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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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市民走进中医院”活动将

带你走进市中医院内四科。 在这里，你

可以详细了解中医在治疗肺病、 肾病、

糖尿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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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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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度国家级中医药

继续教育项目发布

日前，

1076

项

2014

年度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经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审定

通过并发布。

其中包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治未病’适宜技

术应用与实践学习班”、广东省中医院“全国切脉针灸培训班”

等重点项目

42

项，甘肃省中医院“中成药临床合理应用与安

全性评价培训班”、中国中医药报社“中医中药中国行

2014

基

层医生培训班”等普通项目

1034

项。

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学分证书由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统一印制并免费发放。 各项目主

办单位学分证书申领需在项目实施前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

并将项目开班通知通过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网络管理

系统报送该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重点项

目经备案后可在下一年度再次执行 ； 普通项目仅在当年

度执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教司要求各项目主办单位不得以营

利为目的，确保优秀师资授课，加强过程管理，取得项目实施

成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将会同省级

中医药管理部门， 适时对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实施情

况进行抽查和评估， 并将考评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项目申报审

核指标之一。 新 华

女 贞 子

������

女贞子是木犀科植物女贞的干燥成熟果实，又称女贞实、

冬青子、白蜡树子、鼠梓子，呈卵形、椭圆形或肾形，表面呈黑

紫色或灰黑色，味甘、微苦涩。

市中医院中药剂科主任李娥介绍， 女贞子用于肝肾阴虚

引起的目暗不明、视力减退、须发早白、腰酸耳鸣及阴虚发热

等。 治目暗不明，常与熟地、菟丝子、枸杞等同用；治须发早白

常与墨旱莲、桑葚等同用；治阴虚发热，常与地骨皮、生地黄等

同用。 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寒泄泻及阳虚者忌服女贞子。

中医将女贞子视为可药可食的养阴佳品，如与蜂蜜同用，

对改善老年动脉硬化患者出

现的眩晕、视力减退等症状效

果较为明显。 具体做法为：取

女贞子

20

克、 蜂蜜

30

克，先

将女贞子放入锅中 ， 加水适

量，文火煎煮

30

分钟，去渣取

汁，调入蜂蜜即可服用。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整理

推搓两肋疏肝气

春季万物生发，在冬季被封藏在体内的肝气似乎也想四处走动。但

是，如果毛孔开合不当、情绪压抑，肝气就会郁积在胸部，导致心慌、胸

闷、心悸、呼吸急促，甚至出现两肋疼痛等表现。

传统四时养生学认为，春季是养肝护肝的最好时节，春季养肝往往

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妨应用一些简单

的自我按摩方法，如搓足、拍背等，以达到疏肝理气、调养五脏的目的。

此外，养生专家向大家推荐了推搓两肋疏肝气的方法。

肝经从两肋经过，推搓两肋有助于肝经的气血运行，还能刺激两肋

处的大包穴和章门穴。 大包穴在腋窝下

6

寸（

4

横指为

3

寸），腋中线

上。章门穴在侧腹部，第十二根肋骨的上方。这两个穴位具有健脾理气、

舒肝解郁、调和肝胆脾胃等功效，对胸闷、两肋疼痛有良好的防治功能。

推搓时，双手分别置于胸部两侧，一手向前一手向后，相对来回搓摩，一

去一回计

1

次，共做

30

次。经过这一番刺激和按摩后，郁闷、堵得慌、心

慌等症状可能会有所好转，肋痛或许就不药而愈了。 这是一个外治法，

适合大部分人使用，但是胸部有外伤的人就要等到伤好后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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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患者，她们时刻准备着

———记市中医院急诊科护理团队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提起急诊科，不由得让人想起

两个词：紧张、忙碌。 在这里，医护

人员每天都在和死神战斗，与时间

赛跑。 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多急诊

患者转危为安。

申红玲是市中医院急诊科的

护士长。在急诊科工作的几年时间

里，她和科里的其他护士都养成了

走路时一路小跑的习惯。 “没办法，

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出诊，对患者而

言， 时间就是生命， 谁也不敢怠

慢。 ”她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

会发生什么事情， 只有时刻准备

着。 ”

