳嗽研制的糖浆制剂———

清热止咳化痰汤（原名清肺止咳糖浆）；针对

新生儿黄疸研制的中药制剂———退黄合剂；

针对小儿厌食研制的中药制剂———厌食冲

剂。此外，还有宣毒合剂、清解退热合剂、 三

黄感冒合剂、葛根清热合剂、导赤合剂、清热

止泻合剂、五苓健脾合剂、风热感冒合剂等

１０

余种中医制剂，这些制剂经过临床实践，

效果都非常好。 ”

为了让参观团成员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王宏霞将大家带到一间房间里，打开一个柜

子，里面全部是该科研制的中药制剂。“这里

的自制中药咋恁多？”“这个是治疗呼吸道感

染的吗

?

”“那个能治疗什么病

?

”……面对参

观团成员提出的众多问题。王宏霞耐心地进

行了解答。“真想不到，中医院儿科的实力这

么强。 ”参观团不少成员对此感慨不已。

外治疗法真神奇

随后，在王宏霞的安排下， 参观团成员

又观摩了儿科推拿疗法。 一名患有肺炎的

小女孩在妈妈的陪伴下正在接受推拿治疗。

只见该科医生先按摩女孩的手部， 再揉按

肚子， 然后捏脊。 “小儿推拿是运用各种

推拿按摩手法

,

对小儿进行疾病防治、 强身

健体的一种中医外治疗法， 对防治小儿腹

泻、 便秘、 发热、 咳嗽、 厌食等病症，疗效

相当不错。”怎样揉肚、如何捏脊……在观摩

现场，参观团成员还就小儿推拿手法进行了

交流切磋。

参观团成员田军说，她的孩子小时候生

病几乎都是看中医，不仅没有副作用，还不

用受打针的苦。

第一次参加“市民走进中医院”活动的

陈女士有一个

12

岁的孩子。“针扎四缝穴是

治疗孩子积食的最佳方法；常揉孩子肚子可

缓解肠痉挛；常给孩子捏脊不但可以防治疾

病，还有增强体质的效果……这都是我今天

所学到的，真没有想到，此行收获还挺大的，

中医儿科真给力。 ”陈女士非常兴奋地说。

参观结束时， 参观团成员表示， 中医

儿科的一些外治疗法非常神奇， 希望更多

的家长能认识它、 了解它， 从而造福更多

的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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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芡 实

芡实，俗称“鸡头果”，与菱角、莲藕、荸荠并列为四大水生蔬果。

中医认为，芡实性平，味甘涩，入脾、肾经，具有益肾固精、补脾止泻、

祛湿止带的功效。古药书中说芡实是“婴儿食之不老，老人食之延年”