50

多岁的周先生一直有高血

压病， 但没养成良好的服药习惯，

导致血压始终降不下来。去年

6

月

份的一天，他看到一家超市的鸡蛋

正在搞活动，便带着购物袋前去选

购。 由于每人每次限购

1

公斤，周

先生又想多买点儿，便三番五次地

前去排队。由于天气热，人多拥挤，

就在周先生第四次排队购买时，突

然晕倒在地，超市的保安看到后赶

紧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申红玲接

到出诊通知后，立刻带着急诊箱和

医生一起坐上了救护车。 到达现场

后，周先生的脸色发白、嘴唇青乌，

初步诊断为心脏性猝死。 “我们在

现场先对患者进行初步抢救，然后

把他抬上了救护车。 ”申红玲介绍，

到医院后，该科护士又在第一时间

内对患者实施了心肺复苏术，并给

予高级生命支持，患者才逐渐恢复

了意识。 “我们科的护士都有很强

的应急处置能力，能迅速对患者的

病情进行初步判断，并给予初步处

理。 ”申红玲说。

几天前的一个夜晚，该科护士

在对一位老年患者进行监护时发

现， 他的心电图似乎不太正常，便

立刻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值班医生。

“幸亏发现得早， 这位患者在几分

钟时间内出现房颤，医生及时对其

进行了除颤治疗，目前这位患者的

身体恢复得很好。 ”申红玲说，由于

老年患者会出现很多并发症，护士

必须认真观察， 才能做到万无一

失。

其实，接到电话马上出诊的一

幕，每天都在该科上演数次。 “白天

相对方便点，晚上比较困难，再加

上一些小区的道路十分狭窄，消防

通道不畅通，救护车进不去，医生

和护士就得抬着患者走出来。 ”申

红玲开玩笑地说，急诊科的护士不

仅技术要好，体力也要好。

据悉，市中医院急诊科是焦作

市

120

急救网络单位，主要承担临

床各科的急诊出诊、 院前急救、途

中转运及院内抢救工作。 该科拥有

监护急救车和普通救护车数台，抢

救设备齐全， 拥有进口呼吸机、除

颤仪、心肺复苏仪、电脑洗胃机、多

功能监护仪等先进的抢救设备。 急

诊科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全天

24

小时应诊，接到电话后

3

分钟内出

诊 ，并奉行 “三先一后 ”的抢救原

则，即“先入院、先治疗、先抢救、后

办手续”。 保证绿色生命通道畅通。

“科里的每一名护士都是救火员，

胆子大，干活麻利，技术高，为急救

患者护航。 ”申红玲说。

上图为该科护士正在协助医

生抢救患者。 殷明翔 摄

春分时节话春困

本报记者 孙阎河

眼下，已进入春分时节，气温逐渐升高，许多人会感到疲乏、困倦、

睡不醒，甚至有些人在上班途中、办公室里也是哈欠连天，这种现象被

称为春困。 昨日，记者来到市中医院，请专家教大家几个消除春困的妙

招。

在该院专家门诊， 内四科名誉主任谢帮军告诉记者：“春困是因季

节转换给人们带来的一种生理反应。寒冷的冬天，人体受到低温的影响

和刺激，毛细血管收缩，血液流量相对减少，汗腺和毛孔也随之闭合，减

少了热量的散发，以维持人体正常体温。进入春季，特别是春分之后，气

温逐渐升高，人体的毛孔、汗腺、血管开始舒张，皮肤血液循环也开始旺

盛起来，供给大脑的血液就会相对减少。同时，随着天气的变暖，人体的

新陈代谢也开始旺盛起来，耗氧量不断加大，大脑的供氧量就显得不足

了。 这样一来，出现春困现象就在所难免了。 ”

对于如何消除春困，谢帮军指出，在春季除了要保证睡眠时间和质

量外，平时还要多进行户外运动，通过体育锻炼来改善生理机能，使身

体的呼吸代谢功能增加，加快体内循环，提高大脑供氧量。 而对于整天

坐着不动的办公室一族，则建议每工作一小时就起来走走，活动一下肢

体，有条件的话还可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及时为脑部供氧；平时还应

保持居室内空气流通；中午不要吃得太饱，饮食应以酸甜为宜，再配以

绿色的时令蔬菜，具有清肝、爽口和安神的作用。

不过， 谢帮军提醒大家， 有人认为只要多睡一会儿就不会感到困

了，其实不然。 成年人每天睡

8

个小时就足够了，过长的睡眠时间不仅

会改变睡眠和觉醒的正常周期，使人体生物钟的节律紊乱，大脑长期处

于抑制状态，还会使大脑司管睡眠的细胞疲劳，使人更加昏昏欲睡，醒

后感觉头昏、身体不适。

最后，谢帮军提出，出现春困现象也含有一些病理因素，比如精神

病发作前所出现的抑郁症状；肝炎前期会出现低热嗜睡现象；糖尿病、

心脏病等慢性病也会因体虚引起困乏。

“中医治肿瘤大有可为”

———市民走进市中医院血液肿瘤科参观纪实

本报记者 朱传胜

目前，肿瘤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

的头号敌人，其发病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那么，在医治肿瘤方面，中医有哪些优势

呢？

3

月

24

日，“市民走进中医院”参观团来

到市中医院血液肿瘤科，充分领略到中医在

治疗肿瘤方面的独到之处。

与时俱进 造福患者

“中医治肿瘤，疗效如何？ ”

3

月

24

日上

午，“市民走进中医院”参观团一行

6

人带着

问题来到了市中医院血液肿瘤科。 “家住博

爱县的一名食管癌患者在我们科采用纯中

药进行治疗后， 他的生命比预期延长了

8

年。”该科主任史国梅用一个病例，回答了参

观团成员提出的问题。

“西医分析得好、还原得好，但是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相比之下，中医对系统把握得

更好。”史国梅说，“更重要的是，中药还可以

提高肿瘤治疗的有效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延长患者的生命，其功效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减毒。 中药可减轻患者化

疗、放疗时的毒副反应，保护脏器功能。二是

增效。中药与放疗、手术、化疗等手段联合应

用后，可明显提高治疗效果。 三是扶正。 补

气、养血、补肝肾等中药能够增强人体细胞

及体液的免疫功能。 四是抗癌。 中药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抗癌作用，比如从红豆杉中提取

的紫杉醇，现已广泛应用于治疗多种肿瘤。”

当史国梅讲到，中药也可以为癌症患者

输液、化疗时，第一次参加“市民走进中医

院”活动的孟刚栓十分惊讶。他没有想到，中

药也能与时俱进，借助现代技术提取有效成

分，生产出针剂和口服液来造福患者。

对于史国梅提出的“中医在治疗肿瘤方

面疗效显著”这一观点，参观团成员金大爷

非常赞同。 “中医治肿瘤大有可为。 ”金大爷

感慨地说，“我有个朋友在

9

年前被检查出

患有肺癌，经过中医治疗后，如今身体仍然

很好。 ”

中西医结合疗效显著

“通过西医的科学手段来确诊疾病，在

治疗时可以用中医的方法来解决，中西医结

合疗法能够扬长避短，比纯西医或纯中医治

疗效果都要好。 ”史国梅坦率地说，“在中医

方面，我们科的优势无须多说，但在西医方

面，我们科的技术实力也达到市级医院的水

平，得到了患者的认可。目前，在我们科住院

治疗的癌症患者中， 除了我市的患者以外，

还有来自安阳、商丘、新乡，山西晋城、长治

等地方的患者。 ”

此外，参观团成员还了解到，在中西医

结合治疗肿瘤方面，市中医院还有不少“王

牌”。其中就有该院老院长、市名老中医褚玉

槐， 他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好妻子的淋巴

癌，至今仍被同行所乐道。

1991

年，他陪妻

子到省肿瘤医院治疗淋巴癌。 在那里，褚玉

槐看不少癌症患者在接受化疗后，或痛苦不

堪， 或因无法忍受化疗后的毒副反应而丧

命。 为了不让妻子遭受如此大的痛苦，褚玉

槐一边让妻子接受西医化疗，一边采用中医

疗法为妻子调理。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

的治疗效果非常好， 妻子在接受化疗后，不

但痛苦小，而且毒副作用也不大。见此情景，

不少病友也向褚玉槐讨要中医调理的病方。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褚玉槐结合中医临床实