的粮菜佳品，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

作为一种常见的中药材，芡实因具有收敛固精等功效，适用于慢

性泄泻、小便频繁、梦遗滑精、妇女带多腰酸等。 在日常生活中，芡实

的最佳食用方法是煮粥， 一般人群均可

食用，尤其适宜白带多的女性、体虚尿多

的儿童、小便频繁的老人、遗精早泻者、

慢性腹泻者、 慢性肠炎者。 需要提醒的

是，由于芡实有较强的收涩作用，便秘、

尿赤者及妇女产后皆不宜食用。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整理

������

该科护士正在为患者进行中药雾化治疗。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胃火太大 嘴巴变臭

最近，今年

15

岁的小波可是大饱口福。 在外打拼多年的叔叔衣锦

还乡，几乎天天召集亲戚们聚餐，小波也是吃得肚儿圆才回家。 可过了

不久，小波的妈妈发现他嘴巴里的味道很难闻，有时一张口就能熏到自

己。 妈妈以为是小波不认真刷牙造成的，就天天盯着他刷牙。 过了几天

后，他的口臭症状不仅没有减轻，还长了口腔溃疡。

事实上，除了刷牙不到位等原因，如今不少人的口腔异味都与饮食

有关。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很多人天天大鱼大肉，还喜欢在晚上聚会、

吃大餐。 殊不知，吃得太多、太杂，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食物没有经

过充分消化，很容易堆积在体内，导致中医所说的胃火炽盛。 而辛辣烈

酒、膏粱厚味或食积不化等不良饮食习惯，都会助火生热，使邪热犯胃，

轻者出现食欲下降、口干口苦、舌红、少苔等症状；重者导致上腹疼痛、

牙龈肿痛、严重口臭、口腔溃疡、便秘等症状。

因此，要想保持口气清新，首先要灭掉胃火。一方面，生活中要管住

嘴，进餐不宜过饱，尤其是晚餐；少吃火锅、辣椒、胡椒等辛辣食物以及

高脂肪、高热量食物；远离烟酒；适当食用一些润胃凉血的食物，如冬

瓜、萝卜等。 另一方面，保证生活规律和充足的睡眠，平常注意多喝水；

坚持饭后漱口，早晚刷牙；睡前不要吃太多零食；积极防治便秘，保持大

便通畅等。 小 新

“中国式办法”离不开中医药

“深化医改

4

年多，中医药全面参与，在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

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式办法’离不开中医药。 ”王国强

说，“因此，对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行业来说，必须提振精气神，

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在深度参与医改中凸显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 ”

王国强说，李克强总理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扶持中医药

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与多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一脉相承，充分发挥中

医药和民族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也再次得到了强调， 是深化

医改“中国式方法”的重要内涵。

中医药具有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方

面作用突出。 中医药历经数千年实践、传承和发展，植根于中国人的生

存环境、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疾病防治经验的积累和生命

健康智慧的结晶。中医药作为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对疾病的认知方法

和治疗理念， 与当今健康观念的深刻变化和医学模式的深刻变革趋势

是一致的。 中医药学中的 “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辨证论治”“大医精

诚”“个性化诊疗”以及“防重于治”“治未病”理念，已获得越来越广泛的

认可。

王国强说，近年来，中医药系统确立“整体思维、系统运行、三观互

动、六位一体、统筹协调、科学发展”工作机制，全面参与深化医改，在中

医医疗、预防保健、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和海外发

展中形成了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但是， 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体制、 机制

和政策问题依然突出， 中医药发展还面临着新矛盾、 新困难、 新挑

战， 如特色优势发挥不充分、 继承不够、 创新不足、 中医药人才匮

乏、 人才培养与临床需求脱节、 中医中药发展不相协调、 中医药立法

滞后等问题， 都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 对此， 王国强表示， 应进一步

做好顶层设计工作， 将中医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中，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机制，有力促进中医药发展，

在深化医改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坚持中西医并重，用“中国式办法”

解决好这个世界性难题。 新 华

中西医结合疗法：

还你一个挺直的脊梁

本报记者 梁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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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夏先生从四川来我市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在一次施工