践，为不同类型的癌症患者进行了中医配合

治疗，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慢慢地，褚玉槐找

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办法。

在褚玉槐的精心调治下，妻子的淋巴癌

症状消失了。 如今，已经过去

20

多年了，妻

子的身体十分健康。 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

褚玉槐目前总结出了食管癌、胃贲门癌、颅脑

肿瘤、胰腺癌、肠癌、肝癌、肾癌、淋巴瘤及妇科

肿瘤等各类肿瘤不同阶段的治疗要领， 为省

内外众多肿瘤患者解除了病痛的折磨。

此外， 为了减轻食管癌患者的痛苦，史

国梅在临床实践中先后发明了噎膈饮

1

、

2

、

3

号和健脾和胃饮药方，解决了食管癌患者

的进食难题， 让患者更有信心接受治疗，抗

击癌魔。

中医特色疗法受欢迎

参观期间，参观团成员发现，在该科住

院的不全是肿瘤患者， 还收治了类风湿、肝

腹水等病症的患者。对此，该科护士长介绍，

血液肿瘤科也叫内三科，除了内科肿瘤患者

外， 其他一些有内科疾病的患者他们也收

治。

在该科，参观团成员还目睹了中医定向

透药治疗的全过程。 在一间病房里，一名护

士拿出中医定向透药治疗仪，将探头固定在

患者足三里穴位处， 设置好脉冲工作频率

后，就开始治疗了。据这名护士介绍，一般情

况下，这种治疗需要

20

分钟左右。

接着， 参观团成员还参观了中药贴敷、

足浴等中医特色疗法。 每到一处，参观团成

员都是仔细看、详细问，对中医的一些疗法

表现出浓厚兴趣。 参观期间，一名年轻的患

者因患类风湿病导致双手手指弯曲变形，让

大家大吃一惊。 就在大家询问如何预防、治

疗类风湿病时，参观团成员张大爷“对座入

号”，说自己一个手指的关节粗大变形，担心

是类风湿病。

由于张大爷的症状不是太明显，史国梅

建议其作个检查才能确定。

参观团成员陈女士说，通过参加“市民

走进中医院”活动，她不仅对传统的中医有

所了解，增强自我保健意识，还对一些疾病

有了深入了解。“比如，以前只知道白血病是

一种单一的病，今天通过活动才得知，白血

病有几十种类型，还分急性和慢性，有的能

够治愈，但是大部分还无法治愈。 ”陈女士

说。

参观结束时， 不少参观团成员感慨地

说，每次参观都有不少的收获，他们希望活

动越办越好，让传统医学焕发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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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梁智玲） 日前，市中医院“治

未病”中心成立。 据悉，该中心是焦作地区中医

预防保健及康复服务能力建设的龙头单位，属

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工程的重要部分。 “治未

病”中心将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特点，量身制订健

康管理计划，并提供一站式就诊服务。

“上工治病治未病”的意思是高明的医生会

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让它发生。治未病

就是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病后防止复发。“治未

病”中心的工作主要包括

3

个方面：一、治未发

生的病，即预防功能，该中心通过中西医两种检

测方法识别出健康、亚健康和病前状态人群，对

后两种人群运用中医预防保健康复知识进行调

理，使其恢复健康；二，健康宣传，传播治未病思

想，并提供保健技术指导；三、建立健康管理档

案，并进行跟踪服务，促使被服务者遵循健康的

生活方式，并运用中医保健方法预防治疗疾病。

据市中医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中心拥有

多名省市级名老中医，

4

名硕士研究生，

2

名针

灸推拿主治医师，技术力量雄厚；引进了身心康

经络检测仪、道生舌面脉体质辨识系统，能提供

客观化的中医体质检测服务。 该中心以治未病

思想为核心理念，以传统医学为基础，结合现代

医学，融合现代科技，以健康评估、健康干预、健

康追踪为主要功能，形成包括中医体质辨识、现

代医学体检的健康评估、健康调养咨询门诊、健

康指导服务和传统疗法中心直接干预于一体的

治未病服务链。

目前，该中心调理的范围包括：睡眠障碍、

血脂轻度异常、血糖偏高、肥胖、习惯性便秘、肠

胃功能紊乱、脂肪肝、颈肩腰腿痛、过敏性鼻炎、

高血压、中风病、冠心病等疾病的早期防治，妇

女儿童的健康调理等。此外，该中心还开展了中

医体检项目，并享受一站式就诊服务。适合到该

中心体检的人群包括： 亚健康人群， 慢性病患

者，西医治疗效果不佳的“老病号”，孕前、孕中、

产后者，先天不足体弱者等。

该中心负责人介绍， 中医体检可以明确体

检者的健康趋势与养生方向， 满足进一步维护

提升、预防保健的需求。 同时，一些介于健康与

疾病的中间状态，西医检查结果正常，确认机体

无明显疾病，但是人体呈现活力降低、适应力下

降，并伴随一系列不适症状的现象。如果你有疑

问，可拨打健康热线

2107555

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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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团成员正在参观中医定向透药治疗过程。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