过程中不小心从

3

米多高的地方坠落。 “双脚及臀部先着地，突然感

觉到腰背部疼痛，腰直不起来，活动受限。 ”夏先生回忆道。

随后，夏先生被

120

急救车送到了市中医院。该院骨伤分院脊柱

神经外科主任毋中安为夏先生进行诊断后发现，他的腰二椎体爆裂、

骨折并双下肢不全瘫，情况十分危急。 “马上进行手术治疗。 ”毋中安

说。 通过手术进行骨折复位、钉棒系统内固定后，夏先生的病情稳定

下来。

为了让夏先生的病恢复得更快，毋中安又通过辨证施治，为他开

出了“活血汤”，每日服用。

1

个月后，夏先生可以扶双拐下床行走了；

经过

3

个月的康复锻炼，夏先生可以自己行走了。

毋中安认为，夏先生的病能恢复得这么好，主要得益于对其运用

中西医结合疗法。 “手术做得精准，再加上中医辨证施治及专业的康

复锻炼，效果事半功倍。 ”毋中安说。

在市中医院的安排下， 毋中安与科室其他人员一起到北京中医

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进修学习， 对脊柱神经外科疾病的治疗又有了新

的认识和了解。 “目前，脊柱神经外科的患者很多，很多人被腰椎、颈

椎病折磨得痛不欲生，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然而，中西医

结合疗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的痛苦，效果很好。 ”毋中安说。

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脊柱疾病的人群呈逐年上升趋势。随着

病情的发展，很多患者患上了严重的并发症。市中医院骨伤分院脊柱

神经外科以治疗脊柱相关疾病为特色，根据脊柱病的生理、病理及治

疗特点，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系统的诊疗方法，并应用于临床，效果很

好。目前，焦作市脊柱病微创中心、焦作市中医正脊中心均设在该科。

毋中安从事中医骨伤科临床研究

30

余年，现任省中医学会推拿

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颈肩腰腿痛研究会河南分会常务理事、焦

作市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擅长利用现代诊断技术与临床经验

相结合，治疗骨伤科疑难杂症、颈肩腰腿痛疾病、创伤性疾病。 目前，

脊柱神经外科在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诊治脊柱、四肢创伤骨折脱位，

脊柱畸形，脊柱肿瘤以及采用传统中医手法治疗颈椎综合征，采用传

统中医疗法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及退行性脊柱炎等方面， 具有独特的

诊疗方法和治疗经验。

让患者康复是她们最大的心愿

———记市中医院康复科护理团队

本报记者 梁智玲

“

7

床的大伯昨天迈出右腿

走了一步 、

15

床的阿姨今天张

口说话了、

9

床的小伙子今天情

绪不错……”这些发生在患者身

上的变化，是市中医院康复科护

士每天最高兴，也是最自豪的事

情了。在这里进行康复治疗的患

者，也十分乐意与护士分享自己

的进步，以便进一步调整康复治

疗方案。

3

年前，

20

多岁的小王在工

作时不慎高空坠落，造成颅脑严

重损伤，在其他医院治疗了一个

多月后，仍然不会行走，意识模

糊。 在家人的帮助下，小王被转

到市中医院康复科进行治疗。该

科医生结合小王的病情，制订了

一整套康复治疗方案， 包括艾

灸、推拿、理疗、针灸等；该科护

士则遵照医嘱每天对小王进行

康复护理。 “中医康复护理对护

士的要求很高， 就拿针灸来说，

如果穴位选择得不准确，效果就

会大打折扣。 ”该科护士长马晓

芬说。

经过近

3

个月的康复治疗，

小王慢慢有了意识，并开口说出

了第一句话：“谢谢你们。 ”那一

刻， 该科护士流下了激动的眼

泪。随后，在护士的精心护理下，

小王的肢体有了知觉， 在家人

的搀扶下可以慢慢行走了 。 这

时， 该科护士又将护理重点放

在情志护理上， 通过语言 、 眼

神、行为帮小王克服自卑和焦虑

的心理，努力配合下一步的康复

治疗。

据了解，市中医院康复科设

置了针灸、推拿、康复理疗

3

个

区域，拥有中频治疗仪、吞咽功

能障碍治疗仪、 痉挛肌治疗仪、

经皮神经电刺激仪、 肌电刺激

仪、神经网络重建仪、超声波治

疗仪、五官超短波治疗仪、空气

波压力循环治疗仪、 电动起立

床、微波治疗仪、电脑中频药物

导入仪、中药经络诊断仪、股四

头肌训练仪、 超短波治疗机、重

锤式髋关节训练器等一系列康

复治疗及训练设备。

一次意外过后，吴女士出现

了严重的尿潴留症状，反复使用

尿管导致她的多项身体指标出

现异常。 治疗一段时间后，效果

仍然不理想， 经常出现尿急、不

能自主排尿等症状。吴女士到市

中医院康复科接受治疗后，该科

护士遵照医嘱， 运用穴位艾灸、

中药熏蒸等方法对她进行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吴女士

的自主排尿意识增强， 效果很

好。 “花最少的钱，治好了困扰我

很长时间的病，这里的护士不仅

态度好， 手法也到位， 我很满

意。 ”吴女士说。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该科十

分注重将现代康复理念和传统

康复治疗技术相融合，建立了系

统的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体系，

包括物理因子治疗、 运动治疗、

作业治疗、中医传统康复治疗等

50

多种治疗项目， 探索出一套

科学的、 系统的康复治疗模式。

开展的中医传统疗法， 如针灸、

推拿、穴位注射、中药熏蒸、按摩

整复、拔罐、艾灸、小针刀、穴位

埋线等， 对治疗脑血管意外、中

风后遗症、 各类颈肩腰腿痛、风

湿类疾病、三叉神经痛、面神经

麻痹、颈腰椎盘突出症、骨质增

生 、肌肉劳损 、扭挫伤 、骨关节

炎 、坐骨神经痛 、肩周炎 、网球

肘、筋膜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颞关节炎、失眠、呃逆、便秘、

慢性子宫内膜炎、 盆腔炎等病

症，效果很好。

“这里的护士个个都是护理

高手，精通各种康复仪器的定向

护理。我们在这里进行康复治疗

很放心，效果也不错。 ”采访时，

一位正在进行走姿锻炼的脑中

风后遗症患者说。

春季护肝正当时

本报记者 孙阎河

经过一个冬天的积蓄，花草树木开始在春季焕发出无限生机。按照

中医五行理论，五脏中属木的肝脏在这个季节处于极其旺盛的状态，是

养护肝脏的大好时机。那么，春季到底该如何养护肝脏呢？近日，记者走

访了市中医院内四科主任张春雷。

说起养肝的话题，张春雷从

4

个方面进行了介绍，肝藏血，养护肝

脏首先要养肝血。现在，有很多人经常熬夜，或长期在电脑前工作，或睡

眠质量不好，常常会出现肝血亏虚的现象，如便秘 、 眩晕 、缺钙 、容易

抽筋、月经量少或色淡、 眼睛干涩等。 肝脏在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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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次日

3

时最

兴盛，根据中医理论，人卧则血归肝。 也就是说，当人躺下时，各个脏腑

的血液都经过肝来完成解毒任务。 如果在这个时间段人们还在忙于工

作和学习，就会使其他脏腑也处于相对兴奋状态，不能够使各个脏腑的

血液及时进入肝解毒。

其次，调情志。中医认为，肝主情志，所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是养

肝血的一个好方法。当心情不好时，尽量去找一个可以诉说的人或找一

种可以发泄心中郁闷的方式来疏泄这种坏情绪，不要憋在心里。 此外，

遇到不痛快的事心里难受时，可以尝试“嘘肝”法。 具体做法为：面对绿

色的树木，口发“嘘”的声音，缓缓地、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直到心情好转

为止。经常伏案工作的白领一族，可以在自己的电脑旁边放一盆常青植

物，如芦荟等，可以养眼舒肝。

第三，节饮食。这里说的节饮食不是少吃或者不吃，而是要戒酒、戒

烟及避免吃一切对肝有损害的食物和药物 ，多吃清淡、青色的食物。 中

医认为，肝主青色，青色如肝经。青色的食物可以起到养肝的作用，而辛

辣、刺激、油炸的食物会增加肝的负担。

第四，慎劳心。多休息、会休息，有节奏地工作和生活，不能劳累；知

足常乐，用平和的心态为人处世。

最后，张春雷给大家介绍了几种护肝的食物。 素焖扁豆，适用于老

人、孕妇以及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患者服食。 黑米粥。 黑米性平味

甘，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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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 能益肝补脾、 养胃滋肾， 适用于肝

肾虚损、 产后体虚者食用。 红枣粥。 红枣具有补气血、 益肝、 健脾、

和胃， 温补阳气等功效， 适用于气血不足、 血小板减少、 贫血、 慢性

肝炎、营养不良等人群食用。

“中医儿科真给力”

———市民走进市中医院儿科参观纪实

本报记者 朱传胜

闻药香可以治病、 针刺穴位可以消食、

推拿能退烧……

3

月

7

日，“市民走进中医

院”参观团来到市中医院儿科，再一次被神

奇的中医疗法所吸引。

穴位贴敷魅力大

“王主任，这两天孩子有点儿咳嗽，听说

你们这里有化痰止咳的膏药， 你看能不能

贴？ ”

3

月

7

日下午，参观团成员一行

6

人刚

来到市中医院儿科病区，就听到有孩子家长

这样问道。

见到参观团的到来， 该科主任王宏霞从

忙碌的工作中挤出时间， 将参观团成员带到

了医生办公室 。 “刚才那位家长问的是我们

科开展的穴位贴敷疗法，效果可不错了，目前

受到不少家长的追捧。 ”王宏霞向大家解释，

“穴位贴敷疗法是以中医经络学说为理沦依

据，把药物研成细末，以水、醋、酒、油等为基

质，制成软膏、饼剂或薄膜，直接贴敷在穴位

或患处， 是一种用来治疗疾病的无创痛外治

疗法。 ”

为了向参观团成员展示中医的魅力，王

宏霞现场为一名患有呼吸道感染疾病的小

女孩进行了穴位贴敷。只见该科护士长把一

个白色的圆形小膏药贴敷在她的肚子上，治

疗就算结束了。

“通过穴位贴敷，以前一有病就输液的

患者，现在吃点儿药就好了，还有的患儿通

过穴位贴敷，能够有效缩短病程……避免了

扎针、 灌肠等不易被患儿接受的治疗方法，

减轻恐惧心理，有助于患儿早日康复。”王宏

霞颇有信心地说。

药枕香味能治病

闻香就可防病、治病，你信吗？

在王宏霞的介绍中， 参观团成员得知

该科研制了一种可以通过闻药香来防病 、

治病的药枕后， 都期待着能看一看、 闻一

闻。

随后， 王宏霞安排护士长将药枕取过

来，满足大家这个愿望。不过，当护士长回来

时，手里并没有拿枕头，而是拿着一个装着

中药的透明塑料袋。 “这就是药枕的核心部

分，装在家里的枕头里，就是药枕了。 ”王宏

霞解释道，“尽管塑料袋是密封的，但中药散

发的药香味却非常浓烈。 孩子枕在药枕上，

药物通过呼吸进入体内，可以起到预防的作

用。 如果孩子患上了呼吸道疾病，用药枕也

能起到辅助治疗的效果。 ”

介绍过药枕后， 王宏霞把它递到参观团

成员的手里，让大家用鼻子闻一闻。 果然，一

股浓烈的药香味扑鼻而来，令人神清气爽。 除

了药枕外，护士长的手里还拿着一个香囊，里

面装着一小袋中药。 王宏霞说，这个香囊与药

枕都起到一样的作用，不同的是，香囊可以白

天佩戴在孩子的胸前，便于携带。

自制中药效果好

在参观儿科时，参观团成员发现，作为

中医儿科，该科的西医设备也很齐全。 不但

如此，该科还组建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拥

有新生儿恒温培育箱、 蓝光箱、 红外线辐

射抢救台 、 微量输液泵 、 心电监护仪 、

CPAP

呼吸机、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等设备，

在婴幼儿重症监护抢救方面，达到全市领先

水平。

“在西医上，我们做到‘人有我有”’；在

中医上，我们做到‘人无我有’。 ”王宏霞说，

“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 在我们科几代人的

努力下， 独创了不少临床效果颇好的制剂，

如针对小儿肺热咳嗽研制的糖浆制剂———

清热止咳化痰汤（原名清肺止咳糖浆）；针对

新生儿黄疸研制的中药制剂———退黄合剂；

针对小儿厌食研制的中药制剂———厌食冲

剂。此外，还有宣毒合剂、清解退热合剂、 三

黄感冒合剂、葛根清热合剂、导赤合剂、清热

止泻合剂、五苓健脾合剂、风热感冒合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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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种中医制剂，这些制剂经过临床实践，

效果都非常好。 ”

为了让参观团成员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王宏霞将大家带到一间房间里，打开一个柜

子，里面全部是该科研制的中药制剂。“这里

的自制中药咋恁多？”“这个是治疗呼吸道感

染的吗

?

”“那个能治疗什么病

?

”……面对参

观团成员提出的众多问题。王宏霞耐心地进

行了解答。“真想不到，中医院儿科的实力这

么强。 ”参观团不少成员对此感慨不已。

外治疗法真神奇

随后，在王宏霞的安排下， 参观团成员

又观摩了儿科推拿疗法。 一名患有肺炎的

小女孩在妈妈的陪伴下正在接受推拿治疗。

只见该科医生先按摩女孩的手部， 再揉按

肚子， 然后捏脊。 “小儿推拿是运用各种

推拿按摩手法

,

对小儿进行疾病防治、 强身

健体的一种中医外治疗法， 对防治小儿腹

泻、 便秘、 发热、 咳嗽、 厌食等病症，疗效

相当不错。”怎样揉肚、如何捏脊……在观摩

现场，参观团成员还就小儿推拿手法进行了

交流切磋。

参观团成员田军说，她的孩子小时候生

病几乎都是看中医，不仅没有副作用，还不

用受打针的苦。

第一次参加“市民走进中医院”活动的

陈女士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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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孩子。“针扎四缝穴是

治疗孩子积食的最佳方法；常揉孩子肚子可

缓解肠痉挛；常给孩子捏脊不但可以防治疾

病，还有增强体质的效果……这都是我今天

所学到的，真没有想到，此行收获还挺大的，

中医儿科真给力。 ”陈女士非常兴奋地说。

参观结束时， 参观团成员表示， 中医

儿科的一些外治疗法非常神奇， 希望更多

的家长能认识它、 了解它， 从而造福更多

的患儿。

芡 实

芡实，俗称“鸡头果”，与菱角、莲藕、荸荠并列为四大水生蔬果。

中医认为，芡实性平，味甘涩，入脾、肾经，具有益肾固精、补脾止泻、

祛湿止带的功效。古药书中说芡实是“婴儿食之不老，老人食之延年”

的粮菜佳品，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

作为一种常见的中药材，芡实因具有收敛固精等功效，适用于慢

性泄泻、小便频繁、梦遗滑精、妇女带多腰酸等。 在日常生活中，芡实

的最佳食用方法是煮粥， 一般人群均可

食用，尤其适宜白带多的女性、体虚尿多

的儿童、小便频繁的老人、遗精早泻者、

慢性腹泻者、 慢性肠炎者。 需要提醒的

是，由于芡实有较强的收涩作用，便秘、

尿赤者及妇女产后皆不宜食用。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整理

胃火太大 嘴巴变臭

最近，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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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小波可是大饱口福。 在外打拼多年的叔叔衣锦

还乡，几乎天天召集亲戚们聚餐，小波也是吃得肚儿圆才回家。 可过了

不久，小波的妈妈发现他嘴巴里的味道很难闻，有时一张口就能熏到自

己。 妈妈以为是小波不认真刷牙造成的，就天天盯着他刷牙。 过了几天

后，他的口臭症状不仅没有减轻，还长了口腔溃疡。

事实上，除了刷牙不到位等原因，如今不少人的口腔异味都与饮食

有关。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很多人天天大鱼大肉，还喜欢在晚上聚会、

吃大餐。 殊不知，吃得太多、太杂，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食物没有经

过充分消化，很容易堆积在体内，导致中医所说的胃火炽盛。 而辛辣烈

酒、膏粱厚味或食积不化等不良饮食习惯，都会助火生热，使邪热犯胃，

轻者出现食欲下降、口干口苦、舌红、少苔等症状；重者导致上腹疼痛、

牙龈肿痛、严重口臭、口腔溃疡、便秘等症状。

因此，要想保持口气清新，首先要灭掉胃火。一方面，生活中要管住

嘴，进餐不宜过饱，尤其是晚餐；少吃火锅、辣椒、胡椒等辛辣食物以及

高脂肪、高热量食物；远离烟酒；适当食用一些润胃凉血的食物，如冬

瓜、萝卜等。 另一方面，保证生活规律和充足的睡眠，平常注意多喝水；

坚持饭后漱口，早晚刷牙；睡前不要吃太多零食；积极防治便秘，保持大

便通畅等。 小 新

活动预告

������

下一期，“市民走进中医院” 活动将

带你走进市中医院血液肿瘤科。在这里，

你可以详细了解中医在治疗血液病、风

湿病、 肿瘤等疾病方面都有哪些专长和

优势。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拿起电话，拨

打

13598538802

或

13603918692

报

名，凡报名参加者都有精美礼品相送。

������

该科医生正在为患儿进行推拿治疗。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我

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推进医改，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好这个世界性难题”以

及“